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饮食文化的象征符号

饮食象征文化的表层结构研究

瞿明安

饮食象征文化与一般的烹饪文化相比无论在研究的对象还是理论方法上都存在着本

质的区别
。

一般的烹饪文化研究主要关注的是食物的种类和构成
,

食物的烹饪制作方法
,

饮食的风味特色和地方流派
,

烹饪器具的用途
,

擅长烹调的名师巧匠
,

与特定食品有关的

历史人物和传说
,

烹饪方面的著述和理论
,

饮食的医疗作用
,

烹饪的起源和演变等内容
。

其

研究对象大多属于客体的物质成份
,

虽然其中也有反映主体活动的内容
,

但与作为客体的

食物相比只处于从属的位置
,

并且作为主体的人也仅仅局限于厨师厨娘和特定的历史人

物这样狭小的范围
。

而饮食象征文化研究则是把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食物和饮食

活动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

着重研究全社会和各民族的人是怎样根据自身不同

层次的需要
,

对不同的饮食活动赋予各种特定的文化象征意义的
,

分别包括人们采取一定

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对各种食物和饮食器具所作的符合文化传统要求的分类体系
,

不

同的人们在各种特定饮食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和行为
,

作为群体和个体的人们内在的各种

观念意识和心理状态
,

以及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饮食活动在社会运行中产生的功能等内

容
。

一般的烹饪文化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是烹饪学
、

烹饪工艺学
、

烹饪史
、

食疗学
、

考古学等

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

由于它所涉及到的内容大多与食物的烹饪有关系
,

因而在进行具体的

研究时注重实证性的描述和分析
。

而饮食象征文化研究所依托的则是象征人类学
、

饮食民

族学
、

民俗学
、

社会学
、

宗教学
、

文化史等方面的理论和方法
,

它所关注的是人的饮食活动

与 自身观念意识的相互关系
,

所 以在研究过程中就偏重于理论性的阐释和典型的个案分

析
。

当然
,

肯定这一前提并不否认两者在研究内容和理论方法上有相互渗透和相互借鉴的

关系
,

只不过认清这种区别
,

有助于我们在进行深入的研究时采用相应的理论方法和 资

料
.

使得研究成果具有各自的特色
。

运用人类学等学
l

科的理论方法和资料来研究饮食象征文化在西方学术界已有近百余

年的历史
,

从古典进化论的代表人物之一詹姆斯
·

弗雷泽到马歇
·

牟斯和列维
·

布留尔
,

从

结构主义之父列维
·

斯特劳斯到埃德蒙
·

利奇和玛丽
`

道格拉斯
,

从比较象征论的维克多
·

特纳到文化唯物论的马文
·

哈里斯等著名学者
,

都曾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饮食象征文化进

行过一些初步的研究
。

但尽管如此
,

饮食象征文化在目前 西方学术界也仍然是一个值得

继续开拓的研究领域
,

因为虽然 以上这些西方著名的学者曾对此进行过有益的尝试
,

但实

际上至今仍未建立起关于饮食象征文化的理论体系
.

而且在具体的个案研究方面也还带

有某些严重的偏颇倾向
。

中国学者对饮食象征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早午西方
,

清初杰出的伊

斯兰学者刘智就曾从宗教的角度对穆斯林的禁食体系进行过较为系统的研究
。

但象刘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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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的这类具有一定理论取向的饮食象征文化研究
,

在以后的中国饮食文化研究中并未

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

以至直到目前为止
,

绝大多数研究饮食文化的中国学者仍停留在描述

性的资料介绍和一般的论述这一层次上
,

对饮食象征文化这一具有理论取向的研究领域

往往是视而不见
。

以上这种倾向一方面对我们以往开展的饮食文化研究敲响了警钟
,

同时

也为我们今后进行理论上的探索提供 了宝贵的资料
,

实为一份难得的学术遗产
。

本文试图

在中外有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

运用象征符号的理论方法
,

对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表层结

构进行初步的探讨
,

以就教于同仁
。

饮食象征文化是人类饮食生活中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现象
,

它把饮食这一人们最基

本的生活需要和生活活动形式视为一种文化象征符号
,

通过 人们在各种仪式过程及 日常

生活中
,

利用特定的食物
、

饮食器具和饮食行为作为媒介或载体
,

采取类比
、

联想等直观而

形象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
,

将隐藏在群体和个体人 们内心深处的欲望
、

愿望
、

情感
、

情

绪
、

个性以及相应的价值观念充分地表露出来
,

起到传递信息
,

沟通人际关系
,

规范行为活

动以及认识自然与超 自然现象的功能
。

饮食象征文化作为一种非语言的信息传递方式其

本身是一个具有完整结构的象征符号系统
,

它分别由饮食象征符号和饮食象征意蕴两个

子系统构成
。

其中饮食象征符号是饮食象征文化具有的形式
,

成为主体储藏信息的单位
,

承担着传递信息的任务
,

属于饮食象征文化的表层结构
。

而饮食象征意蕴则是饮食象征符

号所表达的内容
,

代表着人们传递信息能够达到的目的
,

属于饮食象征文化的深层结构
。

饮食象征符号和饮食象征意蕴作为饮食象征文化的两个基本结构
,

其内部又分别包含着

不同的构成要素
,

这些不同的构成要素之间形成了一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转化的内在联

系
,

在饮食象征文化这个整体系统中处于不同的位置
,

为主体传递信息产生不同的功能
。

下面将对作为饮食象征文化表层结构的饮食象征符号及其构成要素作一简略的论述
,

至

于作为深层结构的饮食象征意蕴将另写专文讨论
。

饮食象征符号作为主体传递信息的媒介
,

分别由象征食物
、

象征饮食器具和象征性饮

食行为三种基本的要素构成
,

其中象征食物和象征饮食器具都是物化的符号形式
,

它们在

各种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中经过人们的想象而变成负载有信息密码的特殊实体
。

象征性饮

食行为则是人们利用象征食物和象征饮食器具来传递信息的中介性行为
,

正是因为有人

们的这种象征性饮食行为
,

以上那些没有人性的物质实体才可能变得具有人性而成为主

体表达观念意识和心理状态的重要媒介或载体
。

在饮食象征符号中被人们使用得最普遍也最具有特色的构成要素是象征食物
,

它专

指那些在一定时间
、

场合和背景条件下作 为信息传递媒介的特定食物
,

分别包括吉祥食

物
、

禁忌食物和占 卜食物三种隐含有不同象征意蕴的食物
。

吉祥食物通常是指那些在人们观念意识中具有祈福纳吉性质的象征食物
,

凡是在各

种节 日庆典
、

仪式过程
、

人际交往
、

宗教生活及其它社会生活活动中被人们用于祈求吉利
、

好运和幸福的所有特定食物都可以视为吉祥食物
。

吉祥食物是一种以人们的趋吉心理为

导向而形成的特定食物
,

它以满足人们的某些心理需要和社会需要为主要自的
,

被人们赋

予浓厚的感情色彩
,

寄托着人们迫求美好事物和理想境界的欲望
、

愿望和要求百从食物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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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来看
,

吉祥食物既包括着在以上这些特定 活动中作为主食的粮食
,

也有作为副食的蔬

菜
、

肉类
、

水果
、

调味品和饮料 ;从食物的属性来看
,

既有经人们烹饪加工过的熟的食品和

菜肴
,

也有未经 烹饪加工的生的食物 ;从食物的用途来看
,

则分别包括着供庆典纪念之用

的岁时性吉祥食物
,

作为建立婚姻关系和维护伦理道德规范的礼仪性吉祥食物
,

供人们开

展社会交往活动的交际性吉祥食物
,

作为沟通人神关系桥梁的宗教性吉祥食物
,

以及某些

特殊的日常性吉祥食物
。

以上这些不同类型的吉祥食物在各种仪式过程和社会生活活动

中扮演着重要的媒介角色
,

传递着各种与祈福纳吉有关的信息密码
,

从而被人们视为是具

有灵性的东西
。

何种食物可以用来作为供人们祈福纳吉的吉祥食物
,

一方面取决于各个特定国家和

民族的人们对某些食物进行消费所具有的普遍性
。

一般情况下
,

在某些国家和民族的人们

日常生活和社 会生活中消费频率越高的食物
,

被赋予一定的文化象征意义而作为吉祥食

物的可能性就越大
。

因为被人们普遍消费的食物都是经过人们长期的观察
、

认识和反复的

实践才选择出来作为自身的消费对象的
.

它们不仅能满足人们的 口腹之欲
,

而且还为全社

会或特定群体的 人们所普遍认同
。

人们在长期的生活活动中对这些特定的食物往往会产

生一种特别偏爱的嗜好和兴趣
,

经过人们的思维活动把这些特定的食物赋予 一定的人性

和相应的文化内涵
,

使之成为人们用来传递信息
,

表达思想感情最容易被接受的东西
。

如

在中国汉族传统社会中
,

被人们赋予文化象征意义而用于祈福纳吉的主要吉祥食物分别

包括米饭
、

饺子
、

馄饨
、

面条
、

包子
、

模摸
、

饼
、

糕
、

悖悖
、

汤圆
、

月饼
、

猪肉
、

牛肉
、

鸡肉
、

羊肉
、

鹅肉
、

鱼肉
、

鸡蛋
、

鸭蛋
、

青菜
、

白菜
、

韭菜
、

发菜
、

冬瓜
、

黄瓜
、

萝 卜
、

芋
、

葱
、

蒜
、

花生
、

瓜子
、

松

子
、

枣子
、

桃子
、

李子
、

杏子
、

桂圆
、

苹果
、

石榴
、

糖果
、

蜂蜜
、

茶
、

酒等数十种
,

它们都是人们在

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消费得最普遍的食物
。

而在欧洲有关国家和 民族的传统社会中 ;被

视为吉祥食物的则有面包
、

蛋糕
、

煎饼
、

牛肉
、

鱼肉
、

鸡蛋
、

糖果
、

蜂蜜
、

巧克力
、

牛奶
、

酒等在

人们 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消费频率较高的各种主食和副食
。

这里所要强调的是
,

某些在

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被人们普遍消费的食物
,

并不是随时都具有吉祥性的象征意义的
,

只有 当它们在特定时间和场合举行的仪式活动和其它社会生活活动中被某些特定的人们

用来传递信息
,

表达人们内在的观念意识
,

从而满足主体的心理需要和社会需要时才具有

祈福纳吉的象征意义
,

而在平时它们仅仅是作为满足人们生理需要的一般性食物
。

譬如大

枣
、

花生
、

桂圆
、

瓜子这四种食物在中国汉族传统社会中是普遍为人们所喜爱的副食品
,

但

在平时它们并没有任何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
,

而到举行婚礼仪式的时候则被 人们用来作

为向新婚夫妇贺喜的吉样食品
,

祝愿其早生贵子
,

儿孙满堂
。

这种特定背景条件下的时间

性成了吉祥食物具有的一个显著特点
。

某些特定的食物之所以成为人们祈福纳吉的吉祥食物
,

除了它们在人们 日常生活和

社会生活中具有普遍性并为人们所广泛认同以 外
,

还在于这些食物的某些形状
、

颜色
、

数

量
、

味觉
· 、

特性
、

素质
、

语音
、

传说等外部形态
、

内在属性
、

特定名称和历史渊源
,

与人们观念

意识中长期形成的特定价值取向和伦理规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和 传承性
,

经过人

们运用隐喻和转喻等象征思维来进行类比
、

联想
,

使得两种本来没有直接关系的物质实体

和观念意识在一定条件下组合起来
,

成为具有祈福纳吉文化意蕴的象征符号
,

表达人们追

求美好事物和理想 目标的愿望和要求
。

如在中国饮食文化中
,

面条象征长寿
,

汤圆象征团

圆是取其形状 ;玉米象征黄金
,

大米象征白银是取其颜色 ;聘礼中的食物成双数送象征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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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美满
,

婚宴中的十样菜肴摆成一桌象征十全十美是取其数量
,

;糠水和甘蔗象征爱情和生

活甜蜜是取其味觉 ;糯米饭象征友情
,

松耙象征房屋墙面的枯固是取其特性 ;鱼卵象征子

孙昌盛
,

公鸡象征前途的光明是取其特有的素质 ;芋头象征富裕
,

葱象征聪明是取其谐音

关系 ; “ 宋嫂鱼
” 、 “

戚公饼
” 、 “

东坡肉
”

等吉祥食品则是根据某些民间传说以及它们与特定

历史人物的传承关系来赋予其文化象征意蕴的
。

吉祥食物作为一种被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象征符号具有多示性
、

多义性和多值性等

三大特征
。

多示性是指人们可以使用多种不同的吉祥食物来表达某种共同的观念意识
。

如

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曾经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带有普遍性和居于家庭生产核心位置的价值

取向
,

而用于象征生育和求子的吉祥食物就有枣子
、

花生
、

桂圆
、

瓜子
、

松子
、

核桃
、

石榴
、

瓜
、

青菜
、

芋头
、

栗子
、

荔枝
、

核桃
、

白果
、

百合
、

杏子
、

扁豆
、

蒜
、

椒
、

鸡蛋
、

鸭蛋
、

鱼
、

鸡
、

羊
、

免
、

饺子
、

包子
、

悖悖
、

慎慎等数十种
,

通过这些不同的吉祥食物来表达人们祈求早生贵子和多

子多福的迫切愿望
。

多义性则是指相同的吉祥食物隐含着多种不同的文化象征意蕴
。

一

般情况下
,

那些最为人们所熟悉而且其本身在人们现实生活中居于重要位置的吉祥食物

所隐含的文化象征意蕴往往比一般的吉祥食物要丰富得多
。

当它们的某种特性与人们观

念意识中的某种特定价值取向具有相似性的 时候
,

这种吉祥食物就可能被人们赋予相应

的文化象征意蕴
,

而当它们的其它特性与另外的某些观念意识和特定价值取向在一定条

件下相吻合时
,

则又可能被人们赋予别的文化象征意蕴
。

例如
,

鱼这种吉祥食物在中国传

统社会的不同时间和场合中被人们消费时分别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
,

它可以因其谐音关

系而被 人们用来象征年年有余
,

财源广进 ;也可以因其在水中跳跃这一特性而象征鱼跃龙

门
、

官运亨通 ;还可以因其繁殖力强这一固有的素质象征子孙昌盛
、

世代绵延
,

表达人们内

心的多种良好愿望和要求
。

多值性特指相同的吉祥食物在不同的场合可以产生不同的社

会功能
。

某些重要的吉祥食物除了包含有特定的文化象征意义以外
,

还在各种场合和仪式

活动中具有实用价值
。

如酒作为一种重要的饮料和吉祥食物
,

在中国汉族和某些少数民族

的人际交往及其它社会生活活动中常常充当着媒介的角色
,

人们举行婚礼仪式的过程中

需要饮酒来贺喜
,

召开庆功宴会时需要饮酒来助兴
,

开展人际交往活动时需要饮酒来联络

感情
,

在官场或情场上失意需要饮酒来浇愁
,

祭祀鬼神则需要用酒来作为沟通人神关系的

桥梁
。

同样都是酒
,

但在不同的场合中消费却能产生不同的功能
,

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吉

祥食物具有的多重价值
。

与吉祥食物相对立的是禁忌食物
,

它们通常指那些被某一特定群体的人们视为神圣

不可侵侮的动植物以及在人们的观念意识和文化分类系统中被确认为污染
、

肮脏
、

凶恶
、

笨愚而对 人具有危害性的各种食物
。

前者如被许多民族作为图腾崇拜对象的某些动植物
,

后者如信仰伊斯兰教的有关民族按照《古兰经 )的要求禁吃的猪 肉
、

血液和 自死的动物等

等
。

那些被视为具有神圣性和危害性的食物在特定群体人们的食谱中被排除在外
,

并不是

因为它们本身不可吃或缺乏营养成份
,

而在于这些食物的某些外形
、

特性
、

语音和传说等

因素
,

与人们 头脑中具有神圣性和危害性的特定对象及观念意识之间存在着某些类似的

关系
,

经过人们的思维活动而将两者假想为属于同类性质的东西
,

一旦 人们吃了这些食物

就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

这种对特定食物怀有的恐惧感
,

经过众人的渲染和传播就可能

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心理取向
,

再经过宗教职业者的解释和诱导
,

形成了某些约束人

们饮食活动的禁忌规范
,

使得这
’

些特定食物逐渐成为被人们禁止食用的对象
,

其目的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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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消除和防止那些禁忌食物可能给人造成的危害
。

因此可以
一

说
,

禁忌食物是一种具有消灾

避害特点的象征食物
,

这是它与吉祥食物的一个根本
咖

。

禁忌食物一般具有宗教性和世俗性双重特点
。

具有宗教性的禁忌食物分别包括图腾

禁忌食物
,

全民性的宗教禁忌食物和宗教职业者个体性的禁忌食物三种主要的类型
。

图腾

禁忌食物是最早形态的禁忌食物
,

在某些存在图腾制度的民族中
,

人们往往把那些被认为

曾经与氏族祖先有着一定亲缘性而作为氏族标志的动植物视为神圣不可侵侮的图腾
,

严

格禁忌本氏族的人食用
。

在人们的观念意识中
,

如果吃了某种作为图腾的动植物
.

就意味

着是对图腾所代表的氏族祖先的一种极大侵侮
,

或者会使人 因此而传染上与某些 图腾禁

忌食物相似的不 良特性
,

对 自身的体质和智能带来不利的影响
,

因为这些图腾禁忌食物与

它们所代表的氏族祖先以及吃图腾禁忌食物的人之间存在着互渗的关系
。

列
一

维
·

斯特劳斯

解释说 : “

人们把吞食或碰触这类禁食物看成是一种同类相食
,

人与这个东西之间的关系

如此亲近
,

以至于使这个人也具有了他与之同化了的那个东西的特点
。

例如
,

如果找到的

是鳝鱼或海蛇
,

孩子将和它们一样柔软和惰怠
。

如果是一只寄居蟹
,

孩子就是暴性子的
。

另

外
,

如果是晰蝎
,

孩子就是温柔可爱的 ;如果是老鼠
,

孩子就是漫不经心
,

毛毛躁躁和毫无

节制的 ;如果找到的东西是一个野苹果
,

孩子就象苹果的形状一样有一个大肚子
” 巾 。

在这

里图腾禁忌食物的珍形和特性与人的体质
、

智能及个性被想象为是相同的或互相渗透的

东西
。

与图腾禁忌食物相类似的是
,

具有全民性的宗教禁忌食物也是人们根据这些食物的

外形和特性与人们的某些伦理道德规范和观念意识之间存在的互渗关系来类推其可能产

生的后果的
。

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和伊斯兰教的经典 《古兰经 》都把禁止人们吃的动物视

为是不洁净的和可僧的
。

清初我国杰出的伊斯兰学者刘智 曾对穆斯林禁吃的鸟兽作了概

括和统计
,

它们分别包括暴 目者
,

锯牙者
,

环嚎者
,

钩 爪者
,

啮生肉者
,

杀生鸟者
,

同类相食

者
,

恶者
,

暴者
,

贪者
,

吝者
,

性贼者
,

污浊者
,

秽食者
,

乱群者
,

异形者
,

异性者
,

妖者
,

似人

者
,

善变化者等二十种
,

都属于被人们认为是不洁净的和可僧的鸟兽
。

刘智还对这些禁吃

的鸟兽可能产生的恶果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

认为
“

盖恶者
,

或助狂长欲
,

或惑志迷心
,

不择

而食之
,

则性为所贼
,

昏迷惑乱
,

是非莫辨
,

邪正不分
,

言动不节
,

功行不谨
,

贪生忘死
,

无所

不至
。

以之治身而身祸
,

以之治人而人祸
。

贼性之害
,

不赤大哉
”

吻 把禁忌食物与人们道

德观念中认为凶险的东西进行对等看待
。

除了图腾禁忌食物和具有全民性的宗教禁忌食

物以外
,

还有一种为部分宗教职业者单独禁止食用的禁忌食物
,

如某些佛教僧侣和道教道

士禁食的酒和荤腥食物以及部分民族中宗教职业者在行法事时禁食物的特定食物等等
。

一旦犯禁吃了这些禁忌食物
,

则会认为可能给这些宗教职业者进行修性 养生和开展法事

活动带来不利的影响
。

以上这三类宗教性的禁忌食物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

那就是带有

浓厚的神秘色彩
,

即这些禁忌食物都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按照神的旨意加以禁止食用的东

西
,

如果遵守饮食禁忌规范禁止食用这些食物就可能得到神的保佑而避免遭受危害
,

但是

如果不按照禁忌规范严格控制食欲
,

开戒食用了这些被禁止食用的东西则会裹读神灵引

起严重的后果
。

与带有神秘色彩的宗教性禁忌食物不同的是
,

具有世俗性的禁忌食物是人们在长期

。

②

〔法〕列维
·

斯特劳斯著 (野性的思维 }
.

朋 页
.

商务印书馆
.

19 8 7 年版
。

〔清〕刘智原著
,

纳文波译注 (夭方典札译注》
,

4 48 页
.

云南民族出版社 1 9 9 0 年版
。



5 0
·

义 子 理 形 研 九
一 - - - - 一~ ` 一~ ~ ~ ~ 一一~

一
一

的生活活动中自然形成的
,

在社会中有着较大的广泛性
,

它们与宗教信仰没有直接的联

系
,

如孕妇怀孕期间禁吃的兔肉和姜
.

夫妻在一起禁吃的梨等等
。

这些食物之所以在一定

时间和场合中被某一部分人所禁止食用
,

往往是因为它们的形状
、

特性和语音与人们观念

意识 中被视为不吉利的特定对象和某些心理取向有着一定的相似性
,

经过人们进行类比

推理而想象为是有害的东西
,

从而被人们列为禁食对象的
。

如从免子的嘴联想到孩子可能

长豁唇
,

从姜的形状联想到孩子可能长六指
,

从梨的谐音联想到夫妻可能分离等等
,

是一

种非宗教性的禁忌食物
。

除了吉祥食物和禁忌食物以外
,

象征食物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占 卜食物
。

占 卜食物一般

是指那些被宗教职业者以及某些特定人物用来预 卜未来事物吉利与否的食物以及某些被

用于神明裁判辨别是非曲直的特定食物
。

占 卜食物在中国民间通常包括某些特定的粮食

作物如米
、

豆
、

青裸
,

特定的动物如鸡
、

狗
、

羊
、

猪
、

牛
,

这些动物的心
、

肝
、

胆
、

眼
、

舌
、

嘴
、

腿等

内脏
、

器官及血液
、

骨骼
,

部分禽类动物的卵如鸡蛋
、

鸭蛋等等 ;用于神判的食物还有动物

的油脂以及酒
、

开水
、

稀饭
、

粽把等其它食物
。
占 卜食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所反映的结果

具有不确定性
,

即在宗教职业者和某些特定人物的具体操作下
,

占 卜食物分别有可能呈现

出是吉利还是凶险或对还是错等两种不同倾向的征兆
。

占 卜食物所预 卜和裁断的结果不

论是吉还是凶
,

对还是错都直接影响着人的行为选择
,

人们往往根据占 卜食物和神判食物

所 卜测出的征兆来对所准备选择的事物和是非曲直作出最后的决断
。

如杀鸡预 卜婚姻关

系是否应该建立
,

伸手捞开 水中的鸡蛋以判断谁是真正的盗贼等等
,

它们都不仅仅包含着

一定的价值判断
,

更主要地还是将预 卜出的结果用于实际的操作
。

这是占 卜食物与吉祥食

物和禁忌食物的一个重要 区别
。

由吉祥食物
、

禁忌食物和占 卜食物构成的象 征食物在饮食象征符号的整体结构中扮

演着特沫的角色
,

与象征饮食器具和象征性饮食行为一道成为人们传递各种信息
,

表达思

想感情的重要媒介
。

象征饮食器具虽然没有象征食物在传递信息过程中具有较大的普遍性
,

但它作为一

种特殊的饮食象征符号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中仍被人们加以充分的利用
。

象征饮食

器具包括具有象征性的餐具
、

饮具和炊具三大类
。

具有象征性的餐具在各种仪式活动中被

人们使用得最多
,

它们主要指供盛食物和消化食物的碗
、

筷
、

盘子
、

盒子及古代的蔓等饮食

用具
,

其中最具有普遍性的象征餐具是碗和筷
,

它们分别在某些婚丧嫁娶仪式中被人们用

来传递信息
,

以其谐音
、

形状和特性来象征某些特定的价值取向
。

如筷子因其谐音象征快

生子和勤快
,

因其形状象征孩子长得高
,

表达人们的某种观念意识
。

具有象征性的饮具则

主要指杯
、

晋
、

角
、

壶
、

爵
、

金匝等器物
,

它们在民问和古代宫廷仪式中都隐含着浓厚的象征

怠蕴
,

其中合晋而饮的晋成了最具
「

有普遍性和象征意义最显著的饮具
,

在古代婚礼中扮演

着沟通新婚夫 妇相互关系的重要媒介角色
。

而具有象征性的炊具则包括锅
、

盆
、

罐
、

颤
、

筛
、

鼎
、

釜
、

刀等厨房用具和饮食礼器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古代宫廷中用来象征权力结构和

社会等级关系的鼎
。

象征饮食器具与象征食物类似具有吉祥性
、

禁忌性和占 卜性三种不同

的类型
。

绝大部分的象征饮食器具都具有祈福纳吉的特性
,

它们被人们在不同的仪式和场

合中使用
,

要么是为了求吉利和好运
,

要么就是用来代表某些特殊 人物的尊贵身份和地

位 而这些具有吉祥性的象征饮食器具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可能转化成具有禁忌性的东西
。

如被宫廷皇室普遍使川的某些象征权力结构和社会等级的饮食器具
,

在民间一般百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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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则是被禁止使用的物品 ;反过来某些为民间所普遍使用的一般性象征饮食器具在宫

廷皇室和贵族家庭中又难以登大雅之堂
,

它反映了象征饮食器具有着一定的特殊性
。

另

外
,

某些用于祈福纳吉的象征饮食器具还有可能被人们用来占 卜事物的凶吉
,

如筷 卜
,

碗

卜等等
,

它们同时兼有趋吉避害的双重特征
。

与象征食物和象征饮食器具不同的是
,

象征性饮食行为是一种 以人们在饮食活动中

的特定行为方式来消费
、

使用象征食物和象征饮食器具的符号化形式
,

它是把物象符号与

事象符号结合起来的产物
,

成为饮食象征符号表达饮食象征意蕴最直接的手段
,

它所表现

的是一种饮食主体与饮食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

根据对中国有关饮食文化方面的资料进

行归纳整理
,

我把象征性饮食行为概括为以下三种主要的类型
。

第一类是人们在消费食物之前呈现出的象征性饮食行为
,

包括人们在分配食物时采

取的方法准则以及制作食品过程中的行为举动和征兆
。

在传统社会中尤其是广大的农村
、

牧区和猎区
,

作为群体的人们消费某些食物之前通常有分配食物的行为
,

而分配食物则是
.

由人 们按照一定的传统规范和习惯采取某些特定的方法来进行操作的
。

如当某一家族的

人们逢年过节杀猪宰牛时
,

往往要根据一定的原则
,

按照一定的程序来分配食物
,

哪些人

应该分配野兽动物和牲畜身体什么部位的肉和骨
,

由何种角色的人来主持分配食物的活

动等等
,

都有某些为社会公认的标准
,

表现出人们的某些价值取向和对特定社会角色的认

同
,

违反这些价值标准而独行其是将被社会视为是不道德的行为并受到人们的排斥和谴

责
。

如云南某些低族杀牛分肉时
,

牛腿分给父母
、

岳父母和亲姐妹
,

表示对上辈的孝敬和对

平辈的关心
,

牛胸部和牛肋骨分给亲兄弟
,

象征 兄弟之间的亲密关系
,

剩 下的牛 肉则平均

分给在场的任何一个人
,

表明与众人一道分享劳动的果实
,

并被视为是一种心地善良
,

互

相帮助的行为
。

如果某人杀牛不分肉则被人们认为小气
、

心黑并受到相应的孤立和排斥
。

这种分肉方式隐含着丰富的象征意蕴和浓厚的感情色彩
,

是分配食物过程 中一种具有代

表性的象征性饮食行 为
。

除了分配食物以外
,

制作食品本身也不仅仅是一种单纯对食物进

行加工和烹饪的物质转化过程
,

而且还包含着人们某些特定的思维意象和心理取向
。

人们

在宰杀牲畜时应该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操作
,

如使用什么样的刀才最适合
,

牲畜应 由哪些人

来宰杀
,

刀应由牲畜身体的哪个部位下手
,

牲畜被 宰杀时发出的叫声
,

身体某一器官发生

的抖动
,

倒地时身体着落的部位
,

剖肚后内脏器官呈现的某种状态等等都有一套严格的操

作规则
。

这些操作规则往往反映出某些 民族的人们趋吉避害的观念意识和心理状态
,

如许

多民族的人们杀年猪时都以一刀 了断为吉利
,

否则就是不吉利
。

另外
,

人们在制 作和烹饪

食品时可能出现的症状
,

如颤中冒出蒸气的方向
,

煮菜时锅中发出的声响
,

以及特定角色

的人们制作食品的特殊行为
,

象新娘婚后三天下厨房的举动等等
,

通常成为人们祈福纳吉

和消灾避害的某种征兆
。

第二类是人们在消费食物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象征性饮食性行为
,

分别包括人们馈赠

食品和招待来宾时所应遵守的礼节
,

就餐时摆设食品
、

餐具的顺序和安排坐位的方位
,

以

及消化食品时采取的某些规则
。

馈赠食品和以食品款待来客是人们开展人际交往及某些

社会活动的一种重要方式
,

但在馈赠食品和宴请宾客的过程中却有很多饮食礼仪要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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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加以注意
,

一旦疏忽大意
、

随心所欲就可能使对方产生误解而造成难堪的局面
,

严重的

甚至会引起人事纠纷
,

影响双方的关系
。

馈赠食品的礼节多种多样
,

而且在不同的时间和

场合中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

比较趋于一致的如在哪些特定的节庆和仪式中应该赠送何种

最能表达人们心愿的吉祥食物
,

而杜绝赠送那些可能引起人们反感的禁忌食物
,

由什么身

份的人来馈赠食物才最合适
,

所送的食物应该采取哪些特定的方法来包装才符合传统规

范的要求
。

同样
,

款待来客也有不少为社会认可的方式和技巧
,

如对不同身份
、

不同年龄
、

不同性别角色的来宾款待不同的食品
,

由家中某一特定角色的人与宾客坐陪就餐等等
,

也

都属于象征性的饮食行为
。

通过采取这些不同的方法和技巧
,

将主客之间的角色位置和不

同的心理状态明显地反映出来
,
起到加强人际关系

,

确定社会角色的作用
。

另外
,

在特定时

间和场合就餐并不是完全按照人们的主观愿望来进行的
,

而是需要根据所处特定环境的

气氛和人的特定角色
,

采取符合传统价值标准的规则和方式来完成
。

进餐时的象征性饮食

行为包括某些食品和餐具应以何种方式摆设
,

特定角色的人就餐时坐位安排的方位是东
西向还是南北向

,

以及进餐过程中严禁乱撒饭菜等行为规范
,

它们都隐含着特定的象征意

蕴
,

成为人们维持社会秩序的尺码
,

反映人们内在的伦理道德观念
。

如东北人用火锅招待

贵客
,

火锅里的菜是前飞后走
,

左鱼右虾
,

四周轻撒菜花 ;而对待不速之客则是把两个特别

大的肉丸子放在火锅的前边
,

后边是走兽类
,

等于下逐客令让人尽早离开
。

又如在进餐过

程中当小孩乱撒饭菜时
,

老一辈的人往往会借挨雷打之类的话来训斥其这种行为
。

至于坐

位在方位和顺序上的安排则表现了尊卑上下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
。

此外
,

人们在某些仪

式过程和人际交往活动中还采取一些特殊的象征性饮食行为来消化食品
,

如两人之间的

交杯酒
、

同心酒
、

结义酒
、

肝胆酒
,

众人之间的碰杯敬酒以及特殊群体内部的共食行为等

等
,

都反映人们的某些特定价值观念和一定的社会秩序
。

第三类是人们在进行宗教消费和某些特殊性的非宗教消费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象征性

饮食行为
,

分别包括人们在一定时间和场合供祭食物
、

占 卜食物和使用食物时的行为举动

及特殊方法
。

供祭食物是一种向鬼神表示敬畏和祈福消灾的特殊象征性饮食行为
,

即消费

食物的对象是人们观念意识中的鬼神而不是人本身
,

只有当鬼神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

们才能消费这些供祭过的食物
。

而要通过供祭食物来沟通人与鬼神之间的关系
,

就得采取

某些符合宗教祭祀要求的行为举动和方法来进行具体的操作
,

否则在人们的观念中所供

祭的食物就可能不为鬼神所领受
,

以致影响人们祭祀鬼神的效果
。

这些供祭食物的行为举

动和方法
,

如选择何种食物来祭祀什么样的鬼神才最灵验
,

祭品摆设在哪个地方才算是最

佳的位置
,

供祭食物时主持仪式和参加活动的人各自跪拜
、

念经
、

祈祷等特殊行为
,

都充满

了浓厚的宗教象征意蕴
,

以此表现人们对鬼神的虔诚信仰和祈求鬼神保佑的宗教意识
。

占

卜性的饮食活动也是一种宗教象征性饮食行为
,

它具体表现为通过杀鸡看眼来预 卜婚姻

的凶吉
,

通过滚蛋来选择宅基的位置
,

通过观察动物的内脏来决定采取军事行动的时间等

行为举动
。

而要进行这些占 卜食物的活动就得采取一定的操作规则和程序来加以实施
,

如

选择何种器物来供占 卜食物之用
,

由哪些特定的人来参加占 卜活动
,

这些人在占 卜食物的

过程中应遵守哪些禁忌规范
,

占 卜用过的食物应怎样处理等等
,

都属于象征性的饮食行

为
。

此外
,

人们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中通常还使用一些具有象征意蕴的食物和饮食器

具作为对象来完成一定的仪式活动
,

如在墙上撒面粉
,

在果树权上涂抹食物
,

在婚礼过程

中撒筷子
、

偷碗
,

把食物陈放在屋顶作补夭之状等
,

也是具有浓厚特色的象 (下转第 13 页 )



历史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

他们不是被投入 自由
,

也不是被投入虚无
。

相反地
,

他们被置于他们幼年时期所学的模式
、

可能性和界限之中
。

他们知道他们能做什么
,

他们应该获得什么 ;他们是生成的
,

但不是自

我生成
。 ” ①海勒把人看成是 自己特殊性的奴隶

,

从而把历史和人性看成是幽闭的
,

而不是

开放的生成过程
。

这样一来
,

人们只有特殊的历史
,

却缺少相互理解的普遍基础
,

因此
,

后

现代只能出现关于历史的哲学
“

断想
” ,

而没有黑格尔式的历史体系
。

海勒接受弗洛伊德的

观点
,

把儿童时期所遭遇的东西
,

视为人们人性结构的决定性因素
,

并把这种决定作用看

成是难以改变的
。

这与其说是承认历史性
,

倒不如说是否认历史性
。

因为历史的本质特性

就是生成性
。

如果人性结构不是开放的
,

那人的自我意识状态如何生成 ? 显然
,

海勒的
“

历

史监牢
”

论不是对人的历史性思考
,

而是一种还原式思考
。

当然
,

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历史发展有某种规律性
,

因而是一种决定论
,

但是
,

历史规律

和历史决定不同于 自然界的因果必然性
,

而是历史主体活动的规律
。

因此
,

我们不是算命

先生
,

而是根据 已有的历史条件来展望未来发展的趋向
,

至于未来历史具体是怎样的
,

还

得看未来人们是怎样活动的
。

历史条件只是一个函项
,

只有再加上未来人们真实的活动
,

才会生成未来的历史
。

现在
,

我们只能从历史条件这一项
,

来展望历史的轮廓
,

而这个轮廓

就像人的视野
,

是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而不断向前延伸并得到校正的
。

这是历史决定论和

主体创造的辩证法 :一方面人不会脱离历史联系
,

另一方面人又不拘泥于历史的限制
,

而

是不断创造新的历史
。

人不能跳出历史
,

但人却可以创造历史
。

因此
,

历史的前景是开放

的
,

而不是严格决定好了的
,

更不是封闭的
。

总之
,

人
、

社会和历史在性质上是一致的
,

它们都是 不断生成的
,

是创造性活动的结

果
,

它们未来的前景都是开放的
。

人是一种在历史中生成的社会动物
,

因此人文学科与其

说是人学
,

不如说是历史学
。

人本主义不是人文学科的根据
,

因为人本身是在历史中生成

的
,

并继续处于生成过程中
。

因此
,

一切科学的人文学科都是历史科学
。

哲学有必要来一

次历史学转向
。

(本文作者韩衰
.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 系 )

①同上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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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接第 52 页 )征性饮食行为
,

通过这些特殊的饮食行为来表达人们的某些欲望
、

愿望和

要求
。

从以上几类具有象征性的饮食行为可以看出
,

象征性饮食行为是主体利用象征食物

和象征饮食器具来传递信息的重要表现形式
,

它在物象与意象之间搭起一座无形的桥梁
,

为两者的沟通和转化创造有利的条件
。

倘若没有象征性的饮食行为作为中介
,

那么许多象

征食物和象征饮食器具所隐含的象征意蕴就难以充分地表达出来
,

所以它在饮食象征符

号产生意指作用的过程中扮演着一种特殊的媒介角色
。

(作者霍明安
,

1 960 年生
,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