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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西方宴客习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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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 中西传统文化的不同
,

中西方在宴客 习俗上有很多差异
。

在跨文化交际活动 中产生 的误解
、

不快
、

关 系紧

张等问题都是 由于双方不 了解对方的文化习俗造成的
。

为 了在跨文化交际 中有更好的表现
,

有必要了解中西方宴客习俗的差

异
,

剖析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的原 因
,

探究中西思维方式的不 同
。

这样我们 能更好地理解不同的 中西文化
,

扫清跨文化交际中

的障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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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文化交际中
,

宴客是人们交流的重要社会 多少
,

什么样的烹饪方式能让人们充分吸收食物的

活动
。

由于文化的差异
,

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宴客习 营养
,

以及对人体有无任何副作用
。

所以在烹饪过

俗上有很多不同的传统和习惯
。

为了避免由于文 程 中
,

不同于中国破坏营养成分的油炸和蒸煮方

化差异造成在宴客活动中的交际失败或者产生误 式
,

他们尽量保持食物原有的营养和味道
,

比如很

解
,

非常有必要对中西方宴客习俗的差异作一个深 多蔬菜都是生吃
,

很多菜式也是清淡少油
。

人的了解
。

二
、

中西方宴客形式的差异

一
、

中西方宴客观念的差异 宴客就是请客吃饭
,

但也有不同的形式
。

这一

由于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的不同
,

中西方国家 点在西方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
。

西方的宴客形式

首先在宴客的观念上有较大的差异
。

中国人请客 从正式到非正式
,

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有席位的

吃饭时
,

首先非常重视端上宴席的菜肴
。

按照中国 宴请
、

自助餐
、

正式午餐
、

招待会
、

鸡尾酒会
、

聚餐

的俗话
“

民以食为天
,

食以味为先
” ,

我们吃饭时都 会
、

野餐
、

茶会
。

人们在宴请时采取哪种形式一般

是把追求美味作为首要 目的
。

所以人们在宴客时 取决于客人的身份
、

主人想要达到的 目的以及他的

一定要准备丰富多彩的酒菜
,

否则
,

很难称的上是 方便程度
。

上菜后
,

人们一般是各 自一盘
,

各吃各

在请客
。

当西方人在中国的传统宴席上看到不断 的
。

西方的宴客并不重吃
,

而是重宴客形式的自由

端上桌的凉菜和热菜时
,

他们都不得不惊呼菜式如 化
、

多样化
。

此层出不穷
。

因为他们的传统饭菜比较单一乏味
,

中国人请客吃饭
,

强调大家围坐在一起
,

共同

即使是正式的西餐宴席通常也只有六道菜
,

其中只 分享桌上的菜肴
。

同时宴客非常讲究排场
,

一般正

有两道是主菜
。

更有些没经验的西方人
,

菜一上桌 式的宴席至少有十个菜式
,

而且菜肴往往要超过人

就放开肚皮吃
,

当他感到肚满时
,

发现菜才上到一 们所能消耗的量
。

菜式越丰富
,

越能体现主人的热

半
,

这时他也只能望菜兴叹了
。

情好客
。

比较随便的形式则是几个朋友聚在一起
,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

中国人一般从
“

色
、

不讲究礼仪
,

不讲究饭菜的样式
,

追求轻松和谐的

香
、

味
、

形
”

等方面来评价菜式的好坏优劣
,

看重菜 气氛
。

式能否以食表意
,

以物传情
。

可以说中国人吃的是 三
、

中西方宴客礼仪的差异
口味感觉

,

对美味的追求几乎达到了极致
,

烹饪的 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宴请的礼仪上也有很多差

过程也极具趣味性
,

而这也正是中国饮食的魅力
。

异
。

宴客的礼仪首先体现在就餐座位的安排上
。

当我们把美味作为饮食的最重要目的时
,

我们却忽 西方国家宴客时
,

人们一般围坐在长方形的餐桌
,

视了食物本身的营养价值
。

和中国的饮食观念相 客人坐在桌子的两侧
,

主人则坐在桌子的两头
。

女

比较
,

西方则是一种讲求营养科学的饮食观念
。

他 主宾一般坐在男主人的右边
,

她可 以是一位年龄最

们的菜式比较单一
,

在烹饪方面更是逊于中国
,

但 大的女士
,

也可能是一个刚刚订婚的年轻女孩子
,

是他们很重视食物对人的营养
,

注重食物本身的营 或者是男主宾的夫人
。

男主宾则坐在女主人的右

养成分
,

如蛋白质
、

脂肪
、

热量和维生素含量到底有 边
。

也可以按照主人的安排
,

让男女客人分成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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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下
。

中国人宴客传统上用方桌
,

有南尊北卑的观

念
,

以面向南为上座
,

以面向北为下座
。

在大多数

的宴会中
,

客人中的主宾
、

年长者
、

或者位高权重的

人首先人座并坐上座
,

其余的客人再人座
,

主人则

最后人座并坐下座
。

由于封建思想的影响
,

有别于

西方尊重女性
、

女士优先的原则
,

长期以来在中国

的宴会上女性的排位都是受到忽视的
。

另外就餐具的使用来说
,

西方人用刀叉
,

中国

人用筷子
,

它们的用法都有各 自的规矩
。

在中国
,

端上一桌菜
,

一桌人都可 以用筷子夹
。

但是
,

在西

方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餐具
。

但是随着中西文化经

济的交往发展
,

很多西方人学着用筷子
,

而中国人

也开始常常进西餐厅使用刀叉用餐
。

另外一个方

面
,

中国人宴客开始时
,

所有的客人都会等待主人
,

只有当主人请大家用餐时
,

宴会才开始
。

一般来

说
,

主人会给主宾和年长者夹菜
,

请其先用
,

以示尊

敬
。

西方人宴客的礼仪还体现在主人和客人的着

装
,

餐具的质地规格和菜式的类别上
。

首先
,

参加

宴会衣着要整齐
,

往往还要求穿礼服
。

其次
,

餐具

要擦拭干净
,

玻璃器皿要闪闪发光
,

菜式要适合客

人的口味
。

四
、

中西方宴客气氛的差异

最后
,

中西方宴客在餐桌气氛上也有很大的差

异
。

中国人宴客时
,

主人特别热情
,

大家滔滔不绝
,

追求热闹欢快的气氛
。

宴席一开始
,

主人就频频地

向客人劝酒劝菜
,

不但 口头上劝他们一定要吃好喝

好
,

而且还不断地为客人夹菜添酒
。

无论桌上的菜

多么丰盛
,

主人嘴上总要谦虚地说
“

没什么好吃的
,

菜做得不好
,

随便吃点
” 。

中国人在餐桌上表现出

来的这种热情
、

好客和谦虚常常令西方人难以理

解
、

无所适从
,

甚至觉得反感
“

没什么吃的
,

又何必

请我 菜做的不好
,

又为什么要拿来招待我
” 。

西方人宴客也追求轻松和谐的气氛
,

但不会那

么讲究排场
,

准备的饭菜比较简单
。

主人尊重客人

的个人意愿
,

不会频频向客人劝酒劝菜
,

各 自吃各

自的
,

想吃什么 自己随意添加
。

中国人在西方国家做客时
,

对此则很不习惯
,

觉得主人对 自己不够热情
,

甚至有点冷漠
。

总的来

说
,

中国人在宴席上追求献筹交错 的热闹欢快氛

围
,

西方人在餐桌上则显得比较安静
,

想让客人享

受一段自由自在的美好时光
。

五
、

结语

由于中西方传统文化的不同
,

中西方在宴客的

观念
、

形式
、

礼仪
、

气氛等方面表现出了较大的差

异
。

首先
,

中国人追求食物的味道和外观
,

西方人

则注重食物本身的营养
。

其次
,

中国人在宴客时强

调热闹愉快的气氛
,

相反
,

西方人宴客则比较注重

一些操作规范
。

在跨文化交际中
,

由于文化差异经

常会导致一些误会和尴尬
。

所以只有更好地了解

中西方国家的文化差异
,

研究中国和西方国家文化

习俗的不同
,

才能尽量避免在跨文化交际中可能产

生的误解
、

不快或者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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