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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文化作为一种日常文化现象，与我们的生活息

息相关，不分国界，也不分种族。饮食文化的变迁，既

表现出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折射出人类社会文

明的演进，因此，很多经典电影都热衷于借助美食意象，

来传达人们对于幸福感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由于地理位置、气候特征、风俗习惯、文化选择等

因素的影响，各个地区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从

而造成了饮食习惯的巨大差异，中西方的饮食文化因而

具有了强烈的地域性。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价值观念、伦

理道德、思维方式、宗教文化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

从而也导致了中西饮食文化之间的差异。本文主要以

中国李安导演的《饮食男女》《喜宴》与西方加布里埃

尔·阿克谢导演的《巴贝特之宴》，和英格玛·伯格曼导

演的《芬妮与亚历山大》等有关美食的影视作品为支点，

分析烹饪方式、中西餐具、餐桌文化等方面探讨中西饮

食文化的差异，并具体阐述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

一、中西饮食文化比较

1. 烹饪方式与烹饪理念

1.1 中国：色香味俱全的技艺型烹饪

中国文化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这个特质和优势使中

华文化生生不息，兼容并蓄，把各种文化中优秀的元素

转化为自己的东西，文化的血脉不因分分合合而中断，

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聚合力，同化力。中国饮食也是如此，

讲究包揽万物，通过使用不同的肉食和蔬菜来搭配组合

出全新的美食种类，色香味俱全是对一道菜肴最高的评

价。为了达到色香味俱全的境界，中国厨师研究出了

多达 60 多种的烹饪技法，主要有炒、煎、炸、煮、焖、

炖、烤等。在电影《饮食男女》中，扮演父亲角色的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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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在影片开头通过杀、切、洗、烹、煮、炒等烹饪工

序，以及多种原材料和谐搭配，追求调和后的美味，充

分展现了他精湛的厨艺，同时也给观众带来了味蕾上的

全面刺激。

1.2 西方：注重原材料本味的独立式烹饪

西方文化推崇“突出个性，注重自我”的个人主义

价值观，使西方人更加注重科学，讲究营养，更加注重

原材料的本味。在电影《巴贝特之宴》中，巴贝特为牧

师两姐妹以及信奉者准备法式大餐时，只运用了拌、煎、

煮、烤等几种烹饪方式，尽量保留了食物原来的模样和

口味，更讲究的是单独制作，互不掺和。

2. 中西餐具

2.1 筷子是中国人用餐的主要餐具

现代中国的餐具主要有筷子、勺子、碟子、水杯、

酒杯和餐巾等。而中西餐具相比最大的特色之处便是筷

子。在我国古代有很多有关筷子的传说，主要有姜子牙

受神鸟启示发明丝竹筷；妲己为讨纣王欢心而发明用玉

簪作筷；还有大禹治水时为节约时间以树枝捞取热物而

发明筷子等。中国人对待食物的态度是温文尔雅的，讲

究细嚼慢咽享受进食的过程，这也反映出了中国人与西

方人不同的世界观。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把宇宙看作是

一个庞大的有机体，它是客观存在的，不受任何外界力

量的影响和控制。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老子看来，“道”有它

自己的运行规律，不会因为人类而有所改变。中国人认

为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人是

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应该顺应天命，服从自然力量的安

排，与自然和谐发展。中国人对待自然的态度是“天人

合一”，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拥有人与自然共生、

共赢、共荣、和谐并进的科学发展观。

筷子之所以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就餐工具，主要是因

为筷子没有切、割等暴力行为。在谈到筷子的使用时，

著名法国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曾说：筷子与刀叉不同，

刀叉主要被用来切、刺或戳食物，而筷子主要是用来传

递食物。因此在利用筷子取物时，食物不再是人类暴力

下的牺牲品，而变成了人们通过筷子和谐传递的物质，

同时也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电影《喜宴》

在男主角伟同的婚宴上，宾客之间相互夹菜，这时筷子

已经不只是一种工具，而变成了人与食物、人与人之间

交流的物质媒介。

2.2 刀叉是西方人用餐的主要餐具

西方人推崇个人本位，强调个人的存在价值，崇拜

个人英雄主义。因此，在西方人的世界观里，个人价值

至高无上。他们认为自然是可以被人类征服并加以利用

的。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西方形成了海洋文明，在古代，

主要以打猎和捕鱼为生，西方人不得不与凶猛的动物进

行搏斗，从而善于使用刀、叉、剑等尖利之物。从某种

意义上讲，西方人以刀叉作为主要餐具也体现了人类想

要征服自然界的欲望。电影《巴贝特之宴》，在最后的悼

念晚餐中，基督教的信奉者以及受过老牧师恩惠的信徒

们聚集在玛蒂娜家中用餐，女仆巴贝特为大家准备的用

餐工具主要是以刀叉为主，无论是面包还是鱼类，均需

要刀叉的配合才能入口，充分体现了西方人对食物的征

服欲和占有欲。

3. 餐桌文化

3.1 用餐形式

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世界观。中国文化在“天人

合一”世界观的影响下，使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含蓄、内

向、沉稳的性格，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

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个人、家庭、国家融为一体，强调

以国家集体利益为重，推崇集体主义精神，强调社会与

群体的统一与认同。正所谓：“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

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中国倾向于圆桌聚餐式，

在电影《喜宴》中，在伟同的婚宴上，圆桌代表着永结

连理，百年好合，团结互爱，菜肴被放在圆桌的中心供

宾客们品尝，在圆桌旋转的同时，人们交替品鉴同一食

物，相互敬酒，为长者与好友夹菜，体现了大家对彼此

的尊重与爱戴，也正是这种用餐方式，把中国人紧紧地

串联在一起，突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强调社会群体

的统一和认同的世界观。

在西方文化“天人相分”的世界观里，西方人性格

外向、喜欢挑战与竞争。人们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上帝创

造的，人与自然是相互对立的。在亚当和夏娃的西方神

话中，由于他们二人偷吃了禁果，从此被赶出伊甸园，

因此他们必须每日辛勤工作，与大自然作斗争，获取

更多的食物，来获得精神上的救赎。这也体现了西方文

化习惯于向外求索，注重个人价值与个人独立空间，因

而西方人热衷于自助餐式就餐，在电影《芬妮与亚历山

大》众多聚餐场景中，均以方桌为主，衣着光鲜、举止

优雅的贵族们端庄的坐在方桌两侧，餐桌上往往觥筹交

错，刀叉杯盘，均是人手一份，独立用餐，这充分体现

了西方文化中强调人作为有独立意志的独立个体的地位。

3.2 餐桌礼仪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在论语中

也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听的记

载。中国人在进餐时最注重礼让精神。在用餐时多围绕

圆桌而坐，由于受到中国传统长幼有序思想的影响，如

何就坐也是相当有讲究的，长幼有序、谦虚礼貌的座次

顺序延续至今。主宾的位置选在坐北朝南或者是正对门

口处，主陪一般情况下入座的是紧挨主宾的位置，其余

宾客按照长幼、尊卑、权位按照左为上，右为次依次入

座。在电影《喜宴》中，当有新菜上桌时，通常由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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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宾和年长者先动筷，以此表示尊敬。在用餐过程中宾

客之间畅所欲言，彼此交心，相互敬酒、互相夹菜、热

闹非凡，这符合中华民族“大团圆”的心态。

西方人在就餐时更注重个人修养与穿戴整洁，就餐

时选择的桌子也是方桌，通常是男女主人坐在方桌的两

端，宾客位于两侧，紧挨主人右手边的位置往往是留给

最尊贵的客人的，其余宾客依次就坐。在电影《巴贝特

之宴》中，在最后的悼念晚宴上，所有的基督教信徒在

进餐时轻手轻脚，咀嚼时也是细嚼慢咽，不对食物做出

任何评价，即便是要与周围人交谈，也要保证口中没有

食物再进行沟通，交流也是轻声细语，甚至连餐具碰撞

的声音都几乎没有。

在中国古代，夫为妻纲、三从四德，未嫁从父，已

嫁从夫，夫死从子等观念是中国五千年来形成的“男尊

女卑”的生动写照。这一观念在早期就餐座位的安排上

也得到了的体现。但在现代社会中，中国女性的社会地

位明显提升，男女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而在西方，女

士优先是社交活动中最基本的礼仪规范，在电影《巴贝

特之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将军与妻子入座时，是

将军把凳子抽出来邀请妻子入座的，即便将军的妻子并

不是自己年轻时的心中挚爱，也依然保持着彬彬有礼的

骑士风度。

二、中西饮食文化差异产生的原因

1. 传统文化的差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礼让精神

在中国人心中早已根深蒂固。众礼之源即为吃，人们通

常通过吃来表达各种各样的情感。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

合一、阴阳五行、中和之美等观念在饮食文化中得到了

深刻的体现。而西方文化中天人相分、重器轻道、重视

科学等观念对西方人的饮食文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西方饮食文化更加开放，随意，这同时也是导致西方人

患肥胖症的原因之一。

中国人强调以和为贵，民族性格整体倾向于含蓄、

内向、和谐，喜欢和平稳定，安居乐业的生活。西方文

化起源于海盗文明或狩猎文明，强调冒险精神与执着追

求，具有进攻性，喜欢挑战。从而使得中西在对待食物

时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中国人对待食物是亲切的，温

柔的，以五味调和为主；西方人则不同，在使用刀叉进

行切割时，透露出强烈的征服欲。

2. 不同的价值观念

中国人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教导人

们谦恭礼让，把集体主义取向放在首位，强调个人服从

于集体，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人们也把集体主义价

值观作为优秀可贵的品质。中国饮食文化同样也受到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集体主义观念的影响，在中国无论是婚

宴还是平常家庭聚会，都会营造团结、共享、礼貌、和

谐的氛围。在餐桌上，人们相互敬酒、夹菜等，展现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礼让的优秀传统美德，符合中国人对大

团圆价值理念的美好追求，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

“以和为贵”的思想观念。

西方人重视个人主义价值观。个人目标居于首位，

团队集体利益次之。西方人注重个性的自由发展，以个

人的发展为中心，强调个人利益与个体的自由，热情和

主动性。映射到饮食文化中，最显著的特征便是西方人

实行的分餐制。在用餐过程中，事物的选择均由个人的

喜好和需求决定，只要个人喜好和需求发生改变，即可

及时更换。在用餐时更加注重个人隐私保护，这在很大

程度上也受到了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

3. 宗教信仰

从某种特定意义上讲，宗教也是文化的一个特殊组

成部分。人们对于宗教的信仰，形成了世界各地独具特

色的饮食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同时也对饮食文化产生

较大的影响。在中国佛教和道教的信徒居多，尤其是佛

教，普及性极强，尤其是在退休老人群体中，信徒人数

众多。佛教主张吃斋念佛，禁止杀生，因此佛教信徒普

遍食素。信仰佛教，在某种意义上，还有助于缓解在老

年人群体中常发的三高问题，也会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

产生积极影响。此外，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早在秦朝时

期，就有关于秦始皇派徐福出使日本寻找长生不老之法的

记载，不难看出道教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

基督教是西方人信奉的主要宗教之一，基督教教规

会对饮食种类进行硬性的规定，甚至还会要求信徒在进

食时不得对食物的口感进行评论。通常情况下，基督教

信徒一般不会吃带血类的食物，不吃供奉的食物。西方

男性在宴会中对女性的态度，与他们对基督教的信仰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基督教的圣母是天主教尊玛利亚，因此

基督教信徒尤其尊重女性，尊重母性散发的伟大光辉。

《晏子春秋·问上》中曾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

俗，万里不同食。由于中西方不同的地理位置，气候条

件，风土人情，宗教信仰，思维方式，文化底蕴等，同

时也造就了中西方截然不同的饮食文化。但在经济全球

化的历史大背景下，中西方饮食习惯也在不知不觉中各

取所长，融合发展。促进不同饮食文化的融合，有利于

促进人们生活的丰富多样化，提高人们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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