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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MS帝国之家，为帝国cms加油！

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中医营养摄生学说，还有文化
艺术成就、饮食审美风尚、民族性格特征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中国烹饪技艺，
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

中国饮食文化绵延170多万年，分为生食、熟食、自然烹饪、科学烹饪4个发展阶段，推出6万多
种传统菜点、2万多种工业食品、五光十色的筵宴和流光溢彩的风味流派，获得“烹饪王国”的
美誉。

我国的烹饪技术讲究食医结合，与医疗保健有密切的联系，在几千年前有“医食同源”和“药膳
同功”的说法，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做2016高三语文综合练习（六）成各种美味佳肴，达
到对某些疾病防治的目的。中国饮食文化突出养助益充的营卫论（素食为主，重视药膳和进补）
，并且讲究“色、香、味”俱全，有五味调和的境界说。

古代的中国人还特别强调进食与宇宙节律协调同步，春夏秋冬、朝夕晦明要吃不同性质的食物，
甚至加工烹饪食物也要考虑到季节、气候等因素。在《礼记�月令》中就有明确的记载，如春“
行夏令”“行秋令”“行冬令”必有天殃；孔子说的“不食不时”，包含有两重意思，一是定时
吃饭，二是不吃反季节食品；西汉时，皇宫中便开始用温室种植“葱韭菜茹”，这种强调适应宇
宙节律的思想意识的确是华夏饮食文化所独有的。

“阴阳五行”说是传统思想所设定的世界模式，也被认为是宇宙规律。制作饮食的烹饪必然也要
循此规律。因此，不仅把味道分为五种，并产生了“五味”说，而且还削足适履地把为数众多的
谷物、畜类、蔬菜、水果分别纳入“五谷”“五肉”“五菜”“五果”的固定模式。更令人惊奇
的是还有“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礼记�郊特牲》），并认为只有饮和食与天
地阴阳互相协调，这样才能“交与神明”，上通于天，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这种说法
被后来的道教继承，成为他们饮食理论的一个出发点，如认为吃食物是增加人体阴气的，如“五
谷充体而不能益寿”“食气者寿”等，要修炼、要获得阳气就要尽量少吃、最佳境界是不吃，走
“辟谷”的境界。

“中和之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的审美理想。这个“中”指恰到好处，合乎度。“和”不是
“同”，是建立在不同意见的协调的基础上的。因此中国哲人认为天地万物都在“中和”的状态
下找到自己的位置以繁衍发育。这种通过协调而实现“中和之美”的想法是在上古烹调实践与理
论的启发和影响下产生的，而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的整个的饮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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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悠久区域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在100
多万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在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食2016高三语文综合练习（六）品调理、
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方面创造、积累并影响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

研究中国人的饮食生活不仅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必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把
钥匙。

1．下列关于中国饮食文化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 (3分)

A．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如阴阳五行哲学思想、中医营
养摄生学说、饮食审美风尚、民族性格特征等。

B．中国饮食文化历史悠久，绵延了170多万年，分为了四个发展阶段，风味流派繁多，有“烹饪
王国”的美誉。

C．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区域文化，它在饮食文化的多个方
面影响了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

D．中国饮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研究中国饮食文化甚至可以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把
钥匙。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3分)

A．中国饮食文化突出养助益充的营卫论，中国的烹饪技术讲究食医结合，食物要达到对某些疾
病防治的作用。

B．我国在几千年前有“医食同源”和“药膳同功”的说法，要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做成
各种美味佳肴。

C．孔子说的“不食不时”，是说不吃反季节食品和定时吃饭的意思。强调适应宇宙节律的思想
意识是华夏饮食文化所独有的。

D．中国人在饮食上还特别强调进食与宇宙节律协调同步，春夏秋冬、朝夕晦明要吃不同性质的
食物，加工食物时要考虑季节、气候的因素。

3．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3分)

A．制作饮食的烹饪遵循了“阴阳五行”规律，不仅产生了“五昧”说，而且把谷物、畜类、蔬
菜、水果分别纳入“五谷”“五肉”“五菜”“五果”的固定模式。

B．道教饮食理论的一个出发点是只要饮和食与天地阴阳互相协调，就能“交与神明”，上通于
天，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

C．“五谷充体而不能益寿”是认为吃食物是增加人体阴气的，要获得阳气就要尽量少吃、最佳
境界是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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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中和之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的审美理想，是在上古烹调实践与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下
产生的，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的整个的饮食生活。

1.C（“影响了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表述错误，由第7段可知，“中国饮食文
化是⋯⋯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而不是“影响了⋯⋯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

2.D（由第4段可知，D项，将原文“古代的中国人”说成“中国人”，扩大了范围。）

3.B（“只要⋯⋯就⋯⋯”关联词语错误，原文第5段中是“只有⋯⋯才⋯⋯”。）

更多 阅读理解 请访问 https://www.xiaorob.com/zhuanti/yd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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