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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饮食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可以说是

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最鲜明和最受人欢迎的部分。

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不同地方有着自己独特而

丰富多彩且独具风格特点。饮食文化对一个民族来说有

着非常重要且深远的意义。它不仅影响着社会生活、经

济发展以及国家综合国力水平等方面，同时还体现了这

个时代精神内涵及其价值取向等多方面内容。饮食文化

对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中国和法国以美食闻名，都有传统的饮食传统。饮

食文化是一种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实践。中

法饮食文化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传统文化的差异，民

族文化、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文

化考量。随着中法饮食文化交流日益增多，饮食文化加

强了互惠互利的环境，打开了沟通的大门。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文主要是通过对中法饮食文化的分析和比较来了

解中国与法国饮食习俗之间的差异：

（1）文献资料查阅：参考相关著作及文章并结合自

己所学专业知识，收集相关数据和新闻动态资料以全面

准确地掌握信息内容。了解中国与法国在饮食文化各方

面的差异。

（2）比较分析法：通过对比中法两国饮食文化的异

同，并从中得到启示，为中国和法国在饮食方面提供经

验。

（3）归纳演绎法：对前人研究结果进行总结研究也

是本文的研究内容之一，结合我国历史背景及不同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因素深入了解中法两国的民族饮食

特色，分析中法饮食文化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1.3 研究思路及框架

饮食文化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仅仅是一个简单而平凡

的名词，它与社会、政治和历史有着密切联系。因此，

如今，研究食物中的文化差异很重要。本文共分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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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是绪论，介绍了研究资料、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研究过程，第二章介绍了饮食文化的思想和态度；第三

章介绍了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饮食习俗特点；第四章节

重点对比分析中国与法国两国各自地方饮食文化的区别，

论述中法饮食文化交流；最后一部分是结语，重申论点，

点明主题。

2　饮食文化概述

2.1 饮食文化的概念及内涵

饮食文化，也就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所形成、发

展和演变出来并与其他社会文明相融合。它是人类历史

上物质生产方式以及精神活动高度概括后的产物。随着

时间不断推移，其内涵也随之发生改变：从最初简单到

现在丰富；从单一走向多元等一系列变化过程，饮食文

化就这样慢慢得到了传承和创新。

2.2 饮食文化的主要特点

（1）永远不会衰落。因为它是一种与人类同在的文

化，从未与人类生活分离。人类一直流传下去，饮食传

统也是如此。

（2）古老又年轻。饮食文化从人们捡起石头做第一

个填饱肚子的工具就诞生了，所以饮食文化非常古老。

在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食品、炊具和食品的生产都包含

了历史上每一个时代的最新技术，因此它永远年轻。

（3）自成体系。饮食文化是人类饮食活动和社会经

济生活各种表现形式的总和。它涵盖了物质文化和精神

文化的许多领域，但也有其特殊的意义和补充。它是一

个具有自身网络和独特优势的文化体系。它与社会经济

发展、技术发展、区域发展和农业生产方式密切相关。

这些基本要素的有机结合，构成了饮食文化的主体。离

开主体讨论饮食文化也没什么。饮食文化系统包含许多

方面，形成了自己复杂的有机结构。

（4）是民族文明的体现。饮食文化是一个国家悠久

而丰富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一种独特的风格从

外在展示着这个国家的创造精神，它展示着各个时代的

文明，并且总是充满活力。

3　中国不同地区饮食文化

3.1 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历史悠久，地域文化鲜明。土壤肥沃，地

表水丰富，山地，森林，野生动植物和水产资源丰富。

在东北部地区四季更较为鲜明，但冬季严寒且寒冷期较

长。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形成了独特的饮食

文化。

东北菜是在满族菜肴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并吸收了地方菜系的长处。东北人民热情好客，性格豪

爽，在饮食方面他们非常注重实惠，这道菜的主要部分

是主要特征。东北人的主要菜肴是炖菜、汤和烤肉、锅

包肉、小鸡炖蘑菇、排骨炖豆角都是东北的名菜，非常

有特色。

丰富的冬季储存食材是东北饮食文化的明智创造。

由于无霜期短，人们吃新鲜蔬菜的时间相对较短。为了

满足漫长冬季对蔬菜的需求，东北地区的人们在夏天蔬

菜品种多数量多的时候晾晒蔬菜制成干菜。在秋天，他

们储存过冬蔬菜，如白菜，萝卜和马铃薯等。这是一

种历史传统和习俗，即使在今天也一直在一些地方保

留下来。

冷冻食品是东北人的传统之一。漫长而寒冷的冬天

给人们的饮食生活带来了诸多困难，也促成了一种特定

的文化风格。冬天是大自然赐予的寒冷储备，可以无限

制地储存各种食品和原料，而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因此

也产生了一些东北地区的特色食品，比如冻豆腐、冻梨、

冰糖葫芦等。

3.2 西南地区

西南地区是一个生态区域，气候宜人，生物多样性

丰富。但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除了四川盆地等历史较

早发展农业、除人口稠密地区外，西南地区仍然是人口

最少、种族最分裂的地区。这一带土质不好，能耕种的

土地很少，在山区这样贫瘠的土壤里能生长的农作物也

很少，而这些农作物是主要的粮食。西南部生活着我国

少数民族中一半以上的少数民族，因此是民族特色菜最

多的地区。因为辣椒、胡椒等香料使用得很多，所以在

“辣”和“麻”方面相比其他地区更突出。

西南地区饮食的特点是有以下四点：

（1）普遍爱辣。在西南地区有着“宁可无菜，不可

缺椒”的说法，可以看出西南人对辣椒的喜爱，辣椒越

辣，菜越好吃。

（2）大多喜酸。西南地区也有一句谚语：“三天不吃

酸，走路打转转”。经过十多年腌制的酸菜，其酸味不亚

于山西的老醋。

（3）喜欢复合口味。口感丰富、浓郁，独创出 23 种

复合风味，例如鱼香、荔枝等，为国内其他地区的厨师

赞叹。

（4）强调民间文化的色彩。主打物美价廉，以“杂

烩”、“火锅”着称。与此同时，具有西双版纳自然风貌

和歌舞的傣族竹楼的传闻传遍了大观和长城内外。粤菜

等竞争市场，显得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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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东南地区

大米是东南部地区的主食，丰富的果蔬、海鲜和禽

畜作为副食。区外丰富的对外贸易和便捷的交通，以及

稳定稳定、物产丰富的社会环境，包括该地区饮食文化

的地域特色：喜欢吃米饭，注重新鲜，爱喝茶，果蔬和

海产比重高。闽粤地区是中外运输的重要通道，因此贸

易和手工艺品一直得到发展，闽粤地区也是玉米、烟草、

甘薯等品种的首批试种区。

闽、粤、港和澳的美食在中国是别具一格的。在这

里，厨师们从中西烹饪技巧中汲取灵感，并根据当地人

的口味和习惯进行创新。广州菜是粤菜的代表，口感是

清淡的，由于气候炎热，人很容易上火，一点点辣味就

能刺激胃口，麻不能忍受。大部分食材新鲜柔软，尽量

提神而不浪费时间。夏季和秋季往往较轻，而冬季和春

季往往更严重。

3.4 西北地区

西北地区有极大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自然环境相

对恶劣。春季风沙，夏季高温，冬季寒冷，四季干旱是

这里自然环境的主要特征。

西北地区人民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充分利用自然

资源，建立了灌溉、绿洲耕作等农业生产方式。充分利

用河流和冰川融水，主要种植小麦、玉米、马铃薯和瓜

果，发展旱作农业并获得认可。西北地区有广阔的草原

和繁茂的牧场。牛羊肉和奶制品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

要地位。

西北地区的居民由于地域环境不同，在饮食上既有

相似性又具有有较大差异。陕甘宁地区以面食为主，兰

州拉面、凉皮、肉夹馍、羊肉包子都是陕甘宁地区著名

的工艺品。新疆和青海的主要饮食文化差异最大的是少

数民族的饮食文化，即清真饮食文化和山地饮食文化。

新疆和青海的畜牧业很发达，没有蔬菜和海鲜，还有很

多牛羊。饮食主要集中在肉类，乳制品和米面上。烤馕、

羊肉串等是该地区的特色食品。

4　中法饮食文化对比

4.1 中法饮食文化差异

（1）饮食内容不同：自古以来，中国就非常注重饮

食养生，有着“民以食为天”的说法。中国的饮食非常

丰富，地理环境、历史进程和不同民族宗教信仰的差异，

使他们的饮食习惯不同，构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饮食

习俗体系。中国传统的饮食习惯主要基于植物性食物。

主食是五谷，辅助食品是蔬菜和肉类。据西方植物学家

调查，中国人吃的蔬菜有 600 多个品种，是西方的六倍。

这种习俗的形成是由于农业生产是古代中部地区的主要

经济生产方式。南方以米为主食，所以大米为主食，北

方以小麦为主食，面粉为主食。在继续发展植物产业的

地区，他们的日常食物是谷物和蔬菜，在畜牧业发达的

地区，肉类和奶制品是主食。

作为世界三大烹饪帝国之一，法国和中国一样，对

饮食文化也非常讲究。法国人喜欢意大利面，面包的种

类很多，法国街头也有很多不同的面包店。法国人喜欢

奶酪；如肉类，如牛肉、羊肉、鱼子酱等，很少吃猪肉，

不吃肥肉、野生动物和无鳞鱼等。在饮品方面，法国人

喜欢喝酒和咖啡，法国葡萄酒更是世界闻名。

（2）饮食方式不同：在中国，烹饪食物的方法有非

常多种，最主要的有四种：煎炒烹炸，做出的菜肴更是

数不胜数。中国菜的烹饪方式较为复杂，注重色香味俱

全。法国饮食强调科学和营养。烹饪方式不像中国那样

复杂多样，食材多选择新鲜天然的原料，尽量发挥其原

有的口感，很少使用干货原料。

（3）餐饮礼仪不同：中国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国家。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饮食在中国文化中都占有非常重

要的地位。吃饭的时候，地方很特别。住所“尚左尊

东”和“面向大门为尊”，先邀请客人入座上席，然后再

请长辈入座。入座后切勿先动筷子，要先请长辈和客人

动筷，以示尊重。用餐时不要发出噪音，否则可能会让

人觉得不礼貌。已经夹起的菜再放回盘中、用筷子在盘

中挑挑拣拣这样的行为是万万不可的，会给人一种没规

矩、不卫生的感觉。

法国人就餐是很讲究的，非常有仪式感。法餐通常

有餐前酒，前菜，主菜，甜点等。法国人喜欢葡萄酒、

香槟、红葡萄酒、白葡萄酒等。有很多类型。一般来说，

食物伴随着酒精。准备食物时，盘子在中间，左叉子和

右刀子从外到内依次放置，水在右边，固体在左边。吃

饭时，要端正坐姿，避免驼背，不要后仰。每道菜后，

将刀叉横向放在盘子上，叉齿朝上。

（4）饮食观念不同：中国人是比较感性的，注重主

观感受。在中国人眼中，食物不仅是一种物质上的享受，

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他们会把对味觉的追求放在饮

食的第一位，相应的营养价值会放在第二位。例如，川

菜虽然非常好吃，但它是高温，重油和重辣。法国人思

想更理性，注重实用性。在饮食方面是最大限度地吸收

能量，注重营养价值。

4.2 中法饮食文化交流

中国和法国一直被认为是中西烹饪文化最高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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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不仅因为它们的菜肴的精致和多样，而且最重要

的是因为它们的文化意义。中国菜和法餐都是各自国家

的文化骄傲。中法建交半个世界以来，两国在政治、经

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许多成就。近年来，中法

两国作为东西方饮食文化的代表，在食品领域的合作不

断加强。通过中法饮食文化交流研讨会，将就中法饮食

文化的传承、历史、演变、丰富性和多样性，以及它们

的相遇和融合进行交流，为中法两国饮食文化提供一个

平台，发展中法合作。

5　结语

中法饮食文化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通过对不同

地区不同方面饮食风俗的差异进行分析比较之后发现，

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各有其特点。中法饮食文化都具

有其独特性，不同地区的人有着独特而鲜明的特征。因

此要对这些差异进行更深入和全面的了解后才能更加准

确、有效地利用这种方式去促进当地饮食文化与地方特

色融合发展，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化道路的建设。只有

这样我们才能够以正确合理的态度来引导人们健康生活

习惯的培养。

饮食文化是民族历史上的重要产物，它不仅仅对社

会产生影响，更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饮食文化是民族的传统，也是民族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

的缩影，与国家历史文化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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