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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川饮食民俗为例探索餐具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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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俗是指民间的习惯和风俗，是我国不同民族或不同地区在漫长时间中不断传承和创造保留下来的生活习惯。普

通人民群众在日常生产生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非物质形态的东西。我国的民俗文化种类丰富，如饮食风俗、服饰风

俗、礼仪嫁娶民俗、信仰民俗等等，具备浓厚的农耕特征与地域色彩。其中饮食能够体现一个地方生产生活和发展的过程，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地人民的生活状态和文化背景，是人们适应生存环境的方式，也是人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体现。因此，

通过对呼和浩特武川县饮食民俗的考察，分析当地饮食民俗，探索其蕴含的文化内涵，可以更好地认识呼和浩特武川县的

民俗文化背景以及独特的饮食文化。那么以武川特色为突破口，设计者在进行产品设计时探索其特色餐具，从而产生价值

为助力呼和浩特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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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文化”“民以食为天”，

饮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饮食民俗是人们

对不同的食物进行筛选、搭配，对食物进行制作、加工，采

用不同的烹饪方法，在这个过程中积久形成并传承不息的风

俗习惯，另外自然环境和生活劳动方式都会对人民的食物种

类和制作方法产生影响，具有地方性的特征。我国幅员辽阔，

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饮食习俗，呼和浩特武川县历史悠久，

文化内涵丰富，拥有天然的气候条件，孕育出多种高原粮食

作物，这为面食饮食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在饮食结构上

呈现单一化特征；但在做法上，却形式多样、各有不同。如

武川莜面制作精细，味道独美，不仅制作手法灵活多变，造

型各异，烹饪方式也多元化，莜面吃法花样多态，自古就有

“阴山莜麦甲天下”的美誉，呼和浩特市武川县被誉为 “莜

面之乡”。通过餐具设计将武川饮食民俗地域特色展现出来，

实现对武川饮食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1. 武川饮食民俗概况

1.1 武川饮食民俗介绍

呼和浩特市的饮食文化丰富多彩，有着漫长的历史积

淀，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在此交汇、碰撞、融合，因此这里

的饮食文化多元，基本以北方饮食为主。融合了蒙古族和回

族的做法、吃法，也吸收了山西、陕西的一些饮食文化特色。

武川县因主要盛产莜面和土豆，“武川莜面”“武川土豆”

均获得地域商标和国家绿色认证，通过各种方式形成了各类

以莜面和土豆系列品类多样、美味可口的美食。其中莜面属

于农耕文化饮食，农区饮食体系里有莜面、土豆、炸糕等。

后山三宝莜面、山药、大皮袄，莜面被誉为＂内蒙三大宝＂

之一，莜面，是由莜麦作物的籽粒加工出来的面，莜麦又称

油麦，原产于中国，是燕麦的一种。在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

的称谓，如“稞燕麦”“王麦”等。莜麦在我国已有几千年

的悠久种植历史，不管是莜麦的栽培，收获，加工，还是莜

面膳食制作，都是不可或缺的项目，是其主要的农作物，土

地贫瘠，莜麦生命力极强，可见莜麦的精贵。

1.2 武川饮食民间习俗

莜面一直养育着历代“后山人”，同时也受到全国乃

至全世界的青睐。正月初十，武川县流传这样一个传统习俗，

在内蒙古中西部民间传说是老鼠娶媳妇的日子，也叫莜面

节。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会聚在一起搓莜面、吃莜面，庆祝

老鼠娶亲，以保家中一年风调雨顺，庄稼有个好收成。这个

民间的传说一直延续至今，到了每年的正月初十，呼和浩特

地区家里的大大小小一定要吃一顿莜面。这一莜面做法已有

上百年的历史。这是庄户人的一种期许，也是多年来历代的

习惯。

1.3 武川饮食非遗传承情况

武川县连续举办了多届“内蒙古·武川莜面文化节”，

提升了武川莜面的品牌价值，展现了内蒙古燕麦特色民俗文

化。“武川国际燕麦（莜面）文化节”始创于 2013 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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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燕麦为媒介，集旅游休闲、文化娱乐、经贸展示、乡村

振兴于一体的大型节庆活动。2023 年 8 月 22 日，内蒙古第

十一届武川燕麦（莜面）文化节开幕式再一次隆重举行，在

线观看人数突破 1100W 人次。第十一届燕麦文化节，十年

传承再升级，融合全球优质燕麦品鉴盲测、燕麦美食民俗文

化会，燕麦美食争霸赛、东方麦谷摄影大赛、乌兰牧骑文艺

汇演等多种形式丰富多彩。汇集全谷物专家、媒体和消费者

等百名代表，分别对加拿大、美国、澳洲、瑞典、德国、日本、

中国等全球不同产区的 12 款燕麦产品进行了燕麦片外观、

香味、口感、冲泡时间、粘稠度等十项评测标准，中国武川

莜面拔得头筹。中国武川燕麦走向了世界大舞台，向世界讲

好武川莜面故事、展现内蒙古非遗传承创新之美。

1.4 武川莜面的制作技艺

莜面的制作和食用方法很多，主要制作技艺有搓、压、

推、搅、捏、揉等等，是一项极为珍贵的民间传统手工技艺，

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千百年来逐渐积累的智慧结晶。莜面

的吃法很多，荤素冷热都可以，吃法考究，有蒸、氽、炸、

炒、烙等五大系列，各有特色，其中蒸莜面就有窝窝、鱼鱼、

墩墩、饺饺、山药鱼等近二十多种。其中莜面窝窝是最普遍

的做法，也可谓最标准的做法。

莜麦到莜面最大的特色是“三生三熟”，即从生莜麦

到做成莜面要经历三次生三次熟的过程。收割莜麦后的籽粒

是生的，即“一生”。清水淘净麦粒，然后晾干，把脱了皮

的莜麦籽粒倒进锅里，用锅铲翻动，大气冒过，飘出香味，

莜麦粒炒到黄熟微焦，就成了“一熟”。将炒熟的麦粒磨成

莜面，即“二生”。盛适量的莜面粉兑上一半的开水，和莜

面时不能用凉水，必须用开水泼熟。先泼，后搋。使其成分

中之淀粉适度糊化，然后方易于粘着而便于进一步加工，趁

热可做成各形状的吃食，如薄片状的，条状等等。由于是开

水和面，所以就成了“二熟”。做好的莜面花样此时是生的，

即“三生”。接下来就是加水加柴，大火猛蒸，莜面最后蒸

熟了，即“三熟”。

2. 武川饮食民俗餐具设计原则

2.1 实用性原则 

某种程度上讲，实用性原则是设计者很需要考虑的问

题，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餐具用品的实用功能期待抬升了，

产品设计的实用性应当使产品拥有良好视觉形象的同时注

重“好用与实用”，好看的同时可以恰到好处的盛放莜面，

使用和装饰得到完美的结合和统一。增加产品自身日常的使

用价值，平时能否盛放莜面以外的食物，使器皿价值得到最

大化，并且尽可能适宜多类群体在各种场合下舒适而方便的

使用，让消费者获得良好的产品体验感受。餐具首先应该是

使用过程的方便舒适，是否符合人体工学，满足人手型的使

用需求，并且能够舒适而简单方便的将食物摄入口中，如在

夹起莜面的过程中是否方便，夹莜面的筷子是否设计要摩擦

力大一些。其次在餐具的洗涤过程中，也应该尽可能的简单

且易于清洗干净，如考虑设计是否有死角不易清洗。通过实

用性设计，使用户在实际的使用体验中对产品有认同感，使

人们更深刻地体会到产品中所蕴含的社会价值。

2.2 环保性原则

餐具的使用贯穿于人们的一日三餐，餐具使用频繁，

因此设计师在设计时不仅要了解消费者的需求，针对消费者

的痛点，设计出实用且符合消费者心理预期的产品，更应保

证人们的使用健康而且可以保护环境。如在材质的选择上，

针对设计对象，根据莜面特性，以绿色设计为导向，采取零

污染的材质，在保证重要前提的条件下符合食品对象餐具设

计。注重材料的使用成本和环保性等内容，考虑各种材质的

优劣势，判断哪种材质符合，设计出绿色环保、低碳节能的

产品来引导消费者进行消费。“绿色花销”代表着生命、活

力和健康，是“希望”的象征，所以为了保持美观和安全的

双重性，使用绿色材料制作餐具，是未来人们生活方式朝向

的一大趋势，对维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3 创新性原则

创新餐具设计是相对大众而言的一种新的餐具设计方

式，它是指非同一般的大众样式，是设计者思维与智慧碰撞

的产物。在产品设计的过程当中，餐具设计的创新性要求

在芸芸众生中增添了色彩和另类，特别重视拥有自身特点，

体现地方文化，只有体现出产品自身的特色，才能使产品真

正地活起来，无可替代。设计者要进行深度的调研，研究莜

面自身独有的特点，区别于市面上普通的盛放莜面的餐具，

既让消费者感觉不生硬突兀，又可以打造出与众不同的餐具

使受众在看到产品的时候具有眼前一亮的感受。让消费者有

“给相机先吃”的冲动，有对食物味道更加好奇的心理，并

对这个饮食更好的深刻印象，满足消费者对市场上没有此种

物品的心理需求，别出心裁、独具一格。设计者可以在器皿

的造型、色彩、材质、装饰等方面表达，颇有一番韵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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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餐具用品既可以具备时尚感，同时适合年轻人寻觅个性

的特征。

2.4 宣传性原则

餐具是一种产品，产品除了具有商品的属性之外还具

有宣传文化的功能，具有产品的一般属性。在产品设计的过

程当中，需要将武川饮食民俗文化融入其中，将餐具设计置

入这一大背景之中。考虑到其中的历史背景、使用环境、使

用者的习惯和情感诉求等，突出地域性的特色，使本地消费

者产生共鸣，使外地消费者更好的理解其内涵。产品设计实

现实用性与文化性的融合，增强产品自身的质感，有利于将

武川饮食民俗文化更好地传递出去。

3. 餐具产品设计中武川饮食民俗文化的创造性运用策略

3.1 武川饮食民俗文化置入设计

武川县深受阴山文化影响，阴山山脉横亘于内蒙古自治

区中部，中段为乌拉山、大青山、灰腾梁山。呼和浩特地处

阴山之下、阴山山脉自古以来就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天然分

界线，山区本身则是农牧交错地带，部分地区适宜发展农业。

阴山地域主要指今天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盟市，即呼和浩特

市、包头市、乌兰察布市、鄂尔多斯市等地区。作为一种区

域文化，因此凡是历史上与这一地域关系紧密，并深受其影

响，包含在阴山文化史的研究范围之内，武川饮食民俗文化

也囊括其中。阴山文化是大文化，从地域上看，阴山文化的

范围则并不局限于这样一个地区，它所涉及的范围地域广阔

内容也极为丰富，涉及了数十万年来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繁

衍、发展。设计者将地域文化特色和审美元素渗透到餐具设

计之中，将典型的地域符号融合到餐具设计之中，可以提高

餐具的地域辨识度和社会属性，体现出其内涵。

3.2 餐具人机结合

“以人为本”是设计起点和终点，所有的设计都是为

人们所服务的，餐具更应如此。莜面的餐具设计应注重“人

性化”设计，思考人们对食用莜面有什么具体需求，如吃蘸

莜面汤的碗一定要相对大一些，便于莜面在碗里可以和汤融

为一体，轻松搅拌开；莜面凉了黏在一起的情况下设计个夹

子会更方便些等等，餐具的造型、色彩装饰、人机尺寸是餐

具设计的重要元素。任何对人的忽视都是与现代审美观念和

设计发展方向相违背的，设计的人性化，设计合理性和功能

性是设计所强调的，不可以只注重设计作品中物的实现，而

忽视了最重要的作为使用者“人”的需求。在食用莜面的过

程中如何让消费者更方便更好的食用到莜面是设计师所要

认真思考的。

4. 结论

总体来说，通过对呼和浩特武川县饮食民俗的深入分

析、挖掘和提炼，武川饮食民俗一方面展现出了莜面食品所

具有的独特之处，另一方面还体现了武川饮食的地域文化内

涵。在餐具设计的过程中，设计师需要融入特色化的文化元

素，将优秀的传统习俗文化走出去，莜面文化能被更多的人

所熟识、继承。这不仅能够更好地展现出饮食民俗文化的魅

力，还能够体现出设计者对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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