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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宴请礼仪比较

———餐桌禁忌

＊

冀彦君，贾秀英

( 山西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 “禁忌”这个词，国际学术界统称为“塔布”，源于中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土语，音译为“Taboo”。禁忌最初

只是一种迷信形式，是基于原始民族对于“玛那”( Manna，一种超自然力) 的崇信。然而，随着文化形态的改变，禁忌成为一

种有它自己基础的力量; 同时，也慢慢地远离了魔鬼迷信而独立，它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习惯、传统而最后变成了法律。随着

时代发展，全球化的脚步日益加快，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不论是领导人出访还是百姓会友，用餐都是不可避免且又十

分重要的一项活动。餐桌禁忌便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不同的国家由于文化、历史、地理环境等因素的不同，餐桌禁忌也各

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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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son of Banquet Etiquette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Taboo at Table

JI Yanjun，JIA Xiuying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

Abstract: The word `J̀in Ji＇＇，phonetically named as Taboo by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is originally a dia-
lect of the Polynesian island in the Pacific． Taboo is initially only a superstition of the Aboriginal belief for Man-
na superpower． Thereafter，taboo，with a power as its own special base and gradually far away from the devil
superstition，becomes a habit，a tradition and a law at last． As time goes by and the globalization is fast develo-
ping，there are more exchanges between countries． Eating is an important and inevitable activity，whether as a
part of a leader＇s visit or people＇s gathering． But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of cultures，history，and geography，

table manners and taboos are different． Therefore，the taboo at table becomes a problem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Key words : China; France; taboo at table; banquent

0 引 言

众所周知，不论在任何年代、任何国家，饮食

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人类文明中，

餐饮文化也占据着重要位置; 同时，餐饮作为社交

的一部分在人际交往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基于此，

餐饮已形成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在中国，人们最重

要的社交活动就是请客吃饭，大家非常享受宴饮的

热闹气氛。“同夹一盘菜，共饮一碗汤”的群享模式

触发了欢乐气氛。而法国人则将“吃”视为一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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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事，他们认为美食不仅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艺

术。然而，人们越是看重饮食行为，就越是制定各

种条条框框来规范饮食活动。于是，餐桌禁忌便成

为了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中国的餐桌禁忌与

法国的存在很多不同之处，通过了解，能发现双方

餐桌礼仪的特色和弱点; 通过比较，有利于我们学

习西方文化，学习其优势和长处。中国主人在设宴

招待客人时，桌上的菜不仅花样繁多，而且数量也

有一定的讲究。若是盛宴，主菜会更多，越名贵、
越奇特的菜越能显示出主人的殷勤和客人的身份，

且通常会造成很严重的浪费。而在法国，盛宴一般

准备四至五道菜，份量以吃完或稍有剩余为最佳。
如果是在家里待客，最好是吃完所有的菜，这样女

主人会很高兴，认为大家喜欢她做的菜。在这一方

面，中国人有必要向法国人学习，避免不必要的浪

费。当然，中国的餐桌文化也有其可取之处。中国

人以食为人生之至乐，气氛之热闹常常令人叹为观

止。中国人一坐上餐桌，便滔滔不绝，相互让菜、
劝酒，尽情地享受山珍海味，美味佳肴。而法国人

坐到餐桌上只是专心致志地享用自己盘里的食物，

基本不做交谈，即便讲话，音量也保持对方基本听

见的程 度。比 较 而 言，中 国 人 的 餐 桌 气 氛 比 较

“闹”，但这种“闹”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人家

庭温馨、邻里和睦、国人团结的“一团和气”。这样

的宴客方式才能体现主人的热情和诚恳。

1 中法餐桌禁忌的表现

1 ． 1 用餐前

1． 1． 1 餐桌选择禁忌

中华民族由于长期受到农耕文化和中国古典哲

学思想“和”的影响，形成了“大团圆”的意识观念。
在中国，凡是重要宴席的餐桌都选择圆桌，单从外

形上就能体现出团结和睦，实质上也是中国人看重

集体观念的表现，更是中国人对公平分配物质的向

往，因为圆桌上的食物距离每个人都是相等的。
而在西方，由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强调

“理性”及“以人为本”的人生理念，人们常“追求个

性解放”，这也体现在西方人对餐桌的选择上。法

国倾向于使用方形桌，因为方桌突出了个人位置

感，使个人的价值得到凸显。因为圆桌上每个人都

能看到所有人，这似乎是对个人隐私的一种侵犯。
法国人忌吃“大锅饭”，在他们看来，“大锅饭”是对

彼此不尊重的行为表现，所以，所有人都有自己的

餐具和分配均匀的食物。
1． 1． 2 餐桌座次禁忌

中国餐桌文化历史悠久，无论是便宴还是家

宴，最忌讳的就是席位座次不清，主宾尊卑无序，

师生无别。因此宴请时，每张餐桌上的具体位置应

当有 清 晰 的 区 分，排 列 位 次 的 方 法 基 本 有 以 下

4 点: ①中座为尊原则。三人一同就座用餐，坐在

中间的人在位次上高于两侧的人。②右高左低原

则。两人一同并排就座，通常以右为上座，以左为

下座。这是因为中餐上菜时多以顺时针的方向为上

菜方向，靠右坐的人因此要比靠左坐的人优先受到

照顾。③面门为上原则。用餐的时候，按照礼仪惯

例，面对正门者是上座，背对正门者是下座。④特

殊原则。高档餐厅里，往往有优美的景致或高雅的

演出供用餐者欣赏。这时，观赏角度最好的座位是

上座。在某些中低档餐馆用餐时，通常以靠墙的位

置为上座，靠过道的位置为下座。［1］139-141

在法国，也有着一套独特的法式餐桌文化，前

面提到西方一般都使用方桌，法国餐桌席位次序的

禁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异性二人同去就

餐，男士忌讳大男子主义，过度自我，应请女士坐

在自己的右边，不应让她坐在人来人往的过道边。
②夫妇同席，女士应在靠墙的一边，男士坐在其夫

人对面。③入座或离座均应从座椅的左侧进出，忌

从右侧或直接拉开椅子，这是没有礼貌和风度的表

现。④在宴席中，忌男士先入为主，不顾女宾，这

样做会令女士对男士感到厌恶。

1 ． 2 用餐中

中国人在用餐中的礼仪禁忌颇多。在对餐具的

要求上，中国在等候时忌讳玩弄餐具发出声响，尤

其忌讳用筷子敲碗，因为这被视作乞丐行乞的行

为。相传古时候有所谓蛊毒之说，人工培养的一种

毒虫叫姻，然后取百虫放入瓮中，经过很多年以后

打开，必有一只将其他的都吃掉，这只独存的就叫

蛊，人们在用蛊毒害他人时，为了使蛊起作用，就

要在卜毒时边念咒语边敲打碗盆。因此，用筷子敲

打碗盆成了中国人用餐时的大不敬。［2］在取餐时，

中国人要求每次取菜不应太多，应先吃离自己较近

的菜，忌起身去取离自己较远的菜，更不可以指使

别人帮自己取。在进餐时，中国人忌讳口含食物便

同他人交谈，也忌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中国

人通常认为饮食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如果在用餐

时犯了禁忌可能会带来厄运。比如说吃鱼，当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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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鱼身，需要翻转到另一面时，通常开车的人是

不会动筷子去翻的。他们认为如果翻了鱼身，那么

驾车的时候就会翻车。［3］此处值得一提的是“筷子

禁忌”，即与他人在餐桌交流中不可挥舞筷子，更

忌将筷子插在食物上，因为这是用来祭祀逝者的仪

式; 另外用筷子剔牙也被列入餐桌禁忌之列，甚至

被视为是没有教养的表现。
法国人对餐具也有要求。他们在等餐时，忌随

意摆弄刀叉，致使刀叉与碟碰撞发出响声，而且在

暂不使用刀的时候，应将刀刃朝向自己摆放。法国

人用餐时，由于每人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食物，故

没有取餐忌讳。他们在进餐时，忌将两手支在桌子

上，在放置刀叉时习惯于将一半放在碟子上，一半

放在餐桌上; 用刀轻轻切割盘中的食物时，忌大力

操作发出响声。法国人在用餐时，打嗝是大忌，如

若打嗝，要向大家表示歉意，更不要对着他人或对

着菜打嗝或打喷嚏。法国女性忌在餐桌上化妆。进

餐过程中，解开纽扣或当众脱衣也被划入禁忌之

列。

1 ． 3 用餐毕

中国人在吃完饭后忌讳说“我吃完了”，这意味

着自己将要死亡，没有机会再吃饭了，而应说“我

吃饱了”。同样，不知会一声而自行离开餐桌同样

被视为禁忌，客人如确有急事需先行告辞，应向主

人说明原因，表示歉意; 同时，为了不影响其他人，

可以请同桌其他人待久一点，继续刚刚的话题，同

时表示歉意，说明自己是真的有要事在身必须先行

告辞，而不是故意要扫大家的兴。［4］140

法国人饭毕，则将自己的餐具收回原处，忌随

意摆放。如果你受到邀请，初次到法国人家中用

餐，饭毕忌用餐巾大力抹嘴，应当注意仪态，用餐

巾一角轻轻地擦去油渍即可; 且忌将餐巾叠起，否

则会使主人感到尴尬与不快，因为这种行为在西方

被看作是不吉利的，它表明你今后将不再到他家来

用餐了。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将餐巾团成一团，放

在桌子旁。［5］24同样，法国人认为在进餐过程中不应

突然退席，若确实需要离开，要向左右的客人小声

打招呼。

2 中法餐桌禁忌差异的原因

2 ． 1 地理环境

中国地域广阔，南北跨度很大，并且有黄河与

长江两条重要灌溉河流，且平原、盆地众多，因此

以种植小麦、水稻等农业产业为主。而欧洲基本没

有广大肥沃的农耕平原做支撑，其山区众多，并不

适合种植小麦。除此之外，中国养生型大陆农业食

物因结构的需要，以汤的烧煮之食为主体，促成了

中国人在进餐方式上选择筷子。［6］78 法国位于欧洲

西部，海岸线绵长，约 2 700 公里，以温带海洋性

气候为主，全年温和湿润，游牧业相当发达，人们

习惯随身带刀，往往将肉烧熟，切割食用。大约至

15 世纪时，为了改进进餐，才使用了具有双尖的

叉，因为用刀把食物送进口里并不雅观。故叉才是

严格意义上的餐具，但叉的弱点是需要刀的切割辅

助，所以二者缺一不可。到 17 世纪末英国上流社会

开始使用具有三尖的叉，到 18 世纪才出现了四个

叉尖的叉子。筷子和刀叉，不仅产生了进食习惯的

差异，还影响了东西方人的生活观念。因为筷子都

是成双成对出现的，脱离任何一方都无法继续工

作，这恰恰体现出中国人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思

想。在中国，一家人坐在一起，用筷子就餐，体现

出一种团结的精神。而刀和叉必定带来分餐制，因

为在具体使用过程中，需要先用刀切，然后用叉将

其送入口中。可见，法国人始终把个人价值放在首

要位置，突出了个人主义至上的原则。

2 ． 2 文化内涵

中国和法国在餐桌禁忌方面存在不同之处，根

源在于文化差异，民族主流文化思想对餐桌禁忌的

形成有相当大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深受儒家和道教文化的影响。儒家的传统思想主要

强调“仁、义、礼、智、信”; 道家主张“顺应自然”、
“清净无为”。中国化的思维方式以辩证和整体思维

为主要特征，因为中国经历了漫长的以农耕为主的

封建社会，从而形成了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

会。这种社会是一种关系复杂的等级社会，注重集

体意识，贵中庸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建立在古希腊

文化传统上，强调平等、公正、民主，主张自由、开

放和开拓精神。西方文化统一的认同性是在文艺复

兴运动中形成的，而法国深受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

的影响，强调个体本位，注重个体意识。正如黑格

尔所言: “每个人都保持他自己的地位，关注于个

体的发展，要表现他们并且 在̀表现中寻找快乐。”

2 ． 3 价值观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且深深地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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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于人们的思想中，指导人们的行为。中国人走中

庸之道，人们崇尚长生不老，曾在很多故事中会听

到有长生不老药之说。因此，中餐崇尚的是理想的

养生主义。而西方人则强调个人价值，强调个人主

义至上原则，他们追求个体的舒适和健康。因此，

西餐崇尚现实的营养主义。

3 结 论

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不断深入，餐桌礼仪

的重要性也愈加凸显出来，而餐桌禁忌在两国的交

流合作中更是一个重要环节。本文以中法两国的餐

桌禁忌为例，具体阐述了两国在餐桌禁忌的表现及

原因，以防我国人民在宴请中失礼于外邦友人。进

一步讲，随着法国文化大量涌入中国，中国传统礼

仪正不断受到法国礼仪文化的冲击，这要求我们取

长补短、扬长避短，在保护中国礼仪的同时，又与

法国礼仪进行有效地融合，这更有利于中国和法国

的跨文化交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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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语

洛阳民俗博物馆所藏明清时期的木雕山神造

像，是对晋南地区山神信仰的直观展现。将其置于

山神信仰传统、晋南自然地理环境及社会文化背景

之下进行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其产生的原因

及历史价值。当然，这些木雕山神像的民俗特征及

民俗价值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虽然木料不名贵，

也非名家雕刻，但“正望其非冰心铁面而可利诱势

夺，故媚奥媚灶，投合所好”［17］770，四时的拜祭表

达了心中的敬畏，不断的香火体现了自己的虔诚。
“以开门即山，祀以辟虎狼”②，人们拜祭山神，而

山神给人们提供保护，这正反映了民间信仰的功利

性特征，同时也是神灵崇拜长盛不衰的一个关键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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