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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饮食文化
刘洪家琛

山东建筑大学，山东济南，250000；

摘要：“民以食为天”，饮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传统信息，蕴含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

文化传承。饮食文化是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每个国家的不同文化背景造成了不同的饮食文化，特定的饮食文化

是一个群体身份认同的重要标识。随着经济及全球化的发展，中德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密切，交流与日俱增，在

商谈合作时，需充分考虑两国文化差异，在饮食选择、交流方式、礼仪规范等方面多加注意，营造良好氛围，才

能促进合作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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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饮食结构

由于德国北部地势平坦，温带海洋性气候，纬度高，

气温低，土壤较为贫瘠，因此不利于种植业的发展。适

合牧草、黑麦、马铃薯、燕麦等作物的生长，有大片草

原，因此德国以畜牧业为主，人们多养牛羊。他们的主

要农作物是小麦，玉米，土豆等，玉米的种植也是为牲

畜提供饲料。

南部多为山区，纬度较低，海拔较低的山谷地区光

热资源丰富，适宜发展种植业，而在海拔较高的山地和

高原则以林业和畜牧业为主。蔬菜种类少，价格昂贵，

蔬菜烹饪方式也很少。

德国南北方存在饮食差异，北部地区靠近海洋，当

地人喜欢吃海产品及鱼类，而南部地区更偏爱小麦制作

的面食、肉类以及奶制品。且德国人更多吃肉，尤其是

猪肉，比如德国的特色菜是猪肘和各种香肠，其中比较

出名的有法兰克福香肠、纽伦堡香肠和柏林的咖喱香肠。

面包和啤酒德国人也非常喜欢，这两者在他们的饮食中

占据着重要地位。德国啤酒在世界上非常出名，每年在

慕尼黑举办的啤酒节是德国最盛大的民间活动之一，吸

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

德国人主食多以面包和土豆为主，面包口感偏硬，

是很好的“砸核桃工具”。因为过去生活艰苦，硬的面

包含水量低，益于运输和储存，耐嚼抗饿。这种饮食习

惯延续至今，德国人普遍注重健康饮食，认为食物对身

体健康至关重要，这种“钢铁”面包不含添加剂、防腐

剂，食用起来非常健康。

相比之下，中国地域辽阔，气候与地形丰富多样，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发达的农业经济，农作物品

类琳琅满目，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各地的气候和地形条

件都有所不同，因此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和烹饪方式也

有所不同，这也造就了饮食习惯与烹饪方式的多元性，

例如南方主食多为稻米，而北方喜吃面食。

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炒菜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这是因为中国蔬菜种类繁多，产量大，人们大多可以食

用新鲜蔬菜，为了更好地保留蔬菜本身的味道，中国人

发明了炒菜这种烹饪方式。炒菜不仅简单易行，而且烹

饪速度快，能够保留蔬菜的营养和口感，因此受到广泛

欢迎。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炒菜是餐桌上的常客，

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

除了炒菜外，酒，同样是中国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元素。中国有着悠久的酒文化历史，黄酒和白酒

是中国人最常饮用的酒类。在中国古代，酒被认为是珍

贵之物，被用作祭祀、宴请、送礼等场合的必备饮品。

在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中，酒也经常被用来表达情感、

渲染气氛。即便在现代社会，酒仍然是人们社交场合中

的重要饮品，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被广泛用于商务

宴请、朋友聚会等场合，由此也发展出中国独特的“酒

文化”及酒礼仪。前些年还有一些劝酒的陋习，以及不

喝酒办不了事的行为，多让参与宴席的德国人不解。

2 用餐工具

中餐在做法上注重刀工，许多菜肴会将食材切成薄

片、细丝或小块。筷子可以方便地对这些精细切割的食

材进行夹取和操控，符合中国菜精致细腻的特点。中国

菜食材丰富多样，从蔬菜、肉类到海鲜、豆制品等，形

态各异。筷子能灵活地夹取各种形状和质地的食物，无

论是细小的豆芽、滑嫩的豆腐，还是块状的肉类、圆形

的丸子等，都能轻松应对，精准地将食物送入口中。

在中国，筷子不仅是进餐的工具，更是文化传承的

载体。几千年来，筷子在历史的演变中承载了丰富的文

化内涵。在古代，筷子最初被用于夹取热食，随着时间

的推移，其用途逐渐拓展。在餐桌礼仪方面，使用筷子

有许多讲究和习俗。比如，不能用筷子指人、不能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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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中等等，这些传统习俗反映了中国人的谦逊、尊重和

和谐的价值观。

回顾历史，德国作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其用餐方

式受到古希腊、罗马文化以及中世纪欧洲贵族传统的影

响。刀叉在西方历史上逐渐成为正式用餐的标准工具，

德国也遵循了这一传统，将其融入到自己的饮食文化中。

在 19世纪末和 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和社会转

型，德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渐转变为工业社会。在这

个过程中，金属制成的刀叉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餐具，成

为德国人餐桌上的主流餐具。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德国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体现了西方工业文明的特色。

刀叉的使用在德国的饮食文化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由于德国的饮食结构以肉类为主，如著名的烤猪肘、香

肠等。这些肉类食物通常体积较大，上菜时是一个整体，

需要切割和分离。用叉固定，然后用刀可以方便地将食

物切成合适的大小，能够更加精准地控制食物的大小和

形状，便于咀嚼和食用。对于一些带有酱汁或配菜的菜

肴，刀叉可以方便地将食物与酱汁搭配起来食用，同时

也能避免手指直接接触食物，保持手部清洁。

德国人每天必不可少的食物就是面包，他们会将其

会搭配黄油和奶酪一起食用。刀可以用来涂抹黄油、果

酱在面包上，或者将奶酪切成小块，叉则用于叉起面包

或奶酪送入口中，这种搭配食用方式使用刀叉更为方便。

3 烹饪方式

中国的调味料丰富多样，盐、糖、生抽、老抽、味

精、椒盐、花椒、八角、桂皮、香叶等等等等，不同菜

系、不同烹饪方式所需要的调料也不同，不同的调味料

可以组合出各种风味，许多酱料制作工艺非常繁琐，制

作过程非常复杂，寻常人家很难学会，比如火锅底料。

但是人们将其买回家后，任意食物放进去一起煮，都会

非常好吃，因此火锅底料是中国留学生出国的必备清单

之一，既有家乡风味，能够缓解思乡之情，又方便，不

会做饭的人也能轻易制作出可口的饭菜，还好吃。

德国的常用调味料有盐、糖、黑胡椒、黄油、芝士

等，种类较少，烹饪方式也比较少，例如烤、炖、煎、

煮、生食。且德国人喜欢吃冷食，无论是早上还是晚上。

因此德国家庭中的厨具，多为平底锅。

但中国人喜欢吃热食，做菜时喜欢爆炒，讲究锅气，

因此多用炒锅，锅更深，受热面更均匀。且做菜时，讲

究灵活和随意性，调料和食材配比通常会用“适量”或

是“几勺”来描述，也不说是多大的勺子，容易让做饭

新手或是外国人摸不着头脑。中国人把烹饪看作是凭个

人感觉的一种艺术创造，通过调料来追求饮食的美味，

所以中国人把烹饪也称之为厨艺即一门艺术。

德国人则是喜欢将菜谱，描述的清清楚楚，甚至精

确到克，烹制多久，详细列出，正如德国人严谨的态度

那样，追求精确和标准化，严谨的德国人在各个领域都

追求精确性和标准化，烹饪也不例外。将食谱精确到克

可以确保每一次烹饪都能达到一致的效果，保证菜品的

质量和口味稳定。他们认为只有通过精确的测量和严格

按照食谱操作，才能制作出理想的菜肴。

他们具有较强的科学和理性思维。在烹饪中，精确

到克的食谱是基于对食材特性、化学反应和烹饪原理的

理解。他们将烹饪视为一门科学，通过精确的计量来实

现食材之间的最佳搭配和化学反应，以达到理想的口感

和风味，这体现了他们用理性和科学的方法对待生活中

的各个方面，包括饮食。

德国的许多经典菜肴都有固定的制作方法和配方。

将食谱精确记录并严格遵循，是对传统的尊重和传承。

他们认为，只有按照先辈们传承下来的精确方式制作，

才能保留这些传统菜肴的原汁原味，让后代能够品尝到

正宗的德国美食，从而延续和弘扬本国的饮食文化。这

正是德国的烹饪菜谱跟中国烹饪菜谱的不同之处。

4 进食方式

德国人偏好分餐制，这一饮食习惯反映了他们对个

体独立性和自我尊重的重视。在分餐制下，每个人使用

自己独立的餐具，不会触碰他人的食物，这种做法不仅

避免了食物的交叉污染，也体现了德国文化中对个人空

间和隐私的尊重。

分餐制让每个用餐者能够根据自己的口味和需求

自由选择食物，而不需要顾及他人的喜好。这种饮食习

惯鼓励个体独立思考和选择，强调自我意识和独立性。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食物份额，以保证个体的需求和

权利得到满足。在德国文化中，个体性被赋予极高的价

值，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权决定自

己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

基督教文化中的感恩与敬畏之心，也使得德国人在

饮食上注重个人的节制和对食物的尊重，分餐制有助于

每个人更好地控制食量，避免浪费。

此外，分餐制还与德国人追求效率和逻辑性的性格

特点相呼应。在分餐制下，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

用餐，避免了等待和催促他人的情况，提高了用餐的效

率和舒适度。这种制度也体现了德国文化中的条理性和

规划性，强调规则和秩序。

在中国，合餐制是一种常见的用餐方式，无论人数

多少，大家围坐在一起共同享用几道菜肴。这种用餐方

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集体主义紧密相关。儒家文

化强调家族观念和人伦秩序，合餐时大家围坐在一张桌

子旁，共同分享各种菜肴，人们可以方便地互相交谈、

互动，有助于增强凝聚力和彼此之间的感情，促进人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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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和谐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聚餐被视为团结

和和谐的象征。

合餐制下，餐桌上通常会摆放多种菜肴，每个人都

可以品尝到不同的口味和菜品，丰富了饮食的种类和口

感体验。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食物，同时也有

机会尝试一些平时不太会单独点的菜肴，增加了饮食的

多样性和趣味性。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卫生和健康的关注度不断提高，

公筷的使用在中国的饭桌上变得越来越普遍，推动了文

明餐桌的普及和发展。

5 就餐礼节

在中国，礼节被视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尤其在餐桌文化中。对于中国人来说，餐桌上的每

一个细节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义，体现了对他人的尊

重和谦逊。

首先，对于座位的安排，中国人非常讲究。在家庭

聚餐中，年长者或长辈通常坐在主位，其他家庭成员按

照年龄和地位依次入座。在正式场合，如商务宴请或与

领导共进晚餐时，座位的安排则更加严格。通常要等到

长辈或领导坐下后，晚辈或下属才能就座。这不仅体现

了对长辈和领导的尊重，也显示了整个家庭或团队的秩

序和团结。

在餐桌上，长辈或主位的人动筷子之前，其他人不

能开始用餐。这表示对长辈的尊敬和对主人的感谢。同

样，当长辈或领导夹菜或敬酒时，其他人应放下手中的

筷子或酒杯，以示尊重。

此外，敬酒时说祝酒辞也是中国餐桌文化中的重要

环节。祝酒辞通常是对长辈、领导或亲朋好友的祝福和

美好祝愿。这些祝酒辞不仅传达了诚挚的祝福，还体现

了中国人的谦逊和礼貌。

德国人在吃饭的时候也有自己的礼节，在餐具的摆

放方面，德国人非常讲究。餐盘、刀叉、酒杯等餐具的

摆放位置都有明确的规定。例如，刀叉并排平行地放在

盘上，通常表示已经吃饱，不再需要继续进餐。这种摆

放方式不仅是对个人进餐量的控制，也是对他人的尊重。

同时，刀叉相交放在盘中则意味着稍事休息后还将继续

用餐。

德国人在餐桌上的礼仪体现了他们严谨、节俭和尊

重他人的特点。这些规定和礼节不仅有助于维护良好的

用餐氛围，也传承了德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遵守这

些礼节，德国人展示了他们对生活和人际交往的尊重，

也为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客人提供了更加愉快的用餐体

验。

6 结语

饮食文化差异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并表现在方方

面面。在跨文化交流中，要提前了解对方的饮食禁忌和

偏好，尊重对方对食物的选择和喜好，遵守双方的礼仪，

要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食物的不同认知和接受

程度。

邀请德国人用餐时，用餐过程中，可以主动向德国

人介绍中国菜的特点、烹饪方法和负载其中的文化内涵，

让对方更深入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同时，也可以询问

德国人对中国菜的感受和看法，增进彼此的交流和理解。

不强行要求对方合餐，不替对方夹菜，不以中国人认为

好的方式对待对方，尊重双方的差异性。

如此能够促进双方理解和友谊，促进饮食文化的传

播与融合，推动商务合作与交流。相互借鉴与融合，丰

富彼此的文化内涵。在跨文化交流中，能够理解并适应

不同的饮食文化，展现出开放、包容的态度，是跨文化

交际能力的重要体现。在当今世界中，提升跨文化沟通

能力，能够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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