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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食味》

内容概要

《历史食味:古代经典饮食故事》内容简介：每个朝代在建国后的安定时代，都有人提出复古。很多人
都在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寄托。幻想着理想的世界，古文化似乎成了图腾。在中国的古典文化里，我们
读到了中国的味道，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一种将生活方式艺术化，而又将艺术生活化的真实写照。一
切皆在于激活现实生命个体的情感因素，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价值。民族有那么长久的历史是
一种荣耀。让大众走向文化，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人类走向文明。这就是《中国味道系列丛书》的期
望与目标。中国的饮食文化里有着太多人的故事和美丽的传说。有微甘的感觉，也有盐卤的苦涩。在
我们走进了一个饱食的时代后，如果仍然沿袭以往的思路，显然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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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食味》

书籍目录

食味里的传奇与经典  美人故里的干脆鲜醇西施舌  传说里鸡的平凡与富贵  腊八节里的救世传说  臭豆
腐中的奇香  诸葛亮制蔓菁  桃花鱼的美丽传说  一贫如洗成就珍珠翡翠白玉汤  究人与富人的美食  皇家
自产菜——红梅珠海时  乾隆爷御赐皇匾“都一处”  慈禧大宠小窝窝头  清王朝最后的晚餐名人名家的
食味人生  生活中的孔子对待吃  诸葛亮南征路上的爱民情怀  唐太宗醋芹待魏徵  白居易亲制胡麻饼  伟
大诗人的素食人生  留世飘香东坡肉  努尔哈赤与满族黄金肉  曹雪芹的“老蚌怀珠”  三杯鸡送英雄上
路  生活在食与色里的李渔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  毛泽东的亲辣哲学别具风味的美肴文化  盛唐文化的一
朵奇葩  倾动皇州的上 节曲江游宴  唐代新进士曲江宴  道不尽的奢华御膳  享誉中外的百的“全聚德”  
吃垮了大清江山的满汉全席  风雅之士别致的船宴  皇室贡品——燕窝菜  残酷的另类奇异饮食承传千古
的食礼俗风华夏食味的智慧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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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食味》

章节摘录

书摘又根据《因果经》记载，释迦牟尼因6年苦行，无暇顾及个人衣食，每天只吃一些麻麦，常年不
得温饱。在他学习期满时，已是衣衫褴褛，瘦骨嶙峋，容貌好似枯木一般。    他疲惫不堪地走下迦嘟
山，坐在河畔，向村人乞讨。村中一牧牛女子，用钵盂煮牛奶给释迦牟尼吃，使释迦牟尼很快恢复健
康。佛教兴盛以后，为了纪念这件事，就规定这个日子为古印度人民“斋僧”和救济穷人而施合饮食
的日子。    东汉，佛教传人中国以后，腊月初八施舍这件事逐渐变成了熬煮“腊八粥”的习俗。我国
一些佛教寺庙里在腊月初八熬煮“腊八粥”，就是纪念尼连河畔牧牛女子救济释迦牟尼的故事。    随
着佛教的兴盛，腊八粥也流行到民间。有钱人家的腊八粥要用几十种米豆果料熬成，亲朋好友之间还
互相赠送。穷人也要在这一天用小米红枣熬一锅粥应应时令。传说“腊八不喝粥，明年会更穷”。清
朝时，皇宫里喝的腊八粥是雍和宫的喇嘛熬好后进贡的。一过腊八，也就开始过年的准备了，但对穷
人来讲，还债的日子也逼近了，因为从这时候开始，讨债的会陆续上门。    关于腊八粥，还有几个民
间传说。一是说朱元璋早年曾讨过饭，有一年腊月初八，他已经几天没吃饭了，饥寒交迫，忽然他看
见一只老鼠钻进了洞，他想抓老鼠吃，就挖开了鼠洞，在里边却掏到一些米豆杂粮，于是他熬了一锅
粥吃，免于冻饿而死。当了皇帝后，每到腊月初八这一天，他就要熬粥吃，以作纪念，也含有忆苦思
甜之意。另一则民间传说讲，有一对老夫妇非常喜爱自己的儿子和媳妇，什么也不让他们干，他们什
么也不会干。老夫妇死后，他们坐吃山空，到了腊月初八，什么粮食也没有了，只能在这个囤底扫把
米，那个囤底扫把豆，杂七杂八地熬了点粥喝。在绝望中，他们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于是从此发愤
图强，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勤奋苦干，终于恢复了家业。此后每年腊月初八这一天，就要喝粥以激励自
己，其他人也以此来教育儿孙，天长日久就形成了煮食腊八粥的习俗。    还有一说，岳飞遭奸臣陷害
，被扣军粮，百姓闻讯，户户送去粥饭，岳军混合而食。这天正好是腊月初八，以后这个日子，百姓
们都要煮腊八粥，怀念岳飞和岳家军。宋代最盛行喝腊八粥，无论宫廷、官府，还是寺院、百姓家，
都争相煮腊八粥。《武林旧事》载：“十二月八日，即寺院与人家用胡桃、松子、乳蕈、柿、栗之类
作粥，谓之‘腊八粥’。”亦叫“五味粥”或“八宝粥”。    数个有关腊八粥来历的传说，都包含着
富裕后不忘曾经饥渴的意思，带有劝人不忘本的醒世良言，从这一点上来说，喝腊八粥在现今也是很
有意义的，更何况熬制腊八粥的米豆杂粮是极好的营养品!    有些地方过腊八煮粥，不称“腊八粥”，
而叫做煮“五豆”，有的在腊八当天煮，有的在腊月初五就煮了，还要用面捏些“雀儿头”，和米、
豆(五种豆子)同煮。据说，腊八人们吃了“雀儿头”，麻雀头痛，来年不危害庄稼。煮的这种“五豆
”，除了自食，也赠亲邻。每天饭时弄热搭配食用，一直吃到腊月二十三，象征连年有余。    关于煮
“五豆”也有个民问传说。相传，宋朝欧阳修不得势时，卖文谋生。遇一李姓员外女飘彩选婿。欧阳
修中彩后，李员外嫌贫爱富，将女儿逐出门外。李小姐倒是一位义气女子，誓与欧阳修终生为伴，有
情人终成眷属。    P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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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食味》

编辑推荐

《历史食味:古代经典饮食故事》编辑推荐：我们已经失去了曾经由饥饿激发出的灵敏的味觉感受力和
烹饪创造力，饮食市场的丰富多彩已使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对美味的兴趣，生活方式的改变需要我们
重新寻找和审视饮食文化的定义。饮食文化正在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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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食味》

精彩短评

1、你们那边如果缺货，可以跟我们说晚几天送来呀，可是你们也不通知我们，都过了四五天才送到
货，而且送来的那本书还很旧，里面第一页就有破损，希望能有所改进．谢谢！
2、这书一般般，感觉比较水。
3、是一半很好的书，买了不会后悔的。
4、喜欢的内容，喜欢的纸～很满意的说，而且速度很快哦，四五天就到了～
5、好书，通过中华美食带出许多典故，并道出中国文化的精髓。
6、在故事中了解中国饮食，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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