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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文化中的罪感与乐感:
中西食物象征比较

■张明娟

食物除了满足人们的生理需要外，还被赋予某种象征意义。食物象征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西方文化中构

成象征符号的食物如面包、葡萄酒、蜂蜜、牛奶等，体现的是罪感文化。中国饮食体系中具有象征意义的食物

有枣子、栗子、饺子、鱼、石榴、桃子等，代表的是乐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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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娟( 1975—) ，女，烟台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文化。( 山东烟台 264005)

本文系山东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 ( 项目编号: WY06J01 )、烟台大学青年基金项目 ( 项目编号:

WY09Z04 )的阶段性成果。

人类学流派中的文化心理学派认为，每一种文化都

有着鲜明的群体个性、民族性格。自 20 世纪 30 年代该

派代表人物露丝·本尼迪克特 ( Ruth Benedict) 在《菊与

刀》中，将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分别概括为“耻感文化”

和“罪感文化”以来，学术界习惯上将西方文化称之为

“罪感文化”。1985 年李泽厚将中国文化特质对称为“乐

感文化”。[ 1 ] ( P311 )这一提法获得不少学者的赞同。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英国哲学家罗素便说“中国人似乎是富于

理性的快乐主义者”[ 2 ]。孙熙国也认为乐感文化是华夏

之魂。[ 3 ]笔者认为，这两种文化特质在各自饮食文化，尤

其是食物象征上均能找到佐证。

饮食民俗可以说是许多文化现象的母体。例如中国

美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美”，就是源于人们的日常饮食

活动。中国文化的审美意识最初起源于人的味觉器官，

这从“美”字的本义可以看出来。《说文解字》中“美”字

“从羊从大”，本义为“甘”，可以说，中国人最初的审美意

识源于“肥羊肉的味甘”这样的味觉感受性，然后依次扩

展到嗅觉、视觉、触觉、听觉，又从官能性感受的“五觉”

扩展到精神性的心觉，最后涉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整

体，扩展到精神、物质生活中能带来美与美感的一切方

面。 [ 4 ] 又如，游修龄在谈到就餐工具与中西文化的密切

关系时认为，刀叉的使用与分食制相配，由此衍生出西

方人讲究独立、注重个性的文化特质; 而筷子与家庭成

员围坐桌边共同进餐相配，筷子带来的合餐制，突出了

全家坐在一起的家庭单元，从而让东方人拥有比较牢固

的家庭观念与和合观念。[ 5 ] ( P185 )就此而言，饮食文化中的

食物象征可以反观罪感文化与乐感文化。

象征人类学将文化看做是一套具有象征意义的符

号体系，研究人类文化中象征符号与象征意义的关系，

并借此探讨文化内部隐藏着的深层结构。任何文化都由

其自身发展出来的象征和符号来表现，人类学家格尔兹

将文化视为“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

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

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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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 6 ] ( P89 )。

世界各民族的饮食中，某些食物除满足人们生理需

要外，还是象征的载体。瞿明安在考察了中国饮食民俗

后，认为饮食是一种文化象征符号，特定的食物、饮食器

具和饮食行为在仪式活动或日常生活中可充当媒介或

载体，通过类比、联想等直观而形象的思维方式和表现

手法，表达个体或群体内心深处的欲望、愿望、情感、情

绪、个性及相应的价值观，并能传递信息、沟通人际关

系、规范行为活动及认识自然和超自然现象。 [ 7 ] ( P3 )

一般情况下，被赋予文化象征意义的食物不仅能满

足人们的口腹之欲，还要为全社会或特定群体的人们所

普遍认同。在英语民族，构成象征符号的食物为葡萄酒、

面包、蜂蜜、牛奶等。在中国汉族社会中，具有象征意义

的食物有饺子、鱼、糕、汤圆、花生、枣子、桃子、石榴等。

一、基督教文化影响下的西方食物象征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谈到基督教对西方文

化的影响时指出:“西方的基督教，先是天主教，而后是

天主教和新教，从历史上说是西方文明唯一最重要的特

征。确实在它诞生后的第一个千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里，

人 们 把 现 在 认 作 西 方 文 明 的 东 西 称 为 西 方 基 督 教 世

界。”[ 8 ] (60 )直至今天，基督教文化仍深刻影响着西方文化

的方方面面，包括西方人的饮食观念和食物象征符号。

基督教认为，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上帝所赐的礼

物，每一餐都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 9 ] ( 100 )西方文化中最重

要的食物象征符号为面包和葡萄酒，其次是牛奶与蜂

蜜。

( 一) 面包

面包在英语民族的饮食中不可或缺。它随着早期的

英国移民被带到世界各地，特别是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国

家。自古以来，面包被称为“生命之粮食”，同时也是《圣

经》和基督教的象征符号。面包不仅是生命的粮食，也是

人的精神食粮。《圣经·约翰福音》称面包为“天上所赐

之粮”、“生命之粮”。马太福音 (Matthew 26 ) 中记载耶稣

在“最后的晚餐上”，指着面包说:“你们拿去吃吧，这是

我的身体。”然后指着葡萄酒说:“你们都喝吧，这是我的

血，是为立约的，为许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圣餐是为

纪念耶稣为救赎人类牺牲而设立的祭祀形式，面包和葡

萄酒因此成为基督教圣餐中必须的两种食物。圣餐中的

面包必须是未经发酵而做，以提醒人们上帝对人类的仁

慈与救赎。因此，面包除了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之外，还被

赋予重要的宗教内涵，是耶稣对人类救赎的象征。

( 二) 葡萄酒

葡萄酒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希腊神话中

就有关于葡萄酒的记载。尼采曾经把种植葡萄者的庇护

神酒神狄俄尼索斯和日神阿波罗，作为人类艺术心理之

两极的象征，酒神精神代表癫狂、亢奋、大悲大喜、漫无

节制，是崩溃和幻灭时的极度兴奋，日神精神讲求节制、

静穆、理性、在现实生活的梦幻中泯灭烦恼。在酒神精神

驱使下，人们常常尽情放纵自己的原始本能，纵情恣性，

狂歌浪舞，尽力寻求欲望的满足; 日神精神则使人深思

熟虑、保守而讲究理性，能够在静观梦幻世界的美丽图

景中寻求一种强烈而又平静的乐趣。人们将葡萄看做是

大自然的力量的标志，葡萄的这种特性及血一般的颜色

使其成为圣礼的象征。在祭奠死去的人时将葡萄酒洒于

地上，象征着死后的生命及生息繁衍。

同面包一样，葡萄酒也是基督教文化中最重要的象

征符号。《圣经》中洪水过后诺亚种下的第一棵植物便是

葡萄;《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到达圣地所见到的第一个

标志也是长满葡萄的枝叶。葡萄藤因此成为上帝赐予的

礼物，也是代表精神生活和生命再生的重要象征符号。

《圣经》将面包视为耶稣的肉，将葡萄酒看做是耶稣的

血，既然葡萄酒被视为耶稣的血，象征着耶稣为救赎人

类而做出的牺牲，那么饮酒在西方人的观念中是需要节

制的，过分饮酒无异于犯罪。

( 三) 牛奶与蜂蜜

牛奶在英语民族饮食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蜂

蜜一样，牛奶象征着美好、富饶。蜂蜜往往与圣谕和上帝

的祝福密切相关。《圣经·新约》马太福音记载:“施洗者

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

在《旧约·出埃及记》中迦南( Canaan) 地区得到上帝的赐

福，遍地流淌着牛奶和蜂蜜，它既是物质财富和象征，又

可代表精神上的收获。以色列人《出埃及记 3: 8》载，上帝

指引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应许之地( Promised Land) ———

迦南地区。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说:“我下来是

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

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

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流奶与蜜之地与汉语的

鱼米之乡一样，表达繁荣、富庶之意，同时有着丰富的宗

教内涵，象征上帝对人类的救赎与赐福。

二、中国文化中的食物象征

汉语文化的象征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谐音象

征。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在《文明与野蛮》中说过:“谐

古村落系统化保护问题研究——— 以江西婺源古村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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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是诙谐之下乘，然是高等文明之始基。”[ 10 ] (177 )汉字的

特点之一是一字多音或一音多字，这就为食物的象征性

创造了条件。如借助谐音，用枣子、栗子等象征“早”“立

子”。另一种是类比象征，根据食物的特性，如形状、颜色

等赋予其特定含义，如月饼因其形状而象征团圆，石榴

因内多籽实而象征多子多孙。此外，在汉民族饮食体系

中有少部分食物则为谐音、类比兼而有之。事实上，中国

饮食文化中具有象征性的食物非常多，分别用于: 求子，

如枣、栗子、石榴等; 求团圆，如月饼、汤圆等; 求财富，如

饺子等; 求长寿，如桃子、面条等。以下仅举几例。

( 一) 谐音象征: 枣、栗子、花生、桂圆

枣音谐“早”，象征“早”。又因枣树多实，象征多子。

枣、花生与桂圆一起，形成象征组合“早生贵子”，枣与栗

子或荔枝一起象征“早立子”。因此，传统的中国婚礼有

撒帐的习俗，将枣子、桂圆、栗子、花生、石榴等撒满婚

床，寄予“早生贵子”的愿望。

( 二) 类比象征: 石榴

由于石榴多子，石榴在中国文化中是多子多孙、子

孙满堂的象征。石榴与桃及佛手合称三多，即多福、多

寿、多子。结婚时，洞房里会悬挂两个大石榴。送给新人

的结婚礼品往往也会有一对绣有大石榴的枕头，寓意早

得贵子; 初生贵子，亲友喜欢赠送绣有石榴图案的鞋、

帽、衣服、枕头等，以示祝贺。

( 三) 谐音—类比象征: 饺子、鱼

饺子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象征食品。饺子的象征

性在于吃饺子特定的时节、饺子语音的特性。

饺子是大部分中国人春节时的代表性食物，民间春

节吃饺子在明清时已极为盛行。饺子既是谐音象征，又

属类比象征。谐音象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时间概

念。饺子的发音谐音“交子”，“子”为“子时”，“饺”与“交”

谐音，有“更岁交子”之意。人们通常在夜里包好饺子，留

到子时吃，而这月初一子时是新一年第一天的开始，吃

“更岁”“饺子”象征着“辞旧迎新、万象更新”。二是金钱

概念。饺子所谐音的“交子”，是宋代出现的中国最早的

纸币的名称，所以“饺子”还是财富的象征。此外，饺子的

象征性还在于它的类比性。饺子形如元宝，春节吃饺子

寓意“招财进宝”。饺子有馅儿，人们常把各种寓意吉祥

的食物包到馅里，例如糖、花生、枣和栗子、年糕等。糖象

征着来年日子的甜美，花生象征健康长寿，枣和栗子寓

意“早生贵子”，年糕则有“步步高升”之意。

在古代的生育崇拜中，由于鱼的繁殖能力异常强

大，人们多借鱼来乞求多子多孙。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

仰韶文化、半坡文化时期有彩陶鱼纹、人面含鱼纹，考古

学家推测鱼为当时的图腾，具有祝福氏族繁盛祈求种族

延续之含义。世界上大多数以鱼为重要食物来源的古代

民族，大都形成了以鱼作为丰收和繁衍象征的习俗。中

国 从 新 石 器 时 代 起 鱼 就 通 常 被 视 为 丰 收 和 多 子 的 象

征。民间吉祥图案中的“童子抱鱼”、“鲤鱼撒子”、“鲤鱼

戏莲”等，便是用童子加上象征多子的鲤鱼、莲蓬、荷花

等组合而成。又因鱼谐音“余”，过年吃鱼则寓意连年有

余、吉庆有余。

三、食物象征体现的罪感文化与乐感文化

象征符号是文化的形象化或抽象化，不同文化选择的

象征符号不是偶然的。反过来说，不同象征符号代表着不

同文化。中西食物象征是中西不同观念意识的外化。[7 ] (P7 － 8)

( 一) 基督教文化下的食物象征: 饮食中的罪感文化

受基督教文化影响，西方具有象征意义的食物较

少，且大都具有宗教内涵: 面包、葡萄酒代表着上帝牺牲

自己对人类罪恶的救赎，而牛奶与蜜则是上帝为人类指

引的赐福之地。西方食物象征体现的是罪感文化。

罪感意识是基督教核心教义和基本意识，有广义、

狭义之分。广义的罪指所有人生而有罪。这种罪因亚当

夏娃偷吃智慧果而犯下，人人皆有，与生俱来，世代皆

然，这就是人的“原罪”。狭义的罪是指不信上帝之罪，主

要指异教徒和道德败坏之事。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

罪，都与饮食活动相关。“原罪”可以理解为因抵制不住

食物的诱惑而引起。饮食事关重大，不可不慎。罪感文化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饮食上找到源头。

狭义之罪如基督教所规定的不可饶恕之七宗罪中

就有 gluttony (贪食、暴饮暴食 ) 。关于节制饮食的劝诫也

很多，《圣经》记载耶稣曾告诫:“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上帝口里所说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4: 4》) 并

认为生命、修身养性比饮食享乐更为重要:“所以我告诉

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

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所以，

不要忧虑，说: 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

求的。”(《马太福音 6: 25》) 关于饮酒，《箴言23: 29》劝诫

道:“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

受伤?谁眼目红赤?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常寻找调和酒的

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

究是咬你如蛇。”基督教禁止醉酒，认为醉酒在信德上属

犯罪行为，而信仰上的道德比世俗的法律要严格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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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宗教都是建立在欲望压制的基础之上。罪感

意识究其本质来源于灵与肉的冲突。基督教倡导一种属

灵的生命，要求基督徒遵循价值理想、宗教戒律，以保持

灵魂的纯净。另一方面，与生俱来的生理本能与感官欲

望无法摆脱，生命的冲动很难遏制。对感官既迷恋又畏

惧的心情产生了罪感意识。 [ 11 ]

伴随罪感意识的是拯救灵魂的赎罪或救赎意识，并

在基督教的教义、教规和仪式中不断得到强化。基督教

规定复活节前要在四旬期 ( Lent) 里进行长达 40 天的斋

戒，为自己的罪行忏悔并感谢耶稣为救赎人类所遭受的

苦难。四旬期的第一天为圣枝主日，要举行圣枝礼仪，以

唤醒人们的罪感意识，为自己的原罪感到难过，用忏悔

洗涤灵魂，同时感谢上帝所赋予的生命和救赎。除了四

旬斋外，基督教还规定了多个禁食日。基督徒亦把禁食

看做是自我操练的一种方式。他们认为禁食能使他们通

过抑制对肉体的欲望而获得心灵的明净，更能忏悔己

罪，对上帝更加虔诚，因而更能获得上帝的佑助。

罪感文化对人生和现世的态度是否定的，认为尘世

生活充满罪恶，不值得留恋。而幸福在于天国的永生。要

获得永生，便要赎罪。罪感意识促使人们一生都在赎罪:

忏悔并改造自己，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和失去的乐园。

为此，人们必须遭受灵与肉的分离，心灵、肉体的紧张和

痛苦。痛苦是原罪的苦果，人只有通过它才能赎罪，才能

获得意念的超升、心灵的洗涤。罪感意识使人类认可自

己的罪恶，并愿意为之赎罪，而上帝则是指引人类行为

的终极灯塔。基督徒把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信念寄托于

上帝和超越此生而获得的精神快乐。可以说，在吃面包

和葡萄酒的仪式中上帝完成了对人的救赎，实现了上帝

和人之间的和解。而要真正到达灵魂上的“流奶与蜜之

地”，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解，必须靠人类自己为赎罪所做

的努力，痛苦因而成了获得快乐的手段。这便是罪感文

化的基调。

( 二) 中国食物象征中的乐感文化

乐感文化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源于中国古

老的农耕文明，并与食物直接相关。据考证，甲骨文“乐”

字，原意大概是谷物成熟结穗，与人对农作物的收获和

喜庆有关，然后引申为喜悦感奋的心理情感。 [ 12 ]

中国固有的文化中没有关于食的戒与禁，儒家充分

肯定食欲的重要性。《孟子·告子上》中说: “食色，性

也。”《礼记·礼运》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老子

也说:“为腹不为目。”(《老子》第十一章)。道教虽追求长

生不老，但讲究“采补”，既要延年益寿，又注重口舌之

欲。中国文化重视感性心理和感官体验，不仅肯定食欲，

更将饮食作为人生至乐来追求。对中国人来说，“吃饭大

似皇帝”。饮食之美，则在其味。对美味的追求被视为一

种审美体验，能唤起人强烈的生命意识并赋予人生命以

巨大的充实感和人生无穷的愉悦与快乐。可以说，在中

国，饮食不仅能维持生命的个体存在，更升华到满足精

神需求的地步。 [ 4 ]

李泽厚认为，中国文化具有一种“实践理性”或“实

用理性”的倾向或特征。中国人的信仰有很强的功利性

和世俗性，他们求神拜佛求祖先或幻想成仙，只为获得

世间的幸福与快乐。信仰的内在动因多是趋吉避凶、祈

福纳祥。祈福纳祥的主要内容是“五福”。《尚书·洪范》

记载，五福为寿、富、康宁 ( 健康安宁)、攸好德 ( 好的品

德)、考终命( 善终)。民间称五福为福、禄、寿、喜、财。这

五福虽有具体所指，但在民间更常被用来概括人生幸

福，既是祈福纳祥的主要内容，又是传统的人生追求。

《洪范》中还提到人生不幸的六个方面，即“六极”: 一曰:

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这

六种不幸是中国人力求避免的。瞿明安总结中国饮食象

征文化所传达的十一种价值观念，体现了中国人心目中

的种种幸福。其中食物象征传达的价值观念有多子多福

的生育观、团圆和睦的家庭观、年年有余的财富观、跃龙

门的人生观以及延年益寿的长寿观。除了食物象征，饮

食行为也具有象征意义，分别蕴含着白头偕老的爱情

观、祈盼丰收的农事观，祛病强身的保健观、岁岁平安的

安全观、崇尚孝道的伦理观、亲如手足的群体观等。 [ 7 ]这

些观念和信仰基于对自然生命的热爱基础之上，贯穿在

整个生命的历程之中，寄托着中国人的理想。对健康、安

全和长寿的追求反映了人们的生命意识。事实上，将食

物作为趋吉祈福纳祥的象征载体，这一文化现象本身就

是人们求生存观念意识的体现。《尚书·洪范》中寿居首

位，而且康宁、考终命也可看做与长寿安康有关。乐天知

命的现世观是中国人重要的生命观，生命是人生的基

础，理想、幸福则寄托于现实生命之中。追求生命的绵长

甚至是无限，不仅是道教也是民间对生命的终极诉求。

对生育、婚姻、家庭的渴望体现了血族繁衍和性的需

要。家族的首要任务是维系血族的繁衍，儿孙满堂、香火

永继、家族世代绵延是古人人生的第一追求。中国文化

的核心要义是和合。对血缘的重视与和合的思想相结

合，便形成了中国人注重团圆的家庭观念。夫妇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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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是家庭和睦团圆的前提，白头偕老是爱情的终极追

求。对财富和地位的渴望是中国人自身存在价值的追

求。财富是人类满足生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是获得幸

福快乐的物质基础。尽管中国儒家有“重义轻利”的伦理

观念，但正如孔子所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

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 ，在世俗生活中，财富一

直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目标。求取功名、从政当官是传

统知识分子实现“治国平天下、兼济天下”人生价值的重

要途径。儒家倡导“以今生今世为生命修为”的目标。[ 13 ]

( 219 ) 对男子而言，生命修为的目标是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体现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

神和生命主体意识。

李泽厚认为，“从食衣住行到性、健、寿、娱，都展示

出中国文化在庆生、乐生、肯定生命和日常生存中去追

寻幸福的情本体特征”[ 14 ] ( 104 )。这便是乐感文化。食物象

征蕴含着中国人求生、乐生并祈愿后世子孙的生生乐

乐，这正是乐感文化的主旋律。从食物象征中可见中国

人为生存、生活、生命所进行的积极实践，在此过程中所

达成的人与自然、神、他人及自身包括理性与自然欲求

的和解，以及从中获得的精神满足与幸福。乐不是抽象

虚幻或在彼岸，而是在现实的伦常日用中。

综上所述，中西方食物象征无论在数量还是意义上

均存在巨大差异，它们代表着两种不同文化。数量上的

差异有客观原因，也有饮食观念差异。西方人作为游牧

民族、航海民族的后裔，以渔猎、畜牧业为主，以采集、种

植为辅。受基督教影响，饮食禁忌很多，饮食对象上表现

为有所不吃，饮食观念表现为节制，故而用作象征的食

物数量非常有限。中国人传统的物质生产方式是农耕，

饮食结构表现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

为充”(《黄帝内经·素问》)，饮食对象上表现为无所不

吃，饮食观念表现为好吃，饮食取向上表现为追求美

味。中国文化注重饮食，以饮食为人生之乐，注重感性和

自然生命及实用理性，使得众多食物成为象征符号。

从意义上看，西方食物象征代表了罪感文化，中国

的象征食物体现着乐感文化。基督教强调人对上帝的绝

对服从; 尊重灵魂，主张人的理性抑制肉体欲望，在消灭

欲望的痛苦中获得灵魂升华。基督教轻视人的现世生命

价值和意义，看重来世和天国幸福，在对上帝的信仰中

获得精神的安宁。罪感可以说是种意识，是基督徒进行

内省的自觉，是一种排除日常感性的情感体验; 乐感则

是一种无意识，是一种“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心态。中国

人注重现世，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强调人的生命价值，主

张现实而乐观的人生态度，提倡为生命、生存、生活而积

极活动，在现世生活中获得幸福，在人生的快乐中获得

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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