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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食品的文化意义与现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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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下中国大力发展以乡土文化为依托的乡村休闲旅

游产业的战略支撑及城市人乡土情感回归意愿增强的背景

下$针对当前乡土食品面临着被淡忘甚至消亡的问题$从探

讨乡土食品与乡村文化发展的关系出发$剖析了乡土食品所

拥有的生态文化内涵&历史文化内涵以及情感内涵的三大文

化意义$解读了现代食品生态绿色和文化回归的现象$提出

了包含严格保育乡土食品依赖的自然环境&重塑传承乡土食

品文化的活力乡村$以及培育并创新利用传达乡土文化情感

内涵的现代媒介的三大乡土食品的现代传承策略!

关键词!乡土食品%乡村文化%文化内涵%情感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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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道出了千百年来中国人对食物的重视以

及为食物赋予的文化与情感意义&纪录片1舌尖上的中国2

以中国乡土美食为对象%以介绍最原生态的采摘食材方式以

及制作-烹调方式%并展示出不同地域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

及其与之匹配的居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为核心内容%激

起了无数人的乡愁与向往)

"

*

&乡村特色食品是中国不同民

族-不同地域的居民经过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沉淀的产

物%它是乡村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

然而%正处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其广大乡村地

区的发展随着人口大量快速流向城市%+各类资源被城市虹

吸式的掠夺而日渐式微,&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乡土食品

随着乡村的衰败-凋敝-消失也存在逐渐被人淡忘甚至面临

消失的可能&基于此%乡土食品在原材料选择-生产-制作-

烹调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与情感意义%作为乡村传统文

化的一部分%也与其他类型的传统乡村文化一样正面临着形

势严峻的生存与传承问题&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政府对乡村发展与建设要求的政

策思路开始转型%即+从单纯注重空间建设到注重其经济-社

会-文化的全面发展,&

(#"'

年%中国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

依托农村绿水青山-田园风光-乡土文化等资源%大力发展休

闲度假-旅游观光-养生养老-创意农业-农耕体验-乡村手工

艺等%使之成为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新兴支柱产业)

(

*

&,这

其中%传统的乡土食品作为乡土文化和乡村旅游的重要展示

与体验的部分%最能够体现中国农耕文明特色的文化与情感

基因&在城市+食品安全恐慌,日益凸显%且千篇一律的快餐

食品-工业食品逐渐被人们厌倦的当下%城市人群面对生活

不同方面的压力%开始着眼于生活质量的提升和精神需求的

满足%憧憬向乡土自然原生态的回归&

很显然%乡土食品在大多数非专业人士看来是天然的%

更健康%更安全'''当然%从专业的角度看事实并非如此&

但在大众心目里%乡土食品不仅是满足这种日常生活与文化

情感需求的重要物质载体%而且成为了使城乡资源快速连

接-流动的重要资源依托&因此%在国家大力发展以乡土文

化为依托的乡村休闲旅游产业的战略支撑及城市人乡土情

:"(



感回归意愿增强的背景下%探讨乡土食品的文化意义对于传

统乡村文化的保育及现代传承具有现实意义&

"

!

乡土食品与乡村文化的关系
乡土食品是指不同地区因气候-物产-社会经济-生活习

俗等方面的差异所造就的拥有独特历史-文化-技艺以及风

味%且具有一定代表性和知名度的地方性特色食品或饮食&

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自然环境-社会经济以及生活习俗

等差异性很大%造就了丰富多样的乡土食品)

!

*

&乡土食品在

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应运而生%是人类接受大自然给予的

馈赠%并将人类智慧-地方文化-情感基因揉合贯通的产物&

这一产物很好地诠释出乡村中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并体现

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源自农耕文化核心的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天人合一,思想的传统文化主流&

中国传统的乡土文化中蕴藏着民间传说-宗教故事-方

言俚语-村规民约-生产方式-民间信仰%以及民俗艺术等丰

富的乡村文化资源)

N

*

&这些乡土文化必须依托乡村的物质

载体和村民持续的各类生产生活活动才能得以传承与发展&

中国传统的乡土食品因其既具有自然属性又拥有贯穿于村

民生产生活全过程的社会经济属性%从而作为一种独特的物

质载体%起到了展示和传承乡村文化的重要作用&

(

!

乡土食品的文化内涵
乡土食品是承载乡村文化%连接人与自然-人与家乡-人

与人的物质载体&因此%乡土食品的文化内涵应包括生态文

化-历史文化-情感文化三个方面&

(6"

!

生态文化内涵

乡土食品源于大自然%与生俱来的是其自然物质属性&

自然环境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中国各地区食品文化的丰富

性&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经过数千年的更替演变%古人在

适应当地自然地理条件禀赋的过程中%逐渐营造出以河南斐

李岗-河北磁山文化为代表的北方粟作旱地农业%及以湖南

彭头山-浙江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南方稻作水田农业的不同

农业特色分区)

%

*

&不仅不同的农业分区造成南北方食品来

源的差异%而且%因各地不同的气候-水源等自然条件%以及

生产生活方式及民俗仪式活动的差别%人们在乡土食品的原

料来源-加工工艺和储藏方式等方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差异&

随之%形成了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乡土食品文化%并随时间

演变不断地被传承下来&

对于骨子里传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理念的中国

人来说%遵循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从大自然中获取食材是尤

为可贵的&尽管近年来工业化-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可以

利用技术培养出代替自然食材的食物也越来越多%但是生活

在乡村环境下的人还是更喜欢纯自然的食材%也喜欢利用最

原始的烹调方式烹制出来的食品&他们更愿意投入到大自

然中%遵循自然规律%不肆意破坏自然环境%感恩方寸土地带

给他们的特别的食材%并尽力去呵护-延续这一自然的馈赠&

正因为如此%即使在全球化-工业化与现代化日渐广泛-日渐

深入的时代%乡村中关于农耕的乡土文化也还能在这种根深

蒂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文化基因中得以延续和发展&

(6(

!

历史文化内涵

乡村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在农耕

时代就形成了的固定的人群聚落&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地进

步%乡村活动日益突出%比如家族聚会-宗教仪式-重大节庆

等&无论家庭或村落中各类的仪式-活动都离不开乡土的食

品&至此%乡土食品不再仅仅是满足于温饱之需的自然物

质%而开始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内涵&

早期宗教仪式多是祭祀活动%多以供奉食品为主要形

式%是祭祀行为的一种标准&1诗经.小雅.楚茨2讲到"+絆

芬孝祀%神嗜饮食%卜尔百福%如畿如式&,主要是说给神祖供

奉可口美味的食品%神祖会赐福于你&不仅如此%中国不同

的传统节日也都有被象征的代表性食物%比如端午节的粽

子-雄黄酒等&端午节历经数千年的沧桑变迁%虽然其功能

经历了从早期的以祈福为主过渡到现在以纪念屈原-休闲娱

乐为主的变化过程%而且其风俗习惯也随之发生着时代性的

变化%但粽子作为端午节代表性的乡土食品一直是中国人在

这个节日里的餐桌必备之物&可见%从早期到现今%不管乡

土食品的取材-制作工艺等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它所承载的

历史文化内涵是基本不变的&

乡土食品作为中国饮食文化的一部分%与中国历史和传

统文化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人日常

生活中得以传承与延续的重要物质载体&

(6!

!

情感文化内涵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扩展%越来越多的人从乡村而来%奔

走在城市的钢筋混凝土之间%但是心中还是忘不掉浓浓的

+乡土情结,&属于家乡独特风味的食品总会勾起人们心中

那份乡愁&虽然吃惯了城市的速食%但是每逢过年过节%人

们总会在第一时间从城市的各个角落赶回家里团圆&乡土

食品也许比不上城市中的大鱼大肉%但是里面包含的尽是最

依恋的妈妈味道和最魂牵梦萦的家乡味道&

乡土食品里包含的情感文化内涵%既呈现了中华民族传

承千年的乡土文化烙印%也体现了现代中国人深厚的+乡愁,

情结&正是这看似简单却饱含深厚情感内涵的乡土食品自

然而然地-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了中国人的乡土记忆与文化&

!

!

现代食品需求的乡土情感回归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餐桌上的食品种类也不

断增多&随之而来的是食品安全问题的频仍发生%使得人们

不仅对于现代食品的选取日趋谨慎%而且对于拥有自然-安

全标签的传统乡土食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乡土环境中自然-

原始的食材和烹调方式迎合了他们的口味%乡村中越来越多

的农家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向往接近大自然的城市人&

由于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又长期处于生活压力大-生

存竞争强度大的环境中%城市人对于食品的追求%早已远远

超过最原始-最简单的生存需要%而是吃文化-吃氛围-吃服

务)

'

*

&+吃,这一中国人最看重的需求%在现代社会已经跨越

了原本的物质层面提升至对精神文化的追求&

由此可见%现代人对食品的选择与需求已经从对+大鱼

大肉,的重视转变为对+自然-健康-绿色-生态,理念的追随&

而这样一种对乡村自然绿色食品需求的回归%更多的是现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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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中国农耕文明记忆的重拾%对中国乡村文化的重新肯定

和对乡土情感的重塑&

N

!

乡土食品的现代传承策略
N6"

!

严格保育乡土食品依赖的自然环境

乡村自然环境是乡土食品存在的基础&乡土食品中对于

食材的选取-制作工艺和储藏方式都与乡村自然环境紧密相

连&但是%早前以单纯追求
OVX

为主要发展目标的城乡建设

模式%使得广大乡村地区的自然环境或遭到了破坏%包括土

壤-气候-原有的地形地貌%在强行注入城市血液之后发生的

改变&要改善乡村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的日趋恶化趋势%应

该在国家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指引下%重新展开对乡土食品赖

以生存之自然环境的保育行动$提出更有针对性的乡村自然

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实施细则$加强执法力度$加强乡

村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培育的宣传教育与行为管制&

N6(

!

重塑传承乡土食品文化的活力乡村

乡土食品作为乡村文化的一部分%需要村庄这个空间物

质载体作为依托才能得以保育与传承&当前一些乡村依然

缺乏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以及对现代文化的培育意识%忽视

了村民现代生产生活需求与传统村落民居物质空间供给的

矛盾%使得乡村人口流失愈发严重%村庄活力尽失)

$

*

&要想

让以乡土食品为代表的乡村文化得到真正的保育与现代传

承%就应该重塑乡村的吸引力和活力&一是应在充分尊重现

代乡村人生产生活需求与方式的基础上%保持居民在这里生

产生活繁衍生息的风貌%形成人-村互养的良性循环&第二

必须创造留得住人的生存与发展条件%让村民!尤其是青年

一代#自主自愿回归乡村%让他们能够在就近生产的条件下

真正富起来%才能使他们真正留下来%扎下根%真正认同自己

的乡土文化&唯如此%传统乡土文化的形式与内容才会被接

纳%并与当下的生活关联且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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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并创新利用传达乡土文化情感内涵的现代媒介

N6!6"

!

培育年轻一代乡土文化现代传承的思维
!

政府作为

财政主体%应积极出资鼓励优秀的年轻人或者学生进入乡

村%对乡土食品-乡村建筑-乡村民俗等进行深入学习考察&

比如"跟随当地居民参与传统食品的制作-原材料的采摘等%

让年轻人能够掌握这一食品的制作工艺%有传承乡村文化的

意识&在下乡的同时%年轻人也带入了现代社会的思维方式

和城市的消费需求%在交流-碰撞与融合中促进乡土食品加

工工艺不断完善提高%并与城市生活需求接轨&

N6!6(

!

创新利用互联网平台的媒介作用
!

在当今微博-微信

公众号等传播方式扁平化的数字时代%各地的传统乡土食

品-乡土建筑-乡村民俗活动等都可以拍摄成图片或者视频%

零成本上传到公众号或者微博中&即使是数千里之外的消

费者也可以通过观看视频或者图片的方式了解到乡村文化

环境&任何地方的消费者都可以在宣传视频下添加购买当

地特色食品或者手工艺品等的链接%借助支付宝-微信支付%

以及全球最发达最迅捷的快递网络%快速购买到心仪的商品

甚至服务&

要建立乡土文化宣传与体验服务的网站和
=XX

%利用文

字或图片的形式展现传统乡土食品-特色服装或者传统的风

俗%或拍摄纪录片%或制作
;T

展示界面%将当地自然与文化

环境%包括乡土食品的制作工艺等进行动态-立体的展示宣

传&站内还可以增加+近距离访问,窗口%包含农家乐-网上

预定民宿-民俗活动体验预定等&这一窗口可以自行检索到

达目的地的路线-里程等%让访问者可以近距离感受当地特

色的乡村自然与文化环境带来的不同感受%以及现代化-智

能化的旅游服务&

%

!

结语
乡土食品是中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居民经过上百年

甚至上千年历史沉淀的产物%它是乡村文化的一部分%也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在重塑传承乡土食品文化的过

程中%要充分发挥现代食品科学技术的力量%鼓励食品科学

研究者积极参与其中&

!

"

#组织专业人员深入乡村调查-搜集并整理传统乡土

食品品种及加工工艺%从中挖掘先民在食品原材料种植-选

择及加工工艺-健康养生乃至食疗等方面的智慧结晶%并加

以记录保存&

!

(

#从科学的角度发现传统乡土食品中可能存在的%因

科学知识匮乏导致的食品安全隐患!如土榨油-土法酿酒

等#%并加以研究%予以克服&

!

!

#开展食品安全科普教育%纠正消费者+天然即安全,

+食品添加剂有毒,的错误观念%养成科学理性的食品消费理

念%理性看待传统乡土食品&

!

N

#多方位多途径鼓励食品科研人员深入探索传统乡

土食品的健康-养生及营养机理%尽快实现传统乡土食品的

工业化生产&

!

%

#呼吁现代食品企业重视传统乡土食品的文化内涵

和消费需求%将优秀的乡土食品引入企业%采取+农户
_

基

地
_

公司,的模式%鼓励农户积极参与乡土食品原料的种养%

从资金到技术加以引导与扶持%政府相关部门要从政策-资

金-税收等多途径予以支持%帮助食品企业生产出更多更好

能满足现代人+乡村情怀,+回归自然,的乡土食品%实现多方

共赢的局面&

乡土食品发展前景广阔%乡土食品的传承与创新发展任

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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