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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凝视”到“文化阐释”:《鱼翅与花椒》的跨文

化传播路径研究
曹颖

成都东软学院，四川成都，611844；

摘要：《鱼翅与花椒》作为跨文化传播的成功案例，通过扶霞·邓洛普从西方视角对中国饮食文化的观察与阐释，

展现了一条从“文化凝视”到“文化阐释”的传播路径。本文以该书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和案例分析，发

现扶霞凭借“局内人-局外人”的双重视角，实现了从表层文化符号到深层文化内涵的传播转化。其路径主要基

于中西文化差异的对比阐释，以深描式叙事展现文化特质；通过个人经验和故事化叙事，引发文化共鸣；以跨文

化阐释为核心，促进文化间的互通与理解。这一传播路径为跨文化传播和国际汉语文化教学提供了宝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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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

展现了物质文化的丰富性，也蕴含着深厚的精神内涵。

它既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是对外传播中华

文化的窗口。随着中国饮食文化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

要思考通过有效的跨文化传播方式展现其独特魅力。

英国作家扶霞·邓洛普的《鱼翅与花椒》以西方视

角解读中国饮食文化，通过自身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展

现了饮食文化的多样性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扶霞以

“局内人-局外人”的双重身份，从西方文化背景出发，

深入中国饮食文化核心，实现了从“文化凝视”到“文

化阐释”的深层次跨文化交流，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

提供了宝贵经验。

近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成为学术热点。潘荣成（2

018）提出，文化传播需从表层符号逐步深入核心价值

观的传播，以提升文化软实力。周丹（2021）则认为，

跨文化传播应注重文化符号的选择与阐释，通过构建目

标受众易于接受的叙事体系，增强传播效果。

本文以《鱼翅与花椒》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从“文

化凝视”到“文化阐释”的跨文化传播路径，分析其在

文化符号选择、叙事策略和传播效果方面的特点，为中

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1“文化凝视”：《鱼翅与花椒》的观察与记
录

1.1 文化凝视的概念与理论框架

“文化凝视”是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概念，最早由

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提出，指带有主观性的

文化观察方式，受观察者自身文化背景的影响（Edward，

1978）。该理论是传播者对目标文化的初步观察与记录，

通常伴随着“他者”视角，既可能揭示目标文化的独特

性，也可能因文化偏见导致误读。“文化凝视”具有以

下特征：（1）主观性：观察者的文化背景和认知框架

影响其对目标文化的理解。（2）选择性：关注与自身

文化形成对比的鲜明文化现象。（3）局限性：理解可

能停留在表层，难以深入核心内涵。

在跨文化传播中，“文化凝视”是与目标文化建立

联系的起点，通过对文化符号和行为模式的初步记录形

成理解。然而，这种过程常带有“他者化”倾向，将目

标文化视为异质的存在，既可能激发兴趣，也可能导致

误解。扶霞在《鱼翅与花椒》中体现了对中国饮食文化

的“文化凝视”。作为一名英国人，她以西方视角观察

中国饮食，通过亲身经历记录中西饮食文化差异。这种

观察不仅为文化传播奠定了基础，也向读者展示了中国

饮食文化的独特性。

1.2 扶霞对中国文化的初步观察：从饮食到生活方

式

扶霞的《鱼翅与花椒》是一部以饮食为切入点的文

化观察记录。她通过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细致描写，展现

了她作为“局外人”对中国文化的初步观察。这种观察

不仅限于饮食，还延伸到中国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和

文化价值观。

（1）饮食文化的观察：扶霞的观察始于她对中国

饮食的好奇心。她在书中详细记录了她在四川学习川菜

的经历，包括对火锅、鱼香茄子等经典川菜的品尝和学

习。这些菜肴在她看来，不仅是食物，更是中国文化的

象征。她通过对菜肴制作过程的观察，感受到中国饮食

文化中对技艺和味觉的高度重视。例如，她在描述川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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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刀工时写道：“每一刀都像是艺术创作，精准而富有

美感。(何雨伽，2018)”这种细致入微的观察使她能够

捕捉到中国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2）生活方式的观察：除了饮食，扶霞还观察中

国人的生活方式。她在成都的街头小巷中，感受到一种

与英国快节奏生活截然不同的“慢生活”氛围。她描述

了成都人悠闲地喝茶、打麻将的场景，认为这种生活方

式体现了中国人对生活的从容态度。这种观察不仅加深

了她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为她的文化传播提供了丰富

的素材。

（3）文化符号的记录：扶霞还通过记录中国饮食

文化中的符号体系，揭示了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涵。她在

书中提到，中国人对“麻辣”味道的喜爱不仅是一种味

觉偏好，更是一种文化表达。这种对味觉的观察使她能

够从细节入手，揭示中国饮食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1.3“他者”的凝视：文化观察的局限与深层次思

考

尽管扶霞在《鱼翅与花椒》中展现了她对中国文化

的深厚兴趣，但她的观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他者”身

份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3.1文化偏见的影响

扶霞的观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化背景的影响。

她在书中提到，初到中国时，她对中国人食用动物内脏

感到震惊。这种震惊反映了她对中国饮食文化的“他者

化”认知，即将其视为异质的、与西方饮食文化截然不

同的存在。然而，随着她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她逐

渐摆脱了这种偏见，开始以更加开放的态度看待中国饮

食文化。

1.3.2观察的表层性

扶霞的观察主要集中在饮食文化的表层符号上，例

如菜肴的制作过程和味觉体验。尽管她通过这些观察揭

示了中国饮食文化的独特性，但她对文化深层内涵的理

解仍然有限。她在书中提到，中国人对“麻辣”味道的

喜爱是一种文化表达，但她并未深入探讨这种味觉偏好

背后的社会心理和历史背景。

1.3.3文化交流的双向性

扶霞的观察更多地体现了她作为“局外人”对中国

文化的单向记录，而缺乏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双向思考。

她在书中详细记录了她对中国饮食文化的观察，但对中

国人如何看待西方饮食文化的描述较少。这种单向性使

她的观察在一定程度上显得片面。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扶霞的观察仍然为中西文化交

流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其经历表明，文化观察不仅需要

开放的态度，还需要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性思维。

2 从观察到阐释：《鱼翅与花椒》的跨文化叙

事策略

扶霞的《鱼翅与花椒》通过观察、体验和阐释，将

中国饮食文化的独特性传递给西方读者，构建了一种深

具包容性和感染力的跨文化传播方式。以下从三个方面

探讨其跨文化叙事策略。

2.1 饮食叙事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

扶霞在《鱼翅与花椒》中通过饮食叙事，将中国饮

食文化的独特性和深层内涵传递给西方读者。她以食物

为文化符号，不仅描写如川菜“麻辣”味觉等具体特征，

还挖掘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如四川人热情豪放的性格和

“和而不同”的哲学追求。同时，扶霞采用“从具体到

抽象”的叙述策略，通过细致的感官描写与文化解读，

让读者理解了食物背后的社会价值与精神内涵。通过生

动的饮食故事，如初尝火锅的经历，成功拉近了中西方

文化距离，将饮食塑造为社交文化和跨文化传播的桥梁。

2.2 情境化的文化阐释方法：故事化与生活化书写

扶霞在《鱼翅与花椒》中采用了情境化的文化阐释

方法，通过故事化和生活化的书写，将中国饮食文化的

复杂性和多样性以一种易于理解的方式呈现给西方读

者。

故事化的叙述方式：作者通过讲述亲身经历，将文

化现象融入具体情境，使读者感受到文化的真实与生动。

她在书中描述自己学习川菜的过程，从笨拙到掌握刀工

与调味技巧，不仅展现了中国烹饪的复杂性，也传递了

对技艺与匠心的追求。这种故事化的叙述方式生动有趣，

增强了读者的代入感。

生活化的文化书写：通过描写日常生活场景展现中

国社会的文化特质。她记录成都菜市场的热闹场景，展

现了中国人对新鲜食材的重视及菜市场的社交功能。这

种生活化的书写贴近读者日常经验，增强了文化的亲和

力。

情境化阐释的跨文化意义：将文化现象嵌入具体情

境，有效消除文化误解。她描述初次尝试动物内脏的经

历，通过细致描写味道和用餐氛围，让读者理解这不仅

是饮食习惯，更是一种文化传统。这种情境化阐释帮助

读者克服偏见，深化对异文化的理解与接受。

2.3 跨文化叙事中的情感共鸣与文化包容性

扶霞在《鱼翅与花椒》中通过情感共鸣和文化包容

性，构建了一种跨文化叙事的桥梁，使得中西方读者能

够在文化差异中找到共同的情感体验。一是情感共鸣的

构建：作者通过讲述自己在中国的饮食经历，展现对中

国文化的热爱与尊重。她描述初尝麻辣火锅的辛辣体验，

及逐渐爱上这种味觉刺激的过程，让读者感受到她的真

诚态度，从而产生情感共鸣。二是文化包容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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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事中展现对文化差异的包容态度，她从最初对食用

动物内脏的难以接受，到逐渐理解其文化逻辑并欣赏其

独特之处，体现了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开放与尊重，增强

了文化传播效果。三是跨文化叙事的意义：通过情感共

鸣与文化包容性，在中西文化间架起桥梁，使读者在文

化差异中找到共同体验。这种叙事方式不仅消除文化偏

见，还促进了跨文化理解与尊重。

3 扶霞的语境转换：深层文化传播的路径分析

扶霞的《鱼翅与花椒》是一部关于中国饮食文化的

叙述实践，通过从“文化凝视”到“文化翻译”的语境

转换，成功实现了对中西文化的桥接。她在观察、体验

和阐释的过程中展现了深层文化传播的路径。

3.1“文化翻译”与跨文化传播

“文化翻译”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过程，强调将一

种文化转化为另一种文化易于理解的形式。根据霍尔的

高低语境理论（Edward，1976），中国高语境文化倾向

隐含表达，而西方低语境文化注重直接表达。扶霞通过

“文化翻译”，为中西文化对话铺平了道路。她不仅记

录中国饮食文化的外在现象，还解释深层逻辑。针对西

方对中国人食用动物内脏的偏见，她从“物尽其用”的

文化哲学入手，化解了读者的误解。此外，她对西方味

精排斥与中国广泛接受的差异进行了分析，将问题归因

于文化对食品添加剂不同认知的差异。这种解释强化了

中西文化的理解与互鉴，为跨文化传播积累了经验。

3.2 饮食符号的多层解读

扶霞对饮食的解读超越物质符号，深入到文化和精

神内涵，展现了饮食文化作为符号体系的多层意义。

物质层面：通过细致描写食材和烹饪方式，例如川

菜的“麻辣”特色及其对气候的适应性，扶霞让西方读

者直接感受到中国饮食文化的特色。

社会层面：她还揭示了菜市场等饮食场所的社交功

能，展现了饮食活动对中国社会关系的促进作用。

精神层面：扶霞进一步探讨中国人对食疗的重视，

解读“药食同源”理念以及饮食与养生的关系。这种解

读使西方读者理解了中国饮食文化的文化深度，也反思

自身文化对健康饮食的疏忽。

3.3 个人叙事中的文化交融

以第一人称讲述个人经历，扶霞将文化观察与亲身

体验相结合，展现了文化交融中的主体性，也开启了中

西文化对话的新可能性。

文化交融的实践者：通过学习川菜烹饪，她由“局

外人”逐渐融入中国文化。这种体验不仅提升了她对中

国饮食的理解，也增强了传播内容的真实性。

文化交融的主体性：扶霞在跨文化传播中既尊重中

国文化，又保有个人立场。例如，她从排斥到接受中国

的饮食习惯，形成了中立而真实的文化表达方式。

文化交融的意义：她通过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观察和

共通点的挖掘（如“慢食文化”），推动了文化间的相

互理解，也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创新思路。

4 结语

通过对《鱼翅与花椒》的分析可以看出，扶霞构建

了一条从“文化凝视”到“文化阐释”的跨文化传播路

径。她以饮食为切入点，捕捉中国文化的独特性；随后，

通过挖掘文化符号的深层内涵，将物质文化转化为受众

易于理解的文化经验；最终，凭借情境化与故事化的叙

事策略，实现了复杂文化的平易化传播，构建了一种兼

具情感与逻辑的传播模式。

本研究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以下启示：（1）饮食

文化的传播优势：饮食作为文化载体，因其直观性和贴

近日常生活的特点，能够有效拉近文化距离，激发受众

兴趣。（2）从“他者化”到“共情化”：通过细腻叙

述和深度体验，避免“他者化”倾向，激发受众对目标

文化的情感共鸣。（3）个体化与情境化的叙事：以个

人视角和生活场景为基础，增强文化传播的真实性和吸

引力，减少文化误解。

中国饮食文化作为重要的文化符号，仍具广阔传播

潜力。未来研究应从不同媒介形态和方法入手，为中国

文化的全球传播探索更多可能性并提供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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