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糖与中国⽂化

1.什么是糖？糖是怎么来的？描述糖的味道，请写出这个字。


《诗经·⼤雅·绵》“堇荼如饴”    “ ⽢如饴也。”


宋·真德秀《送周天骥序》：“⾮义之富贵；远之如垢污；不幸⽽贱
贫；⽢之如饴蜜。”


唐·韩愈  ⼀尊春酒⽢若饴，丈⼈此乐⽆⼈知。


yí 饴？同学们猜猜什么是饴？


这⾥的这个“饴”字说的就是⻨芽糖，早在春秋时期的《诗经》
中就已经出现，在远古时候并不叫糖，⽽是叫“饴饧”。这是我国古
代最早的糖。古代不⽌⻨芽才能做糖，基本上所有⾕类都是可以
的。明代宋应星在《天⼯开物·⽢嗜第四·饴饧》开篇中这样说：


凡饴饧，稻、⻨、粟、⿉皆可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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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南⽅北⽅，⻨芽糖都是惹⼈喜爱的⻝品，越来越重的年味⾥满满的都是⻨芽糖
的甜味。北⽅有着“⼆⼗三，糖⽠粘，灶君⽼爷要上天。”的⺠谣，南⽅流传着“家
家户户买饧糖，廿四⻩昏祭灶王。家⻓家娘密密拜，俱求好话奏天堂。”的诗词。
旧时，家家厨房⾥，都供奉着灶王爷神像。神像两边的对联是：上天⾔好事，回宫
保平安。传说，灶王爷本是天上的⼀颗星宿，因为犯了过错，被⽟皇⼤帝贬谪到了
⼈间，当上了“东厨司命”。它端坐在各家各户的厨灶中间，看着⼈们怎样⽣活，如
何⾏事，把好事坏事都详细记录下来，到了腊⽉⼆⼗三⽇就回转天庭，向⽟皇⼤帝
禀报各家各户的善恶情况，到了腊⽉三⼗晚上再返回⼈间，根据⽟帝的旨意惩恶扬
善。所以⼈们在腊⽉⼆⼗三⽇都要祭灶，并把饴糖供奉灶王爷，他⽼⼈家甜甜嘴，
并粘住灶王爷的嘴，让它“上天⾔好事，回宫保平安”。有的地⽅，还将糖涂在灶王
爷嘴的四周，边涂边说：“好话多说，不好话别说。”⽽腊⽉⼆⼗三糖果祭灶，形式
热闹隆重⽽⼜⻛趣幽默，所以这⼀天⼜叫“过⼩年”。这⼩⼩的糖果，充满了⼈们对
美好⽣活的向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vffCuM1a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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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饴也，从⽶，“唐”声。《说⽂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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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果》  
我偷偷藏了⼀粒糖果，  
那是弟弟的糖果。  
我想他不会吃的， 
 于是吃掉了，  
那粒糖果。  
如果妈妈告诉他有两粒，  
那我该怎么办才好?  
放下，拿起⼜放下，  
弟弟却总也不来，  
我⼜吃掉了，  
第⼆粒糖果。  
苦苦的糖果，  
悲伤的糖果。 
来源链接:http://www.qbaobei.com/jiaoyu/702292.html 著作权归分享者所有。 

作业：学习汉字“糖”和“甜”，还有什么东⻄可以做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n7prctewo
http://www.qbaobei.com/jiaoyu/7022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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