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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中国是一个美食的王国，各种各样的特色美食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在各种
美食中，传统美食一直是备受人们青睐的对象。然而大多数人都只知道传统美食的美味，却不知在每
种传统美食的背后，都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关于这些食物的由来，也有很多美妙的传说。 馒头的由来
据说与诸葛亮有关。大家都知道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馒头就是在诸葛亮征讨孟获归来的路途
中产生的。在《三国演义》第九十一回中，描写了当时的情景。诸葛亮带兵走到泸水的时候，遇到狂
风巨浪，士兵无法过河，于是回头报告诸葛亮。诸葛亮就向身边熟悉当地情况的孟获询问，孟获说：
“泸水源猖神为祸，国人用七七四十九颗人头并黑牛白羊祭之，自然浪平静境内丰熟。”诸葛亮则说
道：“我今班师，安可妄杀？吾自有见。” 诸葛亮想出了什么办法呢？他用面粉捏成人头的模样，然
后蒸熟去祭祀河神。祭祀过后，果然风平浪静，大队人马顺利渡过。从此，这种面食就流传下来了，
但将其称为“蛮头”太吓人，难免会让人大倒胃口，于是就用“馒”代替了“蛮”，改为“馒头”了
。《三国演义》并非正史，这段故事在正史中也没有记载，但在一些笔记中可以找到相关的内容。宋
朝的《事物纪原》中有这样的记载：“盖蛮地人头祭神，武侯以面为人头以祭，谓之馒头。今讹而为
馒头也。”明代的《七修类稿》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馒头本名蛮头，蛮地以人头祭神，诸葛之征孟
获，命以面包肉为人头以祭，谓之‘蛮头’，今讹而为馒头也。” 水晶饼的由来与宋代名相寇准有关
。相传有一年寇准从京都汴梁回到老家渭南乡下探亲，正好赶上自己的五十大寿。寇准向来为官清廉
，办事公正，人们都很爱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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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舌尖上的中国:中国美食全典》编辑推荐：在中国，美食一事，除品味之外，更有文化内涵与人文特
色融会其中。肠胃与品位贯通，文化和历史融合，心灵与佳肴交流，带你从佳肴中品味古今文化，从
珍馐里感受多彩人生；带你尝尽天下美味，做出绝对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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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能介绍这菜的营养价值和适合人群，这样多好啊！
2、挺厚的，正版的彩页，看着舒服，前半部分介绍了各种菜系，有一些文化知识在里面；但是后半
部分那些菜谱，我感觉太过简单，有一些介绍的不明不白，根本做出来是不可能的，所以此书并不是
一本食谱，而是偏向于介绍菜的特色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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