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方饮食在中国>>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西方饮食在中国>>

13位ISBN编号：9787500455141

10位ISBN编号：7500455143

出版时间：2007-1

出版时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陈芬森

页数：26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方饮食在中国>>

内容概要

　　《西方饮食在中国》以西方饮食向中国传播的历史演进为纵向线索，以“我”的个人感受和认识
为横向考察，采取散文化的笔调，将西方饮食传入中国的历史真实地再现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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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芬森男，汉族，湖南安仁县人。
1985年大学毕业，在地方政府部门工作。
后读研，1993年硕士毕业，在某国有企业工作。
已出版《国有企业改革沉思录》、《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农业市场竞争策略》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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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昔日的西餐    西餐不是近年从西方传来之物，大约从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的时候，他就带来了西
餐的烹饪技术和西餐的进食方法，明中叶大批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传经布道，将基督教教义向东方传
播的同时也传播了西方的饮食文化。
清末鸦片战争之后，五大通商口岸正式流行西餐，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人到国外游历求学频频，伴
随国人思想的革新，中华饮食文化加快了现代西食东传的文明历程。
当时有名的西餐馆有六国饭店的西餐厅，张森隆西餐馆等，辜鸿铭先生就常在那里吃西餐，并在西餐
厅里教训过洋人，辜鸿铭自己是个典型的西化人物，他在西洋留学十多年，对西方的文化非常认同，
但是他却更喜欢国粹，在他身上充分表现了东西文化的混合。
戴着瓜皮小帽穿着长袍大褂拖着长辫去吃西餐可能只有他一人而已，所以会遭到嘲笑，这使得他气不
打一处来，非得把嘲笑者骂一通才舒服。
如果现在我们看到一身民族打扮的东方人在西餐厅吃西餐，也许一点都不惊奇。
但是在辜鸿铭时代，吃西餐毕竟是一种时髦，并非当作家常便饭，只有外交场合以及试图进入外国人
的饮食生活圈子的有钱者才进入西餐馆，那是很正式的事情，平民百姓不可能把西餐当正餐的，西食
在广大的乡村和中小城市并不流行。
    即便如辜鸿铭时代，北平的西餐馆有一些，但是也并不正宗，可能是受到中国本位主义文化的影响
，怕是太正宗了要挨骂的，说你想全盘西化。
孙中山先生在他著的《建国方略》中就有批评西餐而肯定中餐的言论：“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
落人之后，唯饮食一道之进步。
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
中国所发明之食物，固大胜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
”“昔者，中西未通市以前，西人只知烹调之一道，法国为世界之冠。
及一尝中国之味，莫不以中国为冠矣。
”不过孙中山先生是从革命的立场出发，要求中国人在其他建设方面也都像在餐饮方面一样领先世界
，并不是否定西餐。
不过，西餐在辛亥革命时期还是不多见。
直到后来也是如此。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好几处写自己在红色西北地区因为采访的劳碌，经常想喝一杯
洋咖啡啃一块面包而不可得，为此一再感叹，可见西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并不普遍。
    那时一味吃西餐的人也没有几个，除了礼仪场合的需要，有头有脸的官员和士林也仅仅是将西餐当
作一种时髦而已，否则难免被人攻击为西化派。
“五四”之后，能背着全盘西化的名可能只有胡适受得起，因为胡适大名鼎鼎，不怕，一般人要是主
张西化就有崇洋媚外之嫌，有卖国主义之恶，谁敢不加入一点中国的东西?所以那时的西餐很带点中国
式西餐的味道。
就是说，中国的西餐总是做得不伦不类，吃西餐的人不像西人，这也情有可原。
关键是菜味儿不像，西餐里要求乳酪，中式西餐里没有；西餐面条里加“芝士”，中式西餐没有；西
餐里牛羊肉除了红烧之外，一般都是半生不熟，带着血迹，中式西餐都炖得烂熟；西点的主要成分是
奶油，而中式西点为了减少成本，不肯加奶油。
语言学家王力教授在20世纪40年代就谈到吃一顿名副其实的西餐的不易，他说只有逃难到青岛才能吃
上正儿八经的西餐，但是一旦青岛的西餐搬往内地，恐怕也要本土化，否则就肯定不会受欢迎。
这是当时国人对西餐的心理。
    后来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政，拒绝西方国家的政治干扰，西餐也就随着帝国主义的滚蛋而滚蛋，但
是在外交场合，西餐是必不可少用来招待外宾的主餐之一。
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当时最有名的是莫斯科餐厅和新侨饭店，除了这两家之外，大概就没有什么西
式餐厅了。
吃西餐成为上等人的享受，有幸吃一顿西餐那是平民梦想成为贵族阶层的一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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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活动当然成本计价很高，首先你吃不起，其次你请不起，第三你吃了请了但消受不起。
所以一般平民百姓向往着西餐，请客做宴的时髦活动还是放在中餐厅。
    一个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孩子是这样描述对莫斯科餐厅的体验：    说起来，莫斯科餐厅的饭菜未必
多对北京孩子的胃口，无非是西餐，猪牛鱼排、罐焖鸡、杂拌、鱼子酱、红菜汤、黄油、果酱、面包
、色拉、什锦炒饭、红茶、葡萄酒之类。
但“老莫”(六七十年代北京人对莫斯科餐厅的称谓)对北京孩子的吸引力，要害不在于饭菜的味道，
而在于饭外的东西。
说白了，那里的就餐环境，餐具，吃饭的姿势，都有别于中餐的“土”饭馆。
    莫斯科餐厅宽敞、高大，举架有7米之高，有大粗柱子支撑，进门给人金碧辉煌之感，桌椅台布透着
洋气，刀叉和杯盘更不待言。
服务员推车送餐，盛罐焖牛肉、罐焖鸡的是一种状似地球仪的器物，即使几片面包也用很正规的盘子
端上来，刀叉和茶杯托是一水儿的镀银货。
餐厅服务员的着装和态度也显得比别处温柔和妩媚。
所有这些在当时京城的饭馆中都能称得上“独一份”。
去“老莫”吃饭，是那个年代没有去吃过的许多北京孩子的理想，也是去吃过的许多北京孩子禁不住
常向别人回味一番的话题。
以至于或同学，或同院，很有不少孩子在一起花心思切磋攒钱凑钱，去一次老莫，已经构成一种现象
，而且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当年有什么大事难事麻烦别人，北京孩子的一句口头语就是：“事成之后，请你到‘老莫’吃一顿。
”    ——刘仰东，《红底金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改革开放后，国人首先面对的就是国外人口进入家门，进来后你得招待他们，首要的是得给他们准
备吃的，虽然入乡随俗是中西文化共同恪守的准则，但是好客的中国人总是尽可能满足客人的胃口，
当然就要做西餐给外人吃。
西餐和西食在中国之盛开始于这个时候，并在中国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渐渐流行起来。
到莫斯科餐厅吃饭已经不再是青年人追求的时髦了。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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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饮食究竟对我们及其后来者的体质和精神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西方饮食对中国的饮食文明进程
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作用?这对于读者来说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话题。
作者以敏锐的思维捕捉这一生活现象和奇特情景，用亦雅亦俗、亦庄亦谐的笔触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和
研究成果笔之于书，毫无疑问能为我们提供一个阅读消费的市场空间。
阅读对象不只是心宽体胖的美食家和文人墨客，也适应于广大的餐饮经营者、饮食研究专家及普通食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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