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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古典饮食文明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公众对华夏古典饮食习俗的

热爱和重要性在今天依然显著,维护这些饮食习俗的方法至关重要。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些饮食传统在现

代社会的意义,并积极为其保留和传承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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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inary traditions of China constitute a significant element of the nation's broader cultural 

heritage.In light of society's appetite for China's age-old culinary traditions, we must recognize the significance 

these practices hold today and strive to safeguard them, thereby educating others about their modern relevance 

and aiding in their pre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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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家领导人强调,中华民族卓越的文明是在不断的革新和

缔造中诞生的,我们应当取得更大的进步。华夏饮食文化乃是国

粹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应致力于传承、守护并且促进这一悠

久的饮食文明的繁荣。旨在维护和继承中国传统美味的精髓,

自计划启动一年以来,本研究通过详细调研,获取了许多关于传

统饮食文化的资讯。接下来,笔者将从群众对中国传统饮食文化

的渴求、该文化在今日社会的重要性及其保护措施等几个角度

进行阐释。 

1 民众对中华传统美食文化的需求 

研究显示,约93%的民众渴望传统饮食文化,主要出于味觉

享受和对传统习俗的记忆。随着经济和物质财富的增长,人们追

求更高品质生活,不仅满足基本需求,也注重饮食口感和精神富

足。旅行成为主流休闲方式,人们通过体验地方文化和美食来丰

富生活。中国饮食文化孕育了独特的民族风味,但随着技术发展,

传统美食逐渐失去光彩,需要立即保护和发扬。公众对传承美食

文化的意识提升,不仅关注食物本身,更重视其文化内涵。《舌尖

上的中国》节目以平易近人的方式解读传统文化,唤醒了人们对

传统美味的回忆,展示了美食超越食物本身,成为文化传承的一

部分。 

2 传统美食文化的当代价值 

2.1经济价值一保持民族风情,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通过初步的资讯搜集和实地考察,我们认识到自然地貌在

饮食传统的塑造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我国版图广袤,自然

景观和气候类型具有丰富多元性,各个地方的饮食传统各有特

色。每个地方需依据本土环境状况、风土人情和深厚历史底蕴

打造富有民族风貌的特色镇落,以此促进周边经济的增长。庄河

市位于辽宁省,其得天独厚的海洋气候和沙质壤土为当地农产

品的生产提供了良好条件。特别是庄河大鸡,以其肉质鲜美、营

养丰富而闻名于世。这种大鸡体型庞大,肉质细腻,富含蛋白质

和各类营养元素,口感极佳,深受消费者喜爱。庄河市依托这一

独特资源,发展了以烹制鸡大骨为主打的美食特色,使其成为当

地的一张名片,庄河大鸡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地方文化和经

济发展的象征。通过对当地土壤、气候和养殖技术的优化利用,

庄河市成功打造了适合大鸡生长的良好环境,为本地农业增加

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大鸡的养殖和烹制不仅带动了农民增收,

还吸引了大量游客和美食爱好者前来品尝,促进了当地旅游和

餐饮业的发展,此外,庄河市的成功经验也为其他地区在本土特

色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寻找到了一种可持续的模式。通过保护

和传承本土饮食文化,结合地方自然环境和人文特色,各地可以

开发出更多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的特色美食,从而推动当

地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 

综上所述,庄河市凭借其独特的自然地貌和优越的生产条

件,培育和推广了庄河大鸡这一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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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特产。这不仅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也为本土文化

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展示了中国丰富多样的饮食文

化和地方特色的魅力。 

2.2文化价值—潜移默化,丰富精神世界 

社交媒体上频繁分享的美食摄影和烹饪内容,反映了人们

对美食的深厚喜爱和探索精神。《比邻而居》一书通过烹饪艺术

展现了细腻的社交网络,美食已超越解饥功能,影响着人们的观

念和生活方式。顾客开始慢品美食,体验其中的故事和情感。《神

厨小福贵》动画以传统皇宫佳肴为中心,展示了食材选择和烹饪

过程的重要性。经典饮食文化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人们的生活观,

提升了生活品质,使中华文明精髓融入日常生活,增强了荣誉感

和使命感。 

总而言之,美食不仅是填饱肚子的物质需求,更是一种文化

的传承和情感的表达。在当代社会,通过分享美食内容、品尝美

食、慢品美食等方式,人们重拾对美食的热情,感受到美食带来

的喜悦和满足。经典饮食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观念和行为习惯,提升了生活品质,使人们更加热爱和珍惜传统

文化的瑰宝,同时也让中华文明的精髓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为

人们的生活增添了更多的欢乐与意义。愿美食文化继续繁荣发

展,成为连接人与人、传承文明的纽带,让我们共同感受美食带

来的文化魅力和人文情怀。 

2.3社会生活价值一食疗养生,具有当代价值 

中华饮食传统与健康紧密相连,强调五种主粮滋补六大脏

器,倡导"药食同源",通过食疗预防和治疗疾病。药膳的优势在

于安全性高、成本低,且无需忍受药物苦涩,享受美食的同时促

进健康。现代青年越来越倾向于采用食物疗法进行减重和调养,

这一养生之道彰显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内在价值。古代饮食文化

提倡平衡摄入各类营养素,强调五谷为主,适量畜肉,多样蔬菜,

适宜水果。然而,随着饮食习惯西化,传统饮食模式被忽视,导致

高血压、高血糖等健康问题。因此,回归古法饮食,平衡营养摄

入,是现代生活的健康选择。 

3 保护和传承传统美食文化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是经典饮食习俗。对它

们的保护和促进具有深远的实际价值。对高校创业培训课程中

的观察、听说与体会进行汇总,我提议采纳以下几个策略。 

3.1建立美食文化体验馆 

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计划提出打造饮食文明体验中心,推

广本土美食传承。中心将集成科学普及、制造参与、互动游戏

和美食品鉴,提供独特感官体验。中心将由大学生和资深退休人

员提供食物风味、营养和趣闻的科普,邀请传统美食传承者和烹

饪专家展示技艺,并提供实践机会。文化体验空间将为每道菜肴

赋予人格化特质,让消费者通过角色扮演深入体验菜肴背景故

事,加深对美食文化的认识。中心面向旅行者和学生,旨在培养

青少年对传统美食的好奇心,通过旅游和学校合作,促进地域文

化交流,帮助学生和游客深入探索饮食文明,成为饮食文化的体

验者和传承者。 

3.2建立特色文化小镇 

悠久的饮食传统蕴含地域特色与历史沉淀。应挖掘各民族

独特性,打造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小镇,促进观光、农业和经济

发展,传承华夏传统文化。政府需提供保护、指导和财政支持,

确保文化乡镇持续创新。同时,政府应技术革新保存传统美食,

让民众随身携带故乡风味,缓解乡愁,推广当地美食,实现传统

美食的保存与交融。 

3.3充分发挥网络媒介的作用 

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手机成为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工具。利用人们在忙碌间隙的零星时间,通过轻松愉悦

的方式普及传统文化知识,成为保留民间美食传统的关键。例如,

女性向小游戏“食物语”将传统佳肴赋予人格特征,通过视觉与

味觉的结合,让玩家深刻体验每道菜肴所承载的情感故事,同时

通过任务解锁食材和食谱,加深对美食文化的了解。游戏还通过

“知识交友”模块,组织答题活动,传递文化遗产。电视节目《中

餐厅》和《向往的生活》通过推广策略,将中国经典佳肴推广至

海外,强调即点即烹饪,保持菜品的鲜活中国特色和情感。黄磊

在节目中精心烹饪传统佳肴,引发职场人士放慢生活节奏,分享

烹饪中华佳肴的图片,形成国内外的风尚。在大数据时代,传统

佳肴在海外焕发新生,加强了国际间的文化互动和传承。国内居

民重新挖掘传统饮食文化的魅力,致力于研究和革新,加强了相

互间的联系和沟通,提升了民族自豪感和团结力。通过互联网和

多媒体平台,中华美食文化得以有效传播和传承。 

3.4发展文创产品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经济社会的持续进步和都市生活

节奏的加快,大众消费理念不断更新,饮食服务行业亟需融入新

颖的文化因素。文化创意与美食结合成为创新方向,文化创意产

业的崛起带来了如紫禁城博物馆的“康熙偏好的巧克力”、“宫

廷三干美人奶茶”等文化创新商品,展示了将当代美食与古代文

明融合的可能性。以乾隆帝南巡时诞生的嘉兴腐乳肉为例,通过

挖掘其背后的故事,可以创造与美食相关的文化创新产品。将腐

乳肉进行真空封存,确保新鲜度,并配以描绘乾隆帝秘密巡游的

漫画指南,作为旅行纪念品,解决了携带异地美食回家的难题。

华夏文明历史悠久,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宽广的接纳度。在竞

争激烈的当代,文化财富需与创意和创新思维结合,才能成为竞

争优势。将中华民族的古典文明与新颖元素结合,可以培育文化

创新物品,推动本土饮食文化的全球普及,提升文化价值和民族

自豪感。 

4 结束语 

华夏经典饮食风俗确实是中国古典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体现了丰富的地域特色和历史积淀,也承载了深厚的文化

内涵和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从古至今,中国传统饮食不仅

是食物本身的味道,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表达,代代相传,成

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的传统饮食文明不

仅仅是简单的食物制作和口味,更是一种包含在饮食习惯、餐桌

礼仪、节庆习俗等方方面面的综合文化体现。例如,春节的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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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中秋的月饼、清明时节的寒食等传统节庆饮食,无不展示了

中国人民对于家庭、友情和传统的深厚感情。这些传统饮食不

仅仅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和文化的延续。 

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需

要我们继承和保护,更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扬光大。通

过改良与发扬,使其成为当代中国独特的文化景观和亮丽的风

景线,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繁荣贡献中国的智慧和力量。相信在

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必将焕发新的生机和

活力,继续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熠熠生辉。 

西安翻译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

S202312714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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