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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饪艺术与烹饪文化初探 
陈爱明 

（江苏省东台市新曹农场学校） 

摘要:烹饪文化一种物质文化，这一物质文化是在生活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形成的，烹饪艺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在烹饪艺术

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烹饪文化，烹饪艺术是在对食材组合的过程中结合不同的风味而形成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烹饪艺

术在不断发展过程当中形成了独属于自身的发展模式和方法，烹饪的艺术效果，随着文化的不断融合和文化自信在大放异彩。目前，

人们的精神需求越来越多，烹饪文化与烹饪艺术作为人们精神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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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的饮食文化有着丰富的历史基础，中国的烹饪文化与中国

的艺术文化发展密切相关，二者浑然天成。烹饪与美学二者之间又

有十分重要的关系，烹饪与美学二者之间的碰撞产生了具有特色的

烹饪专业课程。物质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人们对于烹饪也产生了

越来越多的标准和要求，烹饪艺术与烹饪文化，二者在发展的过程

中，不仅与物质生活，与其相关，与人的精神追求密切相关，烹饪

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烹饪的艺术体现出了中国独特的文化观，而

烹饪文化体现出了中国独特的艺术观，文化馆与艺术馆二者之间的

深度融合，就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烹饪文化与烹饪艺术。对烹饪艺术

进行总结和发掘，能够促进烹饪工艺技术的不断完善，促进当前烹

饪工艺发展。重视烹饪视觉艺术效果，能够促进我国烹饪技术不断

炉火纯青，从而促进当前烹饪专业系统化程度的提高。 

一、烹饪的艺术 

烹饪本身具有艺术性，烹饪的艺术性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

实践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艺术，烹饪的艺术不仅是一种视觉盛

宴，同时也是一种味觉盛宴，烹饪艺术与烹饪的发展密切相关，烹

饪艺术与烹饪文化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重视烹饪艺术，就是

重视烹饪文化，烹饪艺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一）视觉艺术 

烹饪艺术与色彩相关，丰富的色彩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而在

烹饪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琳琅满目的食物时觉得这些食物秀色

可餐，色彩在其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视觉是人们在面对食物

时，首先具有的感受，是人们在生活中追求的烹饪的重点形式，在

生活生产的过程中，视觉对人们的生活休息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作

用，人们对各种事物的了解首先都是从视觉开始的。若人们对于食

物的色彩具有良好的印象，那么便能够产生良好的心理作用。秀色

可餐、赏心悦目等都是人们对食物所总结的成语，这体现出了视觉

艺术在烹饪艺术当中的重要性，这也说明视觉的作用影响了我们的

感觉。烹饪造型艺术不仅注重味觉，同时更应该注重视觉，因为视

觉是第一感觉，人们通过对烹饪造型艺术进行观赏能够第一眼感受

到，烹饪的美，感受到艺术的美。这种方式做到了精神与物质二者

之间的统一，越来越注重视觉上的享受，这不仅是烹入艺术高度发

展的表现，同时也体现了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烹饪在发展过

程当中所呈现的必然趋势[2]。 

（二）烹饪工艺的艺术观 

烹饪的过程是一种劳动的过程，烹饪的过程也是一种展现美的

过程。而这种劳动不仅能够创造美的成果，同时其过程也是美德烹

饪工艺，美术主要是研究给人带来视觉盛宴的一种视觉艺术，但是

中国烹饪讲究天地人合一，讲究内涵。美中国烹饪自古以来就十分

注重内在美，在中国烹饪发展的过程中，内在美与外在美二者之间

的和谐统一是十分重要的。中国烹饪始终将内在二者之间密切融

合，使食客在受到视觉冲击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味觉上的冲击，内

在美与外在美二者之间相结合能够表现出中国烹饪艺术中的中庸

之道。烹饪工艺美术本身具有艺术观念，艺术观，不仅注重视觉的

表达作用，视觉的造型作用，同时，也注重内在的观念，而烹饪艺

术体现出了天人合一的观念，通过千奇百怪的造型与极富中国特色

的烹饪造型，体现出中国独特的烹饪工艺艺术观。不同的食物在遇

到不同的文化时，便会产生不同的碰撞，不同的食物在遇到不同的

烹饪变化规则时，便会产生不同的味道，不同的食物都有着自然的

气息，烹饪造型也朴实自然，与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密切相关。烹

饪造型艺术体现出了烹饪的工艺美术重视烹饪造型艺术的特点是

促进食客能够有较好的食欲，去欣赏食物。当食客的食欲增大时，

这是对食物的最好尊重，当食客在进行，美的艺术享受，时能够提

高自己的食欲，这可以促进我国烹饪工艺技术的不断改善。 

（三）烹饪工艺的多样性 

在我国，烹饪工艺发展的过程中，烹饪工艺具有着不同的方式

和方法，在不同的菜系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无论哪种表现形

式，制作者与食客而者之间都能够通过食物产生联系，产生共鸣，

在当前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独特的烹饪艺术需要尽情的凸显，这样

才能够体现出美，才能够体现出中华民族对于美的共同追求，民以

食为天，烹饪工艺和美学二者之间密切联系，体现出人们精神生活

的追求，同时也体现出了中国烹饪艺术的多样性以及中国烹饪艺术

中的文化。烹饪工艺本身就体现出了美的过程，若将其与美学二者

之间进行紧密的融合，可以体现中国独特的文化观。在进行融合时，

不仅要注重感性认知，同时，也要注重理性层面的认知，也就是说

要将烹饪工艺，在发展的过程中，与系统化的管理控制方法进行融

合。在烹饪的全过程中，每个环节都应注重烹饪艺术的展现，都应

注重烹饪文化的体现，都应注重中国文化的内涵，真正的做到色香

味，与其内涵相适应，体现出中国独特的烹饪艺术与烹饪文化。对

烹饪美术实践的多样化进行研究，才能够正确理解空运工艺美术的

艺术性，并在烹饪的实践过程中进行全部的应用。烹饪工艺美术的

多样性是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烹饪工艺美术一定要注重内

在与外在，二者之间的和谐统一，注重烹饪的外在，就是注重烹饪

的量，而注重烹饪的内在，就是注重烹饪文化的体现。烹饪艺术体

现了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体现了精神享受的格局，体现了人类物质

生活不断发展，体现了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注重为食客提供更

多精美的菜肴，运用烹饪艺术方法，去丰富烹饪的内涵，拓展美化

烹饪的意义，提高烹饪的艺术性[3]。 

（四）审美观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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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烹饪艺术发展的过程中，艺术性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厨师的

审美观与在创造菜品的过程中体现的创新能力密切相关。只有创新

艺术菜点，才能够发挥出烹饪艺术的生活性、艺术性，体现出烹饪

艺术的审美观，而烹饪艺术的审美观与厨师的审美观密切相关，烹

饪艺术与其他艺术相比，仍然有着很多的差距，重视烹饪艺术的审

美观就是重视我国烹饪艺术的发展，但是却出现烹饪成品的随意且

理念的堆砌，这就导致烹饪的艺术不伦不类，食客没有食用的欲望，

这不仅不利于我国烹饪艺术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食客的享受。有

的地方对烹饪技术的衡量方式有失偏颇，单一的衡量方式不仅不科

学，同时也会导致烹饪工艺美术的含义得不到发挥。烹饪艺术的审

美观和创新能力在菜点上得不到体现，很多人对于烹饪艺术的体现

有着错误的理念，认为只要工艺繁复，只要将理念进行堆砌，就是

烹饪艺术的体现，其实这种理念是错误的。其实这种方式不仅降低

了中国菜的格调和格局，同时也没有体现出厨师的审美观，对中国

烹饪的声誉也没有良好的作用。所以要重视烹饪工艺美术的审美观

和创新能力，对烹饪界的审美观和创新能力进行有意识的引导，这

不仅可以让我国传统的烹饪艺术焕发生机与活力，同时，也能够令

烹饪造型的艺术规律体现，以提高我国烹饪艺术水平的格局。 

二、烹饪文化 

中国的烹饪文化历久弥新，中国的烹饪化博大精深，中国的烹

饪文化源远流长，中国的烹饪文化不仅体现出人们对于吃的追求，

同时也体现出人们对于食材的尊重，在现代烹饪美术教学设计的过

程中，不仅要引导学生们对于烹饪的专业性和烹饪的基础性行学

习，同时也要引导学生们在烹饪的过程中，逐渐挖掘烹饪的内涵。

在现代烹饪美术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让学生们掌握烹饪的专业性

和艺术性，同时，也应让学生们掌握现代烹饪理念，重视二者之间

的结合，让现在烹饪制作者意识到烹饪文化并不是对传统的烹饪进

行完全挪用，应该让学生们摒弃挪用传统烹饪造型的理念，让学生

们在认识和理解传统造型的基础上，挖掘和创新烹饪造型，对烹饪

工艺造型当中的常用造型进行创新，对基本知识和技能进行深刻的

掌握，去学习烹饪造型艺术，学习与之有关的美学知识，体现饮食

的美。在此过程中，将美学基本原理运用到饮食中的每一个环节，

让烹饪的传统造型成为烹饪专业的学生们进行设计的一个新的方

向，促进中国烹饪艺术的发展，创新中国烹饪技艺[4]。 

中国的烹饪文化与中国的传统美学密切相关，中国的传统美学

强调的是统一，是中庸强调的是十全十美的美学观念，中国传统美

学认为，万事万物都必须在和谐统一的过程中达成一个的整体。而

中国古代的艺术家始终认为，整体是美的，将以整体为美的创作理

念运用到了任何愚昧有关的过程中，而中国烹饪艺术也是如此，中

国的烹饪文化也继承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理念，将世间万物看作一个

有机整体，将世间万物赋予人的情感，通过借物抒情，借景抒情。

中国烹饪文化也体现出了中国的传统美学，中国烹饪文化体现出了

善始善终的处事哲学，中国烹饪文化注重传统图案的造型，中国烹

饪文化注重尽善尽美的传统思想，中国烹饪化体现出了中国的人文

文化意识，对所作出的饮食进行装饰具有现实意义，对其进行装饰

的一个深层动机是装饰一个吉祥画的世界，装饰一个圆满的世界。

通过中国烹饪文化表达对安定和谐生活的期望。中国烹饪文化体现

出了中国吉祥文化，中国吉祥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一种独特体现，中

国吉祥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具有多样的形式，源远流长，中国吉

祥文化在中国烹饪文化中远远不能够被其他的形式所替代，中国吉

祥文化具有珍贵的精神财富，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

位，中国吉祥文化在中国烹饪文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精神元素

的作用，将吉祥符号的精神元素融入到中国烹饪文化中，久而久之，

便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烹饪文化，而中国烹饪文化进入现代以来，与

现代烹饪理念进行融合，体现了现代烹饪美术设计，促进了烹饪美

术吉祥图案设计的文化性[5]。 

中国的烹饪文化除了味觉、嗅觉的结合，还受质地温度外观的

影响。中国烹饪文化是视觉，嗅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共同影响

的人对食物的感觉与多种感官密切相关，因此，有了风味一说，而

风味正是中国烹饪话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涵义，风味有着强

烈的个人、地区、民族的烙印，把多种不同的物质混合在一起的过

程，不仅能够体现风味，也能够体现烹调工艺流程和技法，这是在

菜肴制作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调味结果，风味调味的过程，而调味是

风味的结果。中国烹饪文化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讲究万物之间的联

系，中国烹饪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国烹饪文化与中

国烹饪艺术二者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注重烹饪文化与烹饪艺术

之间的关系，能够获得美味。 

三、烹饪艺术与烹饪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 

烹饪艺术体现了烹饪文化烹饪文化对烹饪艺术进行了总结，烹

饪艺术的发展与中国传统的烹饪技艺与工法密切相关，而烹饪文化

是在几千年烹饪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烹饪艺术与

视觉嗅觉等多种感官密切相关，而烹饪文化，与哲学密切相关。烹

饪不仅是科学，也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艺术，中国烹饪文化是一

种从烹调到饮食消费全过程的文化现象。在此过程中，出现出了饮

食文化，这种饮食文化是独具东方魅力的，烹饪文化是多种感觉综

合的艺术，是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重视烹饪文化与烹饪艺术不仅

是重视宝贵财富，同时也与中国的民族素质的发展密切相关。烹饪

艺术与烹饪文化不仅体现出了高超的烹饪技艺，也体现出了丰富的

文化内涵，源远流长的中国烹饪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发挥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 

四、结束语 

在烹饪艺术与烹饪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体现出了独特的艺

术效果，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体现出了东方文化的文化性和社

会性，烹饪艺术具有视觉艺术是多种感官共同综合的一种艺术观，

烹饪工艺美术实践具有多样性，需要丰富烹饪的内涵，美化烹饪的

意义，提高烹饪的水平，重视提高烹饪艺术的审美观和创新意识。

重视烹饪文化，发挥烹饪文化的中国思想，传递中国理念，让烹饪

文化当中的传统造型能够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将吉祥符号的元素融

入到现代烹饪美术的设计中，发挥出中国烹饪造型艺术的特色，在

发展的过程中，促进烹饪工艺美术的全面发展，将艺术之美与烹饪

的劳动之美融合，将精神与物质进行融合体现烹饪，造型艺术的重

要性，让食客不仅能够进行美的享受，同时也能够进行食欲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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