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成果報告 

                                      日期：105年 01月 08日 

帶討論人：康才媛老師、尤家瑋助理 

核心能力：1.人文素養  2.獨立思考、批判及創新斷能力 

配合課程：華人歷史與文化 

討論人次：28人次 

 

主題： 

華人的飲食文化 

1.尤家瑋助理發表： 

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助理家瑋。俗語說「民以食為天」，對華人來說，吃是生活中一

件非常重要的事，它既有長久的歷史，又蘊含許多特殊的文化。從日常生活打招呼的話

語「吃飽了沒?」就可以知道華人對於吃的飲食文化十分在意。也因為講究吃，所以衍

生出不同特色的菜餚，像是四川菜系（川菜）、福建菜系（閩菜）、山東菜系（魯菜）、

浙江菜系（浙菜）、江蘇菜系（蘇菜）、安徽菜系（徽菜）、廣東菜系（粵菜）、湖南菜系

（湘菜）等，又好比受到環境影響，所以北方多麵食，而南方多米食，同學們覺得華人

飲食文化特別的地方在哪裡?與西方的飲食文化有什麼差異性（比方說是工具或式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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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等）呢?又或者是你認為哪一樣菜最能代表華人文化呢? 

 

2.沈妍筱同學回應： 

中國人的餐桌不但很特別，很多還很有深意。人們吃飯不但講究菜式和器具，還很講究

座次。尊重和孝道為先中國傳統飲食文化的特點之一。這不僅通過大家的座次來確定，

而且他們往往會先把最好的菜第一個送給自己家庭裡的長輩品嘗，主人一般會把主菜放

在餐桌的中央，其餘的菜圍繞擺放。通常主菜會面向貴賓或者年長者，這也顯示出尊重

的美意。 

筷子文化也是中國傳統飲食文化的一大特點。一對筷子雖然看似簡單，但是它可以夾，

繞，戳住食物。同時，在一些重大的場合中，例如婚禮，贈送筷子作為禮品也寓意幸福，

吉祥。 

食物的寓意也是一大特色。華人在年輕的時候，往往在生日前要吃一碗面，寓意長壽;

等人到了中年，除了吃面之外，大家還會送上蟠桃祝福長壽安康。 在結婚的大喜日子，

中國人往往會吃花生，龍眼等食品，祝福新人能馬上有愛情的結晶。 

 

3.尤家瑋助理回應： 

就像同學說的，席次的安排可以看出尊卑長幼，大致上有幾個要點：居中的座位較尊，

右邊的座位高於左邊，面向門(或者是離門最遠的地方)地位最高，再來是靠牆的位置是

較好的位置。 

另外，筷子的發展約有三千多年的歷史，司馬遷在《史記．宋微子世家》中有「封始有

象箸」的記載。在古代，筷子一直被稱為箸，後來又演變為「筷」；深究原因，可能與



古代江南水鄉地區民俗忌諱有關。明陸容在《寂園雜記》中言:「民間俗諱，各處有之，

而吳申為甚。行舟諱言住，著與住同音，故謂著為快爾。」從字音上聽，稱「快」是希

望行舟如飛，一路順風，反映了人們的美好祝願，將忌諱轉為吉利。部分的瓜果,花卉

也成為具有吉祥意義的圖案喔!謝謝同學的分享! 

 

 

4.朱彩綾同學回應： 

我認為東西方的飲食從整體氛圍來看就有著明顯得不同 

像是我們可能會有辦桌文化 跟 西方會有巴菲文化 

兩者所營造出來的氛圍 / 菜色就不盡相同 

辦桌坐圓桌有一種團聚的感覺 能夠好好的看見與自己吃飯的人的樣子 

 

但通常也只能與同桌的人交流 

巴菲自由的形式能夠隨自己的想法與不同的人交流 也能拿著餐點直接和人對談我個人

覺得東方食物很容易吃的飽 相較之下西方的普遍感受度來說比較精緻 

我認為夜市跟小吃滿能代表的 

很親近有很自在的地方 不用太在意自己的穿著 



我國外的朋友也覺得夜市對他來說很新鮮 

 

5.尤家瑋助理回應： 

同學說的巴菲,應該就是 buffet,也就是自助餐的方式,這也是中西文化不同的地方喔~

夜市除了東西好吃之外,它的飲食文化很有趣,可以說是十分多元的,你可以邊走邊吃,

也可以坐下來慢慢享受,這大概也是台灣飲食文化最大的特色之一! 

 

6.石嘉麗同學回應： 

中國人是舉世公認最會吃的民族（以漢族為主，不包括五十五個少數民族），吃的範疇

之廣泛，也是任何國家無法媲美或想像的。文獻資料顯示，中國人幾乎吃遍動物、植物

與礦物（李時珍《本草綱目》共收一千八百九十多種），充分發揮利用厚生之效，並且

體會天人合一之境。  

長久以來，因為「吃」經驗的累積而孕育了奧妙的「吃道」（「道」是技藝融會的結果），

這不僅是中國人平常生活的依據，也是中國文化的標幟之一。在世界文明史上，是彌足

珍貴的智慧與資產。  

基本上，「吃」之為「道」，是屬於實用的形上思考，也是對飲食的自覺、經營（飲食藝

術化）的結果。換句話說，是吃與道契合之後，匠心獨運所展現的生活美學。其中涵蓋

多元，例如：材料的選擇、刀法的運用、五味（酸、辛、甘、甜、鹹）的調和、火候的

拿捏、烹飪的規劃、吃法的講究與健康的要求等，飲食文化逐漸開啟、積澱，自成一套

文化系統。 

 



7.尤家瑋助理回應： 

吃是中國人的藝術,除了吃飽吃巧以外,中國人也重視食補的概念,如何吃的養生,比較

具體的可以看看紅樓夢跟金瓶梅,(紅樓夢也有一些),裡面講的菜餚真的就像同學說的,

從材料的選擇到料理及擺盤,處處都是細節呢! 

 

8.陳楷晴同學回應： 

華人重視吃  自古以來就有許多不同烹煮食物的方式 

反觀西方的飲食文化就比較單調一點  可能也是因為在飲食方面西方比較不重視以現

代來說 西方大部分都是以速食為主 

我覺得最能代表華人的食物是滷肉飯 

 

8.尤家瑋助理回應： 

速食文化反應的社會文明型態的改變,講求是速度,也是我們現在工商業社會的特色,相

較於從前的農業社會,對於食物烹調的手法差異很大~像是油炸在農業社會算是不多見

的~謝謝你的分享! 

 

 

9.鄭羽庭同學回應： 

我認為華人飲食文化的特別乃在於其豐富廣大的菜系，菜系的形成與地理環境和民俗風

情密不可分，取用當地所有的物產配合該地氣候與人文習俗而演變出千百種的料理，可

稱是各國料理中最為複雜的。 



除了料理方法的不同，更多能在飲食文化體驗到的是餐桌禮儀的講究之差異，這是受文

化差異的影響。 

中國人十分受等級與尊卑階級文化影響，甚至有性別上歧視，如古代女子不可上桌共食

等。  

傳統西方當然也是十分講究，亦有階級差別之分，並且加上品酒文化，亦是十分複雜。

現今我們生活中常用的餐桌禮儀可說是簡化許多，大部份皆已從簡，但仍可從其中看見

文化的影子，例如：中國人不把筷子插立在飯碗裡，西方人對於餐酒的要求。文化不同

自有差異，例如：中國人之間互相夾菜，是為友好親近之意，與整體追求和諧，重視團

體意識不無關聯；然西方人大部份都是個人套餐，少數共享餐點時則是以傳遞為主，少

有為對方主動夾菜動作，與其重視個體意志，亦有相關聯。而我覺得最能代表中華文化

的則是米飯。 

 

10.尤家瑋助理回應： 

同學的觀察很仔細呢!夾菜真的是華人特有的飲食習慣之一,西方人真的沒有這樣的飲

食習慣,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東西方人在文化上的不同,西方較為重視個人,而東方人則是

以家族群體作為首要考量!當然,女子不同桌也是華人男尊女卑的陋習之一,隨著社會型

態的改變,這些文化或多或少被影響,甚而產生改變!謝謝你的分享! 

 

11.林靖桓同學回應： 

華人飲食文化特別的地方在於沒有公筷，大家吃飯互相夾菜，吃喝不分共享食物。西方

的飲食文化卻有公筷這有重視個人避免他人吃到別人的口水。其實在古時人的個體意識



未生成完全得時代，自然不會強調公筷的重要性，這是人們共同享用食物最直接的方

式，是聚餐的自然状態。 

 

12.尤家瑋助理回應： 

食物是一種資源,資源的共享也可以看出文化差異,東方人重視群體,而西方著重個人,

各有優缺點,公筷大概是文明發展厚的衍生物,一方面出於禮貌,一方面也是有位生的考

量,其時也像同學說的,最早是緣於人類聚居生活的聚餐狀況,所已開始並沒公筷的意識

~謝謝你的分享 

 

13.張肇中同學回應： 

華人對飲食行為非常重視「均衡」與「和諧」，食材的屬性(「熱」、「溫」、「涼」、「寒」)、

水分、顏色(肉類、豆類、蔬果類、穀類)等都要講求均衡與和諧，同時也重視人體與季

節之間的調和。例如，在寒冷的冬天身體會比較虛弱，此時必須要「補身體」，攝取一

些可以滋養身體的食物。  

中國菜食材的來源相當廣泛，高檔食材除了熊掌、魚翅、燕窩等之外，牛、羊、豬、?、

鴨、魚等肉類以及豐富的蔬菜水果都可使用，因此中國人有「四條腿的除了桌子不吃，

天上飛的除了飛機不吃，水裡游的除了潛水艇不吃」的說法。穀類方面，中國北方以麵

食為主，南方則以米食為主。烹調方式也有許多種，傳統的中國菜，一定要煮熟之後才

吃，「生」的東西絕不端上桌，不過現在受到其他地區飲食文化的影響，也有生吃的情

況，例如沙拉、生魚片等。 

 



14.尤家瑋助理回應： 

中國人強調食補重於藥補我覺得很有特色,就像之前網路上引起的討論話題,討論女性

是否需要作月子,相較於西方人生完小孩就吃冰,洗頭,運動,東方人對於女生生小孩就

重視許多,而事實上也確實存在必要性,另外,生食的部分可以說是一種原始型態,但自

文明而產生不同取向,這也是東西文化的特點喔!謝謝同學的分享! 

 

15.趙柏彥同學回應： 

西方飲食大多以刀叉為主，而華人大多用筷子 

西餐引進東方速度較快，東方處處可見西餐廳 

故大多華人也能適應刀叉 

相對地，西方人就較不習慣使用筷子了，但相信在世界不斷交流的情況下 

西方必定能越來越適應華人飲食文化 

不論古代中國產稻地區以米食為主，種植小麥地區則以麵食為主 

對我自己而言，最能代表華人文化的食物，是以米飯做成的粽 

或是粿 

粽是華人文化一大節慶端午節時的食物 

粿則是清明節祭祖 

隨時間的演變，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習慣的不同口味 

不變的卻是 這兩樣食物蘊含著，華人文化的思想與美德 

 

 



16.尤家瑋助理回應： 

外在的客觀條件會影響生活工具的使用,不分東西,相信史前的先人大概先是從手抓開

始享用食物,後來又牽涉到以火煮食,所以工具逐漸產生出來,或許是用樹枝來固定,後

來慢慢演變成不一樣的工具,以及不同飲食文化,除了人種以外,也可以思考還有什麼條

件的影響! 

 

17.蔣昊格同學回應： 

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俗是以植物性食料为主。主食是五谷，辅食是蔬菜，中华饮食文化

外加少量肉食。形成这一习俗的主要原因是中原地区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的经济生产方

式。但在不同阶层中，食物的配置比例不尽相同。因此古代有称在位的皇帝为“肉食

者”。 

 

18.尤家瑋同學回應： 

食物在古代是一種資源,特殊而稀少的資源象徵權力,以這樣的角度來觀察,確實能有不

同的發現~謝謝你的分享~很有趣! 

 

19.鄭聖穎同學回應： 

禮儀與禁忌 

華人吃飯比較典型的場景是，一家人圍坐圓桌，圓桌上擺著好幾大盤的菜色，大家使用

「公筷」夾取自己要吃的，分量來食用。這種吃法，即使在婚禮、生日等節慶宴會場合

都一樣，不像歐美的飲食方式提供每人一份。華人吃飯的禮儀讓小孩在吃飯過程中，學



習到尊重長輩的道理，了解到所謂的「五倫」。座位分配也有其特殊含義，尤其是正式

的聚餐，離門口最遠的是主客的位子，主客的正對面就是主人的席位。 

華人飲食文化中，中醫的概念考慮身體健康的飲食禁忌或迷信相當多。例如，孕婦不可

以吃西瓜、苦瓜、涼粉等生冷的食物，亦或在懷孕時吃很多白色的食物，如豆腐、牛奶，

便可以生出皮膚細白的嬰兒。這些傳統概念多半沒有科學根據，可是我們卻可以從中知

道華人世界對飲食的一些概念。 

 

20.尤家瑋助理回應： 

中西的飲食文化都存在各自的禮儀與禁忌,以東方人來說,使用筷子是常態,所以筷子有

也一些類似的禁忌,像是不可直立插在飯碗中,或是隨意擺放在餐桌上,夾菜時不可挑

撿,不可以用筷子敲碗等等,從這些例子來看,一方面說是禁忌,但也可以說是一種禮儀

的表現,另中國強調醫食同源,食補的概念,也可以是經驗與智慧積累的成果~謝謝你的

分享~ 

 

21.施瑾沂同學回應： 

中國自古就有一句俚語「吃飯皇帝大」，意思是吃飯是件大事，在吃飯時，像皇帝一樣

大，我們千萬不可以打擾或耽誤他人用餐。就算是小孩子做錯事，吃飯的時候也不能打

他，或罵他。告誡我們要以愉快的心情進食。可見吃飯對中國人來說有多重要。 

 

22.卓逸文同學回應： 

中國飲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國文化中很重要同時也很有代表性的一部分。除了著名的



八大菜係，仍有很多其他相對小眾的地方特色菜餚。除了各地宴請貴賓必點的代表性佳

餚，還有很多民間的小吃。 

華人飲食文化的特色在與，極具地方特色。南方以米飯為主，北方以面食為主。廣東人

好喝湯，家家戶戶懂得也擅長煲一手好湯。 四川、湖北、湖南、江西人好辣，但各地

的辣又有所不同。江浙人好甜，因此這一帶糕點甜品十分出名。靠山的吃山珍，靠海的

吃海味，遙遠的內蒙古飲食也靠草原，牛肉羊肉羊奶是當地人民日常不可缺少的重要食

材。 

遠在海外的華人也將原本的中國菜餚帶到各地，融入當地的飲食文化與食材，創造出新

的風味。 

與西方飲食文化的差異在於，中國人好吃，也樂於鑽研和改進。同樣一條魚，中國人就

有蒸、炸、煎、炒、燜、烤、醃等多種方法。同樣在配菜和香料的選擇與搭配上面也有

諸多研究。相比西方的速食文化，認為“民以食為天”的中國人更樂忠於做一桌好菜和

家人或朋友坐下來慢慢享用。 

我相信每一道中式菜餚都集聚了發明者的心血和當下的特殊背景，但縱觀諸多國外影視

劇后發現，火鍋、宮保雞丁、麻婆豆腐等是外國人印象中華人菜餚的代表。 

 

23.林詠儀同學回應： 

平常我們吃飯多數都是用筷子, 可是西方的普遍用叉子, 筷子是一種歷史文化,不能流

失的文化!!!而且很多外國人都很想學用筷子吃飯~~ 相比西方的食物, 我最喜歡吃廣

東菜, 因為種類很多, 而且超好吃的, 廣東菜跟台灣的口味也不一樣, 我個人覺得台

灣的口味都偏向於甜,有點偏向於福建菜 西方給我的感覺就是吃意大利麵,漢



堡,PIZZA,沙拉; 而南方主要是米飯,再加上不同的菜式,  

 

24.古羽堯同學回應： 

關於中西飲食文化的差別，有人說中國是「筷子文化」，西方是「刀叉文化」，這種說法

表明了中國飲食文化的基礎是農業經濟；西方飲食文化的基礎是畜牧經濟。食肉為主離

不開刀叉，以穀物蔬菜為主要食品就離不開筷子了。 

筷子除了日常吃飯所用，也能拿來當禮物送人，有很多婚宴會送伴娘筷子與筷架，因同

快嫁!我的堂姊結婚時也送了伴娘筷子與筷架。 

 

25.陳啟仁同學回應： 

我認為夜市的小吃種類多樣化，是最能代表台灣人的飲食文化，像是臭豆腐、甜不辣、

珍珠奶茶等都是台灣風味獨特的小吃。而且也能透過地方小吃，去認識每個地方的特產

以及典故！ 

 

26.王紫薇同學回應： 

我覺得中西方飲食差異很大，西方人講究餐桌禮儀，刀具盤子等的拜訪，還有餐前禱告

等。而我們沒有過多的講究，餐桌禮儀雖然有，但是對於餐具的擺放沒有那麼多講究。

飲用的食品也有很多不同，西方多食炸物，我們則多為煮炒等方式，差異很大 

 

27.吳家毅同學回應： 

西方與華人的美食最大的分別在於料理食材的方式，基本上西方會使用的食材華人也會



使用，只是西方的飲食比較偏向油炸，較高的糖份，較低的纖維，而且也會將特定食材

作生食使用。至於華人的飲食文化最特別的地方我認為是一些偏方料理，像以形補形的

說法，沒有科學的根據，從很久以前就流傳到現在的料理類形，身體上哪一個部分虛弱，

便吃某一種動物的同樣身體部分作補，相信以形補形這個說法最有名的一個部位很多人

都知道，就是牛鞭，傳統說法就是有壯陽的功效，虎鞭的功效更大。 

 

28.王柏立同學回應： 

夜市多千位於交通樞紐、廟會與市集處，通常為各地發展最早、人潮最旺的地方，畢竟

『民以食為天』、『吃飯皇帝大』，方便、快速、便宜又大碗的各色小吃，除了滿足了來

往人群的口腹之欲，更儼然成為『速食文化』的鼻祖。而匯聚在夜市的小吃攤，長此以

往經過時間的考驗，因口碑相傳而得以永續經營，往往成為歷史悠久的老站，很多人都

是跟著攤位小吃一起長大。。。 而人多的地方就有錢可賺，逐漸的，小吃攤的結市效

應帶動了民生消費商品的進駐，『有吃又有得玩便成了夜市最大特色，周邊聚集了這多

服飾店、鞋店、百貨公司、地攤，以及各類餐飲，不僅帶動了該區的發展，更因規模的

逐漸擴大而形成『觀光夜市』，是外國友人認識台灣文化的最佳場所。因此，來『夜市』

不是只有『吃』的滿足，更有『ㄙㄟ逛』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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