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談飲食文化 

 

    人都要吃東西才能生存，可是每一個民族在處理他們的飲食問題時，事實上

都是依據內在的文化規矩而行，例如：吃什麼不吃什麼、用什麼工具吃、怎麼處

理食材、飲食的禮節……等等，不同的文化差別很大。今天就算不出國門，也無

可避免的會碰到不同文化的人或與他們生活在一起(如同事、同學、鄰居、遊客、

外勞、外傭……等)，更何況現在出差、出國的狀況也很多，如果沒有正確的認知，

是很容易產生矛盾和誤會的，因此有需要討論一下。 

 

一、 吃什麼、不吃什麼 

 

    對不同的民族來說，「可食」和「能食」並不是等同的，好惡差別也很

大。有些民族認為是最好吃的東西在另一個民族可能認為是不可食的或是

禁忌的；一個民族認為是普通的食物，另一個民族卻認為是神聖的或殘忍

的。我們看看下面幾個例子： 

 

⚫ 不吃豬肉 

 

    在台灣有不少印尼勞工或幫傭受雇在台工作，由於豬肉是國人

的主要食材，新聞報導有雇主因嫌備餐麻煩，強迫他們吃豬肉，理

由是： 

 

1、 他們既來台灣工作，就應入鄉隨俗跟本地人一樣一起吃

豬肉，反正大家都吃只要不說，家鄉的人也不會有人知道。 

 

2、 他們在家鄉沒吃過豬肉，所以不知道豬肉的料理方法，

也不知道豬肉好吃，來本地可以吃吃看，說不定也會愛上吃

豬肉。 

 

3、 如堅持不吃豬肉，營養會不夠，會影響體力，對他們的

健康也不好，所以要他們一起吃豬肉，出發點也是為了他們

好。 

 

            以上的說法，你同意嗎？ 

 

               如果我們去了解一下他們之所以不吃豬肉，當然是有原因的，

而且和我們以為的差很多。原來在伊斯蘭教和猶太教的教義中都只



允許教徒吃會反芻和偶蹄的走獸，豬雖為偶蹄但不反芻，所以是不

潔的不能吃。我們應該給予充分的尊重，而不是一廂情願的以自己

的想法去解釋，不然就認為是他們不配合雇主。 

 

⚫ 不吃牛肉 

 

    印度人是以不吃牛肉著稱的，原因並不是認為牛肉不好吃，而

是他們把牛當成「神獸」，所以寧可餓死也不吃，許多放生的牛在印

度各地街道上亂跑也變成了著名的景觀。還有，早期老一輩的國人

也不吃牛肉，並不是因為不會料理牛肉，而是因為「牛」在農業時

代是農民的重要幫手和伙伴，在牠們老了以後怎麼還忍心吃牠的

肉？就算告訴他們現在的牛肉已不是耕作用的牛，是和豬一樣專門

養來吃肉的肉牛，可是他們還是吃不下去，這樣的態度不是應該令

人敬佩嗎？所以不吃牛肉的現象是一樣的，但原因可能會有不同，

不能自己隨便妄下定論！ 

 

⚫ 偏好不同 

 

    華人喜歡吃魚頭、動物內臟和筋骨，而西方民族則認為這些都

是下腳料，一般只能拿來當飼料，人是不吃的！這樣看來，是不是

華人的嘴巴比較賤，專吃人家不要的東西？當然這種說法是不對

的，為什麼不說華人的祖先很厲害，很早就有綠色的惜福觀念，能

夠想出各種處理食材的方法，把本來不能吃、不好吃的廢棄物做成

佳餚呢？那為什麼他們不吃？難道不是因為他們不會處理嗎？ 

 

  再舉一例，如果去買炸雞塊，華人喜好的順序是雞腿最好、其

次是雞翅、最不喜歡的是雞胸，也與歐美人最喜歡雞胸相反。如果

你在台灣肯德基買一桶炸雞，全部都要雞腿可以嗎？恐怕要加錢

吧！所以，你最喜歡的反是我最不喜歡的，這只是文化不同、偏好

不同無關乎誰的嘴比較賤！還有，廣東人、韓國人還喜吃狗肉更是

讓許多其他國家或地區的人不能接受，華人普遍喜好的魚翅、熊膽

也危害野生動物不淺。可是日本人不是到今天也還在堅持大量捕鯨

吃鯨魚肉和吃鮪魚沙西米吃到牠們快滅絕，而西方人不是也愛吃鵝

肝醬、魚子醬嗎？這不是強灌出來的脂肪肝就是超級的魚種殺手，

那又怎麼說呢？再者，也有些民族愛吃各種昆蟲，看起來讓另一些

人令人噁心，可是他們發展出來的特殊吃法或料理方法，也有其美

味之處。說實在話，在生活比較艱苦的地區，昆蟲何嘗不是重要和

成本低廉的蛋白質來源，說不定以後還是拯救人類糧荒的良方。 



 

  當然，這些源自各民族長久以來特殊食材的飲食習慣，在當時

並沒有造成問題，可是今天由於獵捕技術進步、需求數量龐大也的

確造成了生態方面的問題。今天已不是沒東西吃和吃不飽的時代，

大家都應該改變觀念，從永續和生態保護的觀點去約束自己，而不

是去指責別人！華人的臭豆腐、歐美人的起司、日本人的納豆、韓

國人的臭魚、中南半島的榴槤……，各有各的臭，喜歡的人愛得不

得了，不喜歡的人避之唯恐不及，這只不過是與當地文化和個人的

偏好有關而已，無所謂好壞優劣當然更無所謂水準的高低！ 

 

二、用什麼工具吃 

 

飲食使用的工具，基本上有以下三大文化圈： 

1、 手抓：是最自然的工具，現今還有許多民族仍在採用。 

2、 筷子：基本上是東方國家和受漢文化影響的民族採用。 

3、 刀叉：基本上是西方和歐美國家所採用。 

 

這三種方式哪一種最文明最進步？你也許會說，用手抓當然是最原始

的，也最不衛生，顯然還需要進化。用筷子嘛，雖然方便，但最大的問題

是不衛生，因為大家的筷子一起去夾同一盤菜，口水混在一起，若是有人

有傳染病，細菌也是很容易傳播，這點從中國人 B 肝的帶原率和流行狀況

就可以證明。看來用刀叉是最文明的，因為每個人都是自己自用，不會交

叉感染。這樣的說法當然不能說沒有它的道理，可是每個民族飲食所用的

「工具」都是老祖宗傳下來的，應該都是配合自己民族的食材和料理方式

產生的，而「工具」只有適不適用的問題，無所謂先進或不先進。如果從

衛生的角度來看，不管用什麼工具──手、筷子、刀叉，只要洗乾淨就不

會有衛生的問題，刀叉如果沒洗乾淨不是也會傳染疾病嗎？另外用筷子造

成口水交叉感染，在今天的確也會造成問題，但這是很容易改善的，改用

公筷母匙即可解決。但是適用性卻不是這麼簡單了，你不妨想想，用刀叉

吃湯麵方便嗎？吃火鍋可以用手抓嗎？吃牛排用筷子夾可以嗎？所以我們

應該重新認識食用工具的功能，學著使用人家的工具來吃人家的食物，這

樣才能真正品味出該食物的風味，而不是用批判別人的觀點來找碴！所

以，想品嚐中國美食，就得學會用筷子！ 

 

三、食材的處理方式 

 

    當然，不同的文化處理食材的方式也不一樣，有的生吃、有的活吃、

有的切小塊有的不切，烹飪的方法也五花八門，人類不是應該從生吃到煮



熟、從大塊到切小、從簡單處理到精細料理逐步提升的吧。那麼，是否吃

熟(人工的、文明的)的要比生吃(自然的、野蠻的)進化呢？是否烹調處理的

方式愈複雜就代表愈進步呢？當然也不能這樣來看。因為從另一個角度來

說，相同的食材，有人生吃、有人切小、有人清蒸、有人紅燒、有人油

炸……，再加上原來不知道可以吃的東西、原來不知道的工具，原來不知

的方式和程序，這麼豊富多樣，不是可以讓人大開眼界多多學習模仿呢！ 

 

四、飲食的禮節 

 

    文化的發展，讓人們不僅僅視飲食為填飽肚子而已，尤其是中國人在

飲食文化的發展相對其他民族來說是非常講究和精緻的。例如：人們在外

見面時的第一句問候話常常是「吃飽了嗎？」「吃過了嗎？」，可見中華文

化中對吃的重視。還有中國人會把身體比喻成小宇宙(陰陽調和)，要保持平

衡調和才能健康，亦即所謂的「食療同源」。所以在傳統文化中把食物分成

冷性的和熱性的，該吃什麼則要配合個人的體質和時令，重點是「冷熱調

和」，吃對了就能滋補，當然會更健康，形成了華人獨特的飲食文化。中華

文化對於飲食也發展出一套禮節，如座次該怎麼安排、上菜順序、動筷先

後……，還有什麼時節配合什麼應景食物等都有一定的習慣和規矩，如要

深入了解還必需另外參閱相關的書籍才行。 

 

  中日韓三國貴為鄰居，又都是黃種人，都是使用筷子，可是在飲食禮

節上就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吃飯時中日兩國是以碗就口，以口就碗是不

禮貌的，動物才這樣吃。可是韓國卻相反要以口就碗，只有乞丐才以碗就

口吃，所以韓國人的筷子特別長；請客吃飯，在日本是以吃光為禮貌，可

是在中國每盤菜總要剩下一點，因為「有餘」才顯得豊盛；在日本，幫人

倒酒是禮貌，自己倒自己喝是不禮貌的；大家一起聚餐，日本時興 AA

制，中韓則無此觀念，能爭到請客付帳才是榮耀才是有面子……等等。 

 

 

總之，人們會去吃什麼、不吃什麼，用什麼工具吃、怎麼處理食材、和飲

食的禮節一定與其生活的環境、經驗、個人喜好以及信仰有關，不同民族之間

不相同是很正常的，應該要相互的尊重、理解、接受、欣賞！這正是多元文化

的可貴之處，絕不該以自己的偏見，自以為是的去指責、嘲笑別人，反而應該

珍惜，並多多探索多多的相互學習和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