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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饮食文化》

前言

德国的饮食在西方世界中并不是最出名的，它既没有法国菜、意大利菜那么有名气，也没有英、美等
国饮食对近现代世界的影响那么大。在中国出版的一些论述欧洲饮食的书籍资料里，西方几大菜系中
甚至都没有提到德国菜。在许多时候，德国饮食给世人的印象往往就是啤酒、香肠加猪脚，不少人甚
至对德国饮食的第一印象就是“冰冷、干硬”。    如果纯粹从饮食烹饪的角度来说，德国的饮食相对
于法国大菜和意大利美食确实显得简单一些，似乎不值得大书特书。但事实上，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
的饮食。德国菜里也有数不清的美味料理，真正的德国菜决不应该只是给人这样一种刻板印象，更何
况德国饮食中也确实有不少享誉世界的独特美食，只是以前很少有人介绍它们。    另一方面，围绕人
们日常饮食所展开的一系列社会活动，都包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如果站在文化的角度去审视德
国人的饮食活动，你会发现：恰恰就是这个日常饮食相对简单的国家，恰恰就是这个不是特别讲究吃
的民族，在其饮食文化方面却有许多独到之处。在“如何吃”与“如何请吃”方面，德国人的很多做
法都值得我们深思。    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积淀起来的一种民族特
有的社会文化，其内涵往往是十分复杂的，它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气候、环境、政治、经济
、民族、宗教信仰、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以及战争灾难等联系在一起的。今天，东西方不同国家、不
同民族的生活习惯之所以相差那么多，甚至价值观、人生观如此迥异，就源于此。    在当代世界饮食
文化方面，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大致有三大流派：一是以法国、意大利等国为代表的西方饮食文化
；二是以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为主的清真饮食文化；三是以中国及其周边国家为主的东方饮食文化。这
三大流派也就是文化学者们所说的刀叉文化圈、手抓文化圈与筷子文化圈。    通常我们所说的文化，
指的是一种大文化的概念，是指由人所创造、为人所特有的东西，是人类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通过
发挥主观能动性所创造出来的财富和成果。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不同民族的文
化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优劣之分。凡是能传承下来的文化，都有其适应当地历史与人文环境的客观一
面，都值得当代人好好研究。人类饮食的历史是人类适应自然以求得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历史，在这个
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饮食文化。它既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不仅拥有物质文化的内涵，也拥有精神文化的内涵。而且这种精神文化是与物质文明不可分
割的统一体。    德国的饮食文化属于整个西方饮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德意志民族在文明进程中所创
造的一系列优秀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有西方饮食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特点，又有别
于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的饮食文化，具有德意志民族自身独特的文化特点。它的形成与德国和
欧洲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德意志民族独特的生存环境、历史发展轨迹等诸多因素有关。    如今，把
饮食文化作为对一个民族文化进行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已形成了共识。一般来说，人们的思想观
念、价值判断和审美意识往往会在食物的选用、食物的制作、进食的方式和餐具的取用上体现出来，
而进食的习俗和礼仪，也会相当集中地体现出该民族的宗教思想和行为准则，这些都是饮食所体现的
文化意义，它最能反映不同民族在生活习惯和文化思维方面存在的差异。    站在文化普及与文化比较
的角度看，由于饮食文化的涉及面广，饮食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将它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
的载体，更易于被大多数人理解和接受。饮食文化的丰富性与趣味性，使它比一般的文化研究更具可
读性。    如果从当代世界饮食文化发展和交流的角度看，研究德国的饮食文化，将有助于中德两国民
族文化的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这对于双方的跨文化交际与交流，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研究德国
的饮食文化，也就从一定意义上了解了这个民族的历史，也是对当代德国人的民族性格特征形成的一
种追根溯源。所以说，通过饮食文化来了解当代德国的社会与文化，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作为
一名从事中德文化交流研究和德语语言文化教学的工作者，我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来为加强中德两国
间的跨文化交流做点什么。在查阅研究了大量的相关背景资料后，我觉得完全可以通过对相关内容的
搜集整理、考证消化，结合自己在德国的亲历与所见所闻，撰写一本比较全面系统介绍和反映当代德
国饮食文化方面的专门书籍，来弥补目前这一领域的空白。这对于那些想了解当代德国社会和德意志
民族文化的中国读者，对于想了解世界不同饮食文化的人，尤其是对于那些正在进行中德两国跨文化
交际研究和学习德语的人，将会是一本了解当代德国社会与文化历史的参考书，至少能起到“一册在
手，省去多少查找翻阅和考证时间”的作用。当然，这样做需要查阅和考证大量德国与欧洲历史、文
化史方面的资料，工作量是可想而知的。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坚持把握三点：一是站在文化的
角度来进行审视；二是注意存在差异性与关联性；三是注意其发展变化，做到与时俱进。    研究当代
德国人的饮食，一定要站在文化的角度进行审视，这样才能真正挖掘出德国饮食文化的精髓。通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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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饮食文化》

们为了分析饮食的社会实际情况，需要有一个研究的对象，但仅仅研究饮食本身是不够的。饮食既是
一种生理需求，也是一种文化需求。正是基于此，饮食文化也就成了反映某一民族、某一时代、某一
社会的一面镜子，我们完全能从餐桌上菜肴的变化、饮食方式和饮食礼仪、饮食习惯的变化，看到这
一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念，甚至是社会民主的进程。一句话，饮食文
化的精髓更在饮食之外。所以，我们必须站在文化的角度来进行审视。    在研究德国饮食文化时，还
必须注意到它的差异性与关联性的存在。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地理环境，或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同水
平，表现在一个民族饮食与饮食文化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是肯定的；即使是同一时代、同一地
理环境，一个民族的中上层阶级和下层社会之间，都市和乡村之间也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果不考
虑或不承认这种内部存在的巨大差异性，不同的入在德国不同的地方所感受到的德国饮食文化，在许
多方面将会是千差万别的，这就好像“盲人摸象”的结果一样。    一个民族饮食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与
其所处的主客观环境是相互关联的。饮食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文化，既具有该民族本身的鲜明特点，
又具有与其他文化的密切关联性。许多时候，这两个特性往往又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德国的饮食
文化与欧洲的饮食文化就具有这种密切的关联性。又比如：历史上大部分以肉食为主的民族，都出现
在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土地不需要或不适宜耕种农作物这样的环境条件下；而大部分以素食为主的民
族总是同高密度的人口、食物生产技术不足以供应肉食等情况相联系的。同样情况，在饮食工具的选
择上也是如此：对于一个曾经逐水草而居，以肉食为主的游牧民族，其进食的工具当然以刀叉最为便
利；而以谷物、蔬菜为主要食物的农耕民族，用手抓或筷子则更为方便。更何况，有些关联性其实也
是造成某些差异性的原因。    此外，还必须要注意其发展与变化，做到与时俱进。事实上，一个民族
的饮食文化总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断地变化着，人们的饮食观念也会随着主客观环境的变化而相应
改变。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今天的德国人正在推崇健康饮食的“平衡膳食理论”
与“绿色生态理念”，德国人的饮食与饮食文化在连续不断地发生着变化。通过对饮食文化变化的研
究，我们可以推断出德国社会的变迁与发展趋势，从而用一种更明亮的眼光去观察当代德国的社会。 
  在对德国饮食文化作系统全面的介绍和分析时，本书尽量把握德国饮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和那些带
普遍性的东西。    中国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中德两国间的交往已相当频繁，但事实上，许多中国人
对当代德国并不真正了解，除了那些曾亲历考察、生活或从事实际交往的人以外，大多数中国人对当
代德国的了解还是通过各类媒介，尤其是出版的书籍资料。由于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实在太快，如不
及时推出一批与时俱进的跨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并及时进行普及的话，要想真正达到了解对方的目
的，还是存在许多困难。事实上，对当代德国社会文化的研究，正是今天中国高校德语专业推行交际
法教学的一种需要，也是本书研究的初衷之一，它对中德两国间的跨文化交流将起到积极作用。    本
书论述的内容，重点不在饮食本身，而是透过饮食的表象来探讨其内在的文化意蕴以及饮食文化与其
他文化领域的关联性。通过对德国饮食文化特点的介绍与分析，从一个广大中国读者易于理解接受的
角度和形式，介绍当代德国社会和德意志民族文化，并在某些方面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比较，从中
找出一些值得借鉴与学习的东西。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研究一个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孕育
的独特的民族文化，找出其文化的精华之所在，让读者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通过了解与比较，
取他人之所长，补自己之不足，进而丰富与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这实在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情，也是作者撰写本书的主要目的。    由于本书是以普通读者为主要对象，为了阅读方便，除去重要
的引用外，一般的出处在文中都不做明确的解释，只在书末以参考文献的形式列出。    希望本书的出
版，能够实现我上述的目的和心愿。    蔡玳燕

Page 3



《德国饮食文化》

内容概要

你想知道德国人一年四季都吃些什么吗？德国人的一日三餐跟我们有
什么不一样？德国饮食烹饪中有哪些最有特色的美味佳肴？德国人的饮食
习惯与饮食礼仪跟我们有哪些不同？德国人的饮食观念是不是也跟中国人
一样？当代德国的宗教节庆文化、民俗社会文化、旅游休闲文化又是如何
与德国传统饮食文化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的？饮食文化与德国人的民族性格
特征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有关德国饮食文化的历史典故与趣闻传说又有
哪一些？德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里饮食状况的变化究竟如何？当代德国饮
食文化的发展趋势是什么？以及中德两国在饮食文化方面的交流情况如何
？如此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正是蔡玳燕的这本《德国饮食文化》
所讲述的主要内容。《德国饮食文化》既是一本介绍德国饮食文化的通俗
性读物，又是一本介绍当代德国社会，尤其是民族社会文化与饮食传统历
史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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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德国人认为面包营养丰富，是最利于健康的天然食品。用来制作面包的面粉不仅只限于优质的小麦粉
，而是大麦、燕麦、荞麦、黑麦各种麦类都有，而且大多以粗纤维的全麦面粉或黑麦混合面粉为主。
在德国，用黑麦、燕麦、精粉等混合做成的面包，特别受欢迎，纯粹精白粉做的白面包反而乏人问津
。多数德国人都喜欢以全麦为基底，选择添加不同麦谷豆类混制而成的杂粮面包，这类面包在德国占
了一半以上。    德国人尤以喜欢吃黑面包著称，并以此为骄傲。德国最传统、最普及的乡村黑面包，
便是以黑麦与小麦混制而成的一种杂粮面包。由于面包中加入了黑麦，就使成品的颜色接近棕褐色。
那些摆在面包房里，又大又沉、棕褐色里透着焦黄、质地粗糙的面包，常让初次见到的外国人惊讶不
已。通常面包的口感，取决于制作面包所用面粉的麦类品种与组合比例。这种黑面包，味道大多是淡
的或有点咸的，口感粗糙，很有咬劲，越嚼越香。    在德国生活，一定要学会品尝黑面包。只是要切
记，只有新鲜烘焙的黑面包才好吃，一旦冷了以后就硬得咬不动，甚至要使劲撕扯。所以常见德国主
妇每到吃饭时间便到附近面包店去买块新鲜的黑面包。    德国人喜欢食用黑麦粗面包的习惯，与其历
史形成的传统和当地独特的地域及气候有关。黑麦的麦穗呈四棱形、株高能达一两米，可在黏质和沙
质土壤里生长，不但抗寒能力强，而且在极冷或极湿的环境下，反而能够产量激增，所以特别适合在
中北欧及东欧某些地区，尤其是起伏不平的地形中生长。黑麦种植在德国有悠久历史，早在公元
前1000年，中北欧地区就已经有了黑麦种植。麦类一直是德国最重要的农作物。德国出产小麦、大麦
、燕麦、荞麦等不同麦类，而黑麦可以适应其他麦类不能适应的气候及土壤条件。德国有不少地区地
形起伏不平，气候及土壤特别适合黑麦的生长。所以到中世纪，黑麦就已成为中北欧地区和俄国的主
要谷物来源。不像欧洲南部，由于气候温暖、阳光充足，主产小麦，所以面包也多以白面为主。德国
的下层民众一直以黑麦为主要的食物来源，这是黑麦面包在德国如此普及的历史渊源。    另一方面，
用黑麦制作的面包比用小麦做的储存期更长。黑麦和小麦一样含有丰富的麸质，做出来的面包，比其
他不含麸质或麸质含量较低的麦类做的更加蓬松可口。所以，富含麦麸的黑面包两千年来一直是德意
志民族的主要食物。而且这种含丰富纤维素的黑麦面包正好与德国人的传统膳食结构相配。由于德国
人的饮食主要是由肉类、土豆、奶制品等构成，而黑麦和其他粗麦中富含的纤维素成分正是这种膳食
结构所缺少的，非常有利于促进以肉奶类为主食物的消化，加上面包本身富含的营养成分，所以在近
代，更是引起了追求饮食健康的德国人的普遍关注。    由此可见，对于大多数德国人而言，喜欢吃黑
麦面包并非是一时的紧跟流行风尚，而是由来已久的德国传统。德国人即使到再远的地方，仍然留恋
这种由黑麦混合制成的典型德式面包的独特风味。之所以说面包在德国也是一种文化，是因为面包比
其他任何类别的食品，更能把德国人与其祖国和家乡联系起来。可见一个国家的主要饮食同其文化特
色及民族习惯息息相关。    在德国，常会有一些极具特色的面包被贯以当地的地名来命名，并保持着
当地的传统口味。如巴伐利亚的圈面包、汉堡的黑麦面包、柏林的果酱面包、荷尔斯泰因的黑麦面包
、巴符州的药草小圆面包、威斯特伐利亚的黑麦面包等。    巴伐利亚的圈面包，又被称为椒盐圈饼、
扭结饼，是一种金褐色的面包圈。因其形状颇像童子军绳结的8字形，故又称其为8字形面包。这种圈
面包表皮酥脆，内质松软，外面嵌有颗粒盐，吃起来咸香可口。它源自于德国的一项传统食物，在古
代属于一种圣品，因为它在古德文中的意思是“祷告时弯曲的手臂”。由于烘烤前表面抹了苏打水，
烤好后表皮上会有粗盐颗粒，尝起来有点咸，但又恰到好处。这种面包口感结实、韧性十足，吃起来
富有弹性，非常有嚼劲，德国人总是将它撕成小块入口。尤其是当日的新鲜面包圈，具有一种特殊的
香气，非常好吃。    德国境内知名度最高的地名面包也许就是“柏林人”了。它是一种圆圆胖胖的肥
仔面包，上面总是沾满了迷人的白色糖粉，里面则是一层厚厚的果酱馅料，中间夹的通常是樱桃酱和
鸡蛋液，口感类似甜甜圈，有点酸又有点甜，但外观却像扁形的实心球。    此外，“邦贝格人”面包
也是德国境内知名度很高的地名面包。值得一提的还有德国的“水滴面包”，它只有在南部的乌尔姆
才能吃到。而德累斯顿的“葡萄干面包”更是果香四溢。威斯特伐利亚的黑麦粗面包是木条纹状的，
配上煎好的火腿，味道非常奇妙。    德国的面包主要在早餐食用，但有些地区也是晚餐的主要食品。
面包涂黄油和果酱加上咖啡是典型的德国式早餐。德国家庭早餐食用的面包常常不止一种，但总的来
说，小圆餐包是德国人早餐中吃得最多的一种。    在德国，不同的面包有不同的用途。比如：用餐时
一般都搭配那种专门的用餐面包；而牛奶面包通常只是在早餐食用；葡萄干面包则是在喝下午茶时才
会有。    对于德国的上班族来说，上下午的喝咖啡茶时间，也是嚼块面包的好时候。尤其是上午，对
于来不及吃早餐的人，正好用面包补充一下。    以前德国人午餐和晚餐的主食是土豆而非面包，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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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在午餐和晚餐时也可能摆出来，但那时面包并不是餐桌上的主角。不过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近
几十年来，40％以上的德国人晚餐也是面包，因为吃面包简单方便，又有营养。面包加上肉肠、奶酪
或西红柿片、黄瓜片，再来上一杯美酒，既省时又省力。    德国人食用面包的习惯与众不同：德国人
从不单独食用面包，不同的面包必然搭配不同的食品一起食用。最常见的面包吃法就是抹上一层厚厚
的奶油，再配上奶酪和果酱，或夹上香肠和火腿一起食用。P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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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如果站在文化的角度，去审视德国人的饮食活动，你会发现，恰恰是这个，日常饮食比较简单的国家
，恰恰是这个，不是特别讲究吃的民族，在其饮食文化方面，却有许多，独到之处！    《德国饮食文
化》既是一本介绍德国饮食文化的通俗性读物，又是一本介绍当代德国社会，尤其是民族社会文化与
饮食传统历史的读物。    本书论述的内容，重点不在饮食本身，而是透过饮食的表象来探讨其内在的
文化意蕴以及饮食文化与其他文化领域的关联性。通过对德国饮食文化特点的介绍与分析，从一个广
大中国读者易于理解接受的角度和形式，介绍当代德国社会和德意志民族文化，并在某些方面与中国
的传统文化进行比较，从中找出一些值得借鉴与学习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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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个商品不错！好想吃酸菜啊！
2、看着看着就饿了。要是有图就更好啦:-P
3、开始以为是图片比较多的书，没想到啊！而且感觉有些内容总重复着说。但是说的很细。总的来
说还可以
4、用女性的细腻用心解剖德国鬼子的饮食习惯，适合喝茶时闲看。
5、的改变就发给还没哪个好看玫瑰花
6、对德国饮食文化的介绍非常全面，目录清晰，一目了然。
7、估计在德国时间久了，有点德国人的严谨，论文的感觉，作为了解饮食习惯还是可以看
8、收获很多~也有一些感觉拖沓之处，毕竟要系统很难
9、挺不错的，正好需要，很实用。
10、我爱美食 美酒 喜欢了解全世界的饮食文化 从前德国人的严谨让我折服 现在我深深地被德国饮食
文化所吸引 书中详细介绍了德国的美食及饮食文化 让我神往 每个国家够拥有自己的美食及饮食文化 
都深深地吸引着我 我虽然不能亲临德国感受其迷人的风情及文化 但如果能在中国领略其地道美食就
开心了
11、蛮好的。觉得可以留着以后作为科普ppt的素材。
12、一般来说，好像德国没什么美食，但是这本书打开了一个窗口，介绍德国的美食、用餐礼仪等等
，既有趣味又增长了见识，甚至完全可以当做德国的美食攻略。值得拥有。
13、关于德国饮食很全面的介绍
14、书的内容很不错，和图书馆看到的一模一样
15、书挺好，但德国饮食还是不如法国。
16、扫了一遍，有点学术了。。
17、该书写的既严谨又均有可读性，在增长见识的同时，又能感到趣味性，整体结构及文法又不失精
妙。
18、书已收到 还木有看 希望是比较好的一本读物 十分期待啊
19、不是那么特别让人看了垂涎
20、写论文的时候用的，写的非常好，很有趣
21、这本书是针对德国饮食文化而写的，内容详细，适合喜欢并研究饮食文化的人阅读。
22、从饮食的角度来折射德国社会
23、很详尽，长见识了
24、没有食物的图片看起来有些枯燥⋯⋯感觉更像是教科书⋯⋯
25、很不错~
26、内容很详实！
27、饮食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28、只有文字太枯燥
29、把书的内容介绍给德国人，可是人家并不认同。也许，如果有一本介绍中国饮食文化的书，恐怕
很难得到中国人的认同吧，每个人的口味、喜好，差别太大了。
30、读后知道不少德国饮食文化
31、从饮食了解一个民族会觉得特亲切~
32、国内第一部关于德国饮食文化的专著，虽多流于介绍，但仍有存留价值。
33、写作业用的参考书，对内容比较满意。但是章节似乎有些乱
34、这本书挺有意思的,尽管算不上是学术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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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德国饮食文化》的笔记-第140页

        德国人要让孩子从小就知道：有营养的食物并不一定是健康的，我们的饮食不是因为食品有营养
，而是要使自己健康。

2、《德国饮食文化》的笔记-第105页

        在德国，面包店和咖啡馆称得上是一个城市的眼睛，每天清晨，要等它睁开了眼，一个城市才开
始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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