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饮食视角管窥美国华人与白人文化关系演变

刘晓卉
内容提要　 文化关系是美国华人与白人两个群体间族裔关系的一个重要层面。随着

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华人与主流白人间的文化关系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中餐在
美国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已成为中国文化在美国的重要象征。从中餐在美国的发展和
白人对中餐的接受情况，可以看出美国白人对中国食物的态度和策略经历了一个从早期
的抵触敌视，到中期试图将其同化，再到后来文化包容和欣赏的转变轨迹。从饮食这一角
度切入，我们可以观察到白人对华人所持文化态度的历史变迁，进而窥探到两个族群间文
化关系的演变。不同历史时期的华人与白人间的文化关系可以用不同的民族理论加以阐
释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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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最早的华人移民登上美利坚的土地起，华人与白人族群的文化碰撞就从未间断过。这两大
文化体系不断地发生着接触、冲突和交流。由于华人社区内部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美国国家政策
和社会文化潮流的变动，华人与主流白人间的文化关系也不断地发生着演变。两族群文化关系的
变化可以通过文化交流的某个媒介反映出来。中餐是华人与主流白人进行文化交流的一个最直接
最便捷的媒介，在两者的文化沟通和互动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食物在美国已有近二百年的历
史，如今中餐馆在美国随处可见，分布于全美各州———根据《中餐通讯》的调查，在２００７年美国共
有４３１３９家中餐馆，超过了美国国内麦当劳、温迪和汉堡王快餐连锁店数量的总和。① 中餐馆和中
国食物俨然已成为中国文化在美国的重要象征和代表性符号。通过中餐在美国的接受情况和美国
人对中餐的态度改变，我们可以观察到白人对华人文化在态度和策略上的演变，进而管窥华人与白
人间文化关系的变迁。

美国是由多个族裔组成的移民国家，学界对其内部各族裔间文化关系的关注较多，尤其是对白
人与非白人群体间的关系。受到后殖民理论影响，②一些探讨美国社会里白人与非白人文化关系
的研究更强调白人的文化征服和统治。如罗伯特·布劳纳（Ｒｏｂｅｒｔ Ｂｌａｕｎｅｒ）在其著作《美国的种族
压迫》中强调白人集团对非白种人的压迫，用到了“内部殖民主义”（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这一概念，
将这一概念用以分析美国欧裔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文化统治和摧残。③ 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文化关系
问题受到学界的特别关注，代表性著作有理查德·怀特（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ｈｉｔｅ）的《中间地带：大湖区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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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安人、帝国和共和国１６５０—１８１５》，该书记录了殖民地时代五大湖边疆地区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文
化接触和交往，分析了两者间不断变化的文化关系。① 国内研究中李剑鸣先生的《文化的边疆：美
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论证了冲突是白人与印第安人文化接触的主旋律，并指出白人
对印第安人施行的文化征服和改造给印第安人带来了空前灾难。②

另一部分研究则关注了少数族裔群体与美国主流群体在文化地位上的差异以及在与美国主流
社会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变化。早期的研究多关注移民在移入国的文化调整，强调移民群体文
化的适应性变化。在分析欧裔移民及其他移民群体在融入美国社会的文化经历和适应过程时，学
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民族理论，最受瞩目的便是盎格鲁一致性理论（Ａｎｇｌｏ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熔炉论和多元
文化论，一般前两者被认作是同化论的显著体现。米尔顿·戈登（Ｍｉｌｔｏｎ Ｍ． Ｇｏｒｄｅｎ）在《美国生活
中的同化》一书中总结到，盎格鲁一致性理论指的是移民在与美国主流社会互动中，完全抛弃了自
己原有的传统文化，遵从于在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群体的行为模式和价值
观。③ 熔炉论思想的最早提出者是法国移民克雷夫·科尔（Ｊ． Ｈｅｃｔｏｒ Ｓｔ． Ｊｏｈｎ Ｄｅ Ｃｒｅｖｅｃｏｅｕｒ），他认
为来自西欧的移民及其后裔在美国摒弃了各自旧的偏见和习惯，接受了新的生活方式，融合成为了
一个崭新的美利坚民族。④ 边疆学派的创立人弗雷德里克·特纳（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Ｔｕｒｎｅｒ）也是熔
炉论的支持者，特纳认为各个移民群体的文化在西部边疆这个“大熔炉”里斗争和妥协，最终会形
成一个文化共同体，这就是所谓的“美国化”的过程。⑤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无论克雷夫·科尔还是
特纳都认为美国是一个多种移民文化相互融合的“大熔炉”，他们所指的这个熔炉里的主体是欧裔
白人，形成的文化共同体也是以欧洲裔尤其是北欧和西欧裔族群文化为主导的，“美国化”本质上
是以欧裔美国白人文化重塑其他族裔文化的过程。因此，熔炉论属于同化论的范畴。与盎格鲁一
致性理论不同，熔炉论强调移民群体的美国化而非盎格鲁化，而美国化的结果就是非欧裔群体的文
化行为和价值观趋同于欧裔白人的文化模式。

随着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大量东南欧移民的迁入和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盎格鲁一致性理论
逐渐被熔炉论所取代。熔炉论是以欧裔白人文化的支配地位为前提的，正是由于文化地位的不平
等才使得移民需要为适应主流文化做出调整和改变。事实上，在分析非欧裔移民在美国的文化调
整和改变上，熔炉论与盎格鲁一致性理论并无本质区别。从２０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民权运动的
高涨和族裔意识的复兴，美国社会对少数族裔的文化态度发生了转变，承认少数族裔文化的重要
性，对非白人文化的宽容度提高。学界对种族和族裔问题的关注度大大增强，越来越强调少数族裔
与主流社会间的文化互动和彼此间的文化涵化而非移民单方面的文化妥协。这时期，多元文化论
受到热捧，虽然多元文化主义一词早在２０世纪初就已在霍勒斯·卡伦（Ｈｏｒａｃｅ Ｋａｌｌｅｎ）的《美国的
文化与民主》中出现，⑥多元文化理论直到这一时期才广受关注。这一理论强调多种移民文化相互
独立的存在和发展，认为美国文化是由不同种族文化共同组成的，少数族裔应保留其文化特色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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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少数族裔文化对美国文化生活的贡献。在这一时期出版的《熔炉之外》否定了熔炉论的存在，
认为居住在纽约的各族裔群体都保存着自己的文化特性。① 虽然美国民族理论的发展大抵是这样
一个趋势，然而关于同化论与多元文化论的争论一直未曾停歇过。持熔炉论的学者认为该观点在
解释美国民族关系上一直具有指导意义，即使在２０世纪下半叶各少数族裔还是会被主流文化所同
化，融合于主流文化当中；而多元文化论者则强调美利坚民族自形成之初就是一个文化上多元的社
会，各种文化并立存在。持某一种理论的学者认为该理论可以贯穿美国历史始终来解释民族关系，
否定另一种理论的合理性。②

食物是族群间文化交流最直接、最方便的媒介。与服饰、音乐、运动等族群文化的其他方面不
同，食物直接触及人类味蕾、滋养人类身体，与人类生命息息相关，因此，人类对食物的关注也最为
本能。食物通常被认作是一个社会群体重要的身份标记物，用来划分我族和他者。在跨文化交流
中，人类总有了解他者饮食的冲动。人类学家皮埃尔·范登堡（Ｐｉｅｒｒｅ Ｌ．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ｒｇｈｅ）说，“食
物不仅可以加强族群内部的联系，还是增进两个族群间交流最有裨益、最为简单的桥梁……还有哪
种方式比品尝其食物更能直接地领略其文化呢？”③不同的移民群体把不同的族裔食物带到美利坚
的土地上，使美国拥有了最为丰富多样、各具特色的饮食，我们难免思忖这些饮食在族裔交往中起
到了怎样作用，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然而，从饮食角度探究美国族裔间文化关系的著作却寥若晨
星。大多数关于族裔食物的研究更关注少数族裔饮食在表达、构建自身族群身份认同上的作用；④
少数族裔食物在融入美国主流市场时所做出的文化改变和适应，⑤少数族裔食物对美国人饮食及
文化生活的影响，⑥罕有著作关注食物在反映美国族裔关系、促进各族裔间文化理解上的作用。本
文拟从中国食物这一视角出发，⑦探讨白人社会对华人群体所持文化态度的变化，揭示了白人与华
人移民的文化接触经历了从排斥抵触，到主流文化试图同化华人文化，再到后来两者间文化适应和
包容的过程。笔者认为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可以用不同的民族理论来分析文化间的碰撞和交往，
换言之，没有哪一种理论能贯穿美国历史始终完美地解释各个时期的情况，不同的理论适合应用于
阐释不同历史语境下的种族文化关系。笔者认为从两个族群间文化交往的某一个媒介切入可以管
窥出两者间文化关系的历史变迁，食物正是这样的一个重要媒介。

一、中餐在美国社会的发展
美国主流社会对中餐的接受经历了一个漫长且艰难的过程，根据白人对中餐态度和策略上的

转变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追溯美国中餐的源头要从最早到达美国的那批华人移民说起。

２９

　 《世界民族》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Ｎａｔｈａｎ Ｇｌａｚｅｒ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Ｍｏｙｎｉｈａｎ，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Ｐｏｔ：Ｔｈｅ Ｎｅｇｒｏｅｓ，Ｐｕｅｒｔｏ Ｒｉｃａｎｓ，Ｊｅｗｓ，Ｉｔａｌ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Ｉｒｉｓｈ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ｉｔ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６．

国内对美国民族理论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多数是对美国本土理论的评述和分析，如钱皓：《美国民族理论考释》，载《世界民族》，
２００３年第２期；高鉴国：《依然是“熔炉”———论美国民族关系中的同化问题》，载《世界民族》，１９９８年第３期；杨国美、黄兆群：《美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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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中餐馆里的中国食物，在中餐馆这一公共商业场所，华人与白人的文化接触更直接、频繁、容易观察，华人饮
食受主流白人文化的影响也最大。与其他场合的中餐相比，中餐馆里的中国食物能够更好地反映华白两个族群间的文化互动。



（一）抵触和种族主义阶段
大量中国移民首次出现于美国的土地上是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加州金矿的发现吸引了一大批

华工，１９世纪中叶到２０世纪初是白人在美国领土上接触华人文化的开始。随着华人劳工的到来，
中国餐馆也在美国悄然而生。美国早期的中国移民绝大多数来自广东的农村地区，由于这些移民
只熟悉广东农村的家常菜，所以早期的中餐馆提供的食物仅限简单质朴的乡村菜肴以满足广东移
民对家乡菜的渴求，最为常见的食物有米粥，咸蛋和叉烧等。① 早期餐馆环境大多装修简陋，陈设
朴素。前来就餐的顾客主要是单身的男性华工和极少数贫穷的白人劳工。

这时期美国白人对中国食物的态度基本上是抵触的。由于中西方饮食习惯的巨大差异以及文
化偏见，加之早期多数中餐馆环境简朴，食物不够多样精致，大多欧裔白人对中国食物持否定和排
斥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人从老鼠到猫、狗无所不食。１９世纪的美国主要由欧洲移民构成，欧裔
美国人是社会的绝对主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均占主导地位，操控着主流媒体的舆论。在描述
中餐时，主流媒体常用到的词汇有“古怪”，“恶心”，“野蛮”等。② 在一篇名为《中国人的古怪食物》
的文章中，作者说道：“认为中国人什么都吃的观点并非完全错误，他们的确会吃我们看来完全不
可食用的东西”。③ 一名白人记者在描述中国餐馆的食物时流露出厌恶的情绪，他说：“沾满肉的饼
如蜡色，实际上却是香肠。不知为何物的动物内脏，可能是胃，可能是肝或者是足趾”。④ 在美国白
人的印象中，中国餐馆大多肮脏，中国食物粗糙奇怪。１９世纪后半叶的经济危机造成美国劳工市
场萧条，体力工作机会紧缺，欧裔移民排华情绪甚嚣尘上，中国食物成了美国白人工人攻击华工的
武器。在一本标题为《排华的一些原因：肉与米：美国男人气概与亚洲苦力。谁会生存下来？》的宣
传册中，工人领袖塞缪尔·龚帕斯在饮食方面对华人大加诋毁和侮辱。⑤

对不符合自己族群饮食范式的食物持否定、排斥甚至诋毁的态度，这一举动有着明显的种族主
义倾向。１９世纪下半叶种族主义在美国甚为猖獗，对中餐的抵触和敌视可以理解为这时期白人种
族主义在文化上的一种体现。在看待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之外的移民时，美国主流社会往往会流
露出怀疑的态度。中国内忧外患的局势迫使华人多以劳工身份来到美国，工资远远低于白人，其低
下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其低白人一等的社会文化地位。这种低下的地位是种族歧视产生的基础。１９
世纪７０年代，美国遭受经济危机，为了捍卫其集团利益，白人劳工排斥廉价的华人劳工，利益的冲
突使白人种族主义和排华情绪愈加严重。西海岸出现了一系列暴力反华运动。反华种族主义高潮
的标志便是１８８２美国政府颁布的《排华法案》，此后的６０年里华人移民被禁止进入美国土地。埃
德娜·博纳西什（Ｅｄｎａ Ｂｏｎａｃｉｃｈ）在《族群对抗理论：分裂的劳工市场》一文中指出，族裔间之所以
产生敌对态度是由于不同族裔劳工的薪水分级。高薪的白人劳工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维护，排
挤其他族裔的低薪劳工，以敌对的态度试图将其边缘化。⑥ 依据博纳西什的观点，经济利益是诱使
白人对华人施行种族主义策略的根本原因。对华人族群的歧视和排外情绪表现在对其食物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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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如民俗学家苏珊·凯斯克（Ｓｕｓａｎ Ｋａｌｃｉｋ）所言“奇怪的食物等同于奇怪的人”，①通过攻击、蔑视
和否定中国食物，白人表达了对华人群体的种族主义态度，企图将其排挤于主流社会之外。在种族
主义猖獗的情况下，未经过调整的、与美国食物相差迥异的中餐不会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和接
受，只能存在于华人社区，服务于华人移民。通过这一时期美国对中餐的看法可以反观华人与白人
的文化关系，两者有着极其不平等的文化地位，白人对华人文化基本上持敌对、排斥态度，华人文化
受制于白人话语的消极评判，处于边缘化的位置。

（二）文化同化阶段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中餐行业发生了新的变化。受到排华情绪和一系列反华法律法规的影

响，华人这一时期在美国社会处于极为被动不利的地位。他们被白人从盈利丰厚的行业排挤出来，
很多不得不涌入与白人竞争较小的服务行业如洗衣、零售和餐饮行业。② 从事中餐生意不会与白
人发生竞争，使得华人移民有机会在种族主义猖獗的美国获得一线生机。排华法案颁布后，华人人
口急剧减少，中餐馆从业者认识到只依靠华人顾客难以为继，必须重新定位，服务于美国顾客。为
了吸引白人食客，中餐馆改弦更张，对餐馆进行重新装修，同时对所供菜肴加以调整来迎合主流白
人群体的喜好。于是，中餐馆得到越来越多白人的光顾，白人与华人两个种族在饮食层面的互动也
随之增多。中餐生意不再是“飞地经济”，而慢慢进入主流市场。中餐馆开始走出中国城，以纽约
市为例，１９０３年在１４到４５街、第三到第八大道之间已有１００多家中餐馆。③ 到了１９２４年，纽约市
的中餐馆增加到２５０多家。④ 直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美国大陆上共有４５００多家中餐馆，２０％的美
国人口成为了中餐馆的常客。⑤

随着美国顾客的增多，出现了一批装修精美的餐馆，与之前简陋的中餐馆相差迥异。中餐在菜
肴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著名的美式中国菜肴“炒杂碎”（Ｃｈｏｙ Ｓｕｅｙ）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
“炒杂碎”原本是鸡杂、猪肚及豆芽等蔬菜炒在一起而成。而当其出现在美国顾客面前时，为了符
合美国人的饮食习惯和喜好，做出了一系列调整：精肉取代鸡杂、猪杂，且加入了美国人喜爱的蔬菜
如洋葱、西芹、青椒等。同“炒杂碎”类似的还有炒面、“芙蓉蛋”等根据美国人的口味调整过的中国
菜肴，这些菜肴的共同点是从选材到味道均中规中矩、符合美国白人的饮食规范。它们很快获得美
国大众的喜爱，风靡一时，并成为美国中餐的代表。由于这些菜肴的流行，一些主流餐馆也开始供
应这几道倍受欢迎的中国菜。一些主流食品公司开始生产罐装的中国食品。⑥ 烹饪杂志和女性杂
志也纷纷刊登了一些流行的中餐食谱，以便于美国人在家烹饪中国菜。二战期间，“炒杂碎”和炒
面甚至跃居美军军营的菜单。这意味着主流美国白人将这几种中国菜肴纳入了自己日常饮食的范
畴。“炒杂碎”、炒面在美国如肉糜卷一样随处可见。⑦

中餐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被同化的过程。理查德·阿尔巴（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ｌｂａ）和维克·
倪（Ｖｉｃｔｏｒ Ｎｅｅ）将“同化”定义为“族裔／种族特质及表达这些特质的文化和社会差异的减弱和最终
的消失”。⑧ 雷蒙德·特斯克（Ｒａｙｍｏｎｄ Ｈ． Ｃ． Ｔｅｓｋｅ）和巴丁·纳克逊（Ｂａｒｄｉｎ Ｈ． Ｎｅｌｓｏｎ）认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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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一个单向而非交互影响的过程。在少数族裔与主流社会接触中，一般发生在少数族裔身上，
在其向主流文化靠近的过程中发生。① 为了得到主流社会的接受，移民做出相应的调整，放弃原有
的文化传统，趋同于主流的文化风俗，这一过程可以看做是文化同化。② 中餐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正
是经历了这样一个单向性的同化过程。中餐经营者为了得到白人食客的认可，将中餐根据西方饮
食模式进行重新塑造，从选材到调味都使其符合白人的味蕾，改变了中餐原本的样子。虽然中餐的
改变和调整最初是由华人主动做出的，但白人的文化主导对中餐的塑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白
人文化占支配地位的情形下，未经改变、原汁原味的中餐势必不会被白人所接受，若想获得白人的
认可，中餐经营者必须对其民族食物做出调整和改变。在白人意识的作用下，中餐经营者被迫将所
供中餐趋同于白人饮食模式，使其失去原有的民族特色。此外，在后期白人还主动参与到中餐的改
变和塑造中，进一步促进了中餐的同化。白人试图在媒体上对“炒杂碎”的做法给出自己的版本。
在１９３１年出版的《２５道菜谱手册》中出现了不同版本的“炒杂碎”，其中有一种版本要求将青椒、洋
葱、牛肉末，番茄汤和意大利面放在一起烤熟，另一种版本配料包括培根、碎牛肉、芜菁、玉米、番茄
等。这些版本并没有提及酱油、生姜、豆芽等中式炒杂碎必备的配料，与原始版本相差甚远，几乎看
不出中餐的痕迹。在美国白人手中，“炒杂碎”变为与华人餐馆中完全不同的一道菜肴，与其文化
传统相背离。詹妮弗·瓦拉克（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Ｊｅｎｓｅｎ Ｗａｌｌａｃｈ）在《美国人如何吃》中说道：“首先吸引住美
国食客的中餐与中国的饮食想象相去甚远”。③ 这一时期，在美式中国菜肴中已经很难看到中国饮
食文化特色，中餐在美国变得面目全非，融入于美国饮食的大熔炉中。伴随着中餐同化于美国饮食
规范，中餐背后的文化内涵自然不会得到过多关注。如理查德·阿尔巴和维克多·倪所说，作为主
流社会和少数族裔交往中的一个自发的、无意识的社会进程，同化是研究两群体间关系的一个重要
概念。④ 由中餐在美国经历的文化同化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华人与白人群体的文化关系：虽然中餐
被白人大众逐渐认可，但这并不意味着华人和华人文化被主流社会接受。白人在这一时期仍在文
化上占主导和支配地位，他们不接受华人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至少在餐馆这样的公共场所里），
试图使华人文化屈从于主流文化，将其从原来的文化背景中抽离出来，与其文化根基相分离；而华
人屈居于被支配的文化地位，在与主流社会交往中无法坚守自我文化，只能放弃本族裔文化特色和
传统来求得主流社会的认可，在美国的大熔炉里失去自身文化特性。中餐呈现了这一时期华人在
与主流白人接触中文化上的被动、不利地位。

（三）文化欣赏和文化涵化阶段
１９６５年是中餐在美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该年新移民法的颁布带来了一大批华人新

移民，新移民的到来使中餐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与早期主要来自广东农村的移民不同，新
移民来自中国的不同省市地区，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地方菜式。在社会构成上，新移民中有相当一部
分来自中上社会阶层，有着更强的文化意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新移民）受教育情况较好，很
多来自城市……”。⑤ 但是由于语言和文化障碍，或是缺少美国承认的教育工作背景，一些来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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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阶级的移民仍然投身到餐饮行业中。新移民中也不乏一定数量的专业厨师和餐馆经理人，有
一些厨师还曾是国民党官员的御用大厨。① 这些人将美国的中国食物和中餐行业引领至一个新的
制高点。这些厨师创造性地将中餐引入美国，还发明出一些新菜肴，如“橙味鸡”，“西兰花牛肉”
等。较早期广东移民相比，由于其阶级属性，新移民对中华文明和中国饮食文化更加了解，传播中
华文明的意识也更加强烈。新移民的到来使得美国中餐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新的蜕变。中餐馆从数
量到种类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以西海岸旧金山为例，在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８４年之间，中餐馆数量从
１２１变为２８４家，增长了２３４％。② 在沿海城市，老式广东菜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新移民带来的
地方菜如北京、上海、四川和湖南菜等。③ 新的中国菜品种丰富，地区特色明显。新引入的菜品如
左宗棠鸡，木须肉，宫保鸡丁等在美国广受欢迎。新菜肴的出现打破了以“炒杂碎”、炒面为代表的
美式广东菜一统美国中餐市场的局面，“炒杂碎”等老式美国中餐逐渐淡出大众视野。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美国主流社会对少数族裔文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尤其是对非欧裔文

化。民权运动使得美国的种族关系趋向平等，美国社会对种族文化多样性的包容度也越来越高。
族裔复兴热潮不仅使不同族裔的人们重新审视各自的民族文化，并且促进了对其他族裔的文化欣
赏。④ 在这种新的社会大背景下，华人移民在文化交往中具有更多的主动性，他们不再受制于白人
的文化控制和主导，能够更好地保持自己的民族传统和文化特色，并向白人传播民族文化。一方
面，这个时期的中餐经营者通过饮食来表达自我的文化身份。通过新式精美的、纷繁复杂的中餐，
他们向美国社会展示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华人形象，改善了白人对华人所持的文化态度，从而使两
个族群的文化关系也随之发生改变；另一方面，他们通过饮食来抵抗白人的文化支配地位（至少在
中餐馆这一场所）。在中餐馆，华人移民营业者建立起自己对中餐的文化权威，以自己的方式展示
中餐，一名华人餐馆经营者说：“我感觉中餐经常以糟糕的方式被展现，常常妥协于西方人的口味
……不能获得文化尊重”，他想展示的是“不妥协的、真正的中餐”。⑤ 新时期，白人无法通过文化上
的压制来塑造中餐、使中餐发生同化，这就标志着白人失去了文化主导地位，中餐的塑造取决于华
人餐馆经营者的意志而非白人的习惯和喜好。在中餐馆这一场合，华人新移民通过食物重塑族裔
身份，促进了新的文化格局的形成。

这时期，美国主流社会对中餐的喜爱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潮。根据美国国家餐馆协
会的报道，中餐在１９８２年超越墨西哥餐成为仅次于意大利餐的美国第二大受欢迎的食物。⑥ 该协
会的研究还显示，在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２年间中餐馆的客流量增长了１６％，在１９８２到１９８４年间增长了
２３％。⑦ ２００１年的一个调查显示，约有９０％ 的美国人曾尝试过中国食物，其中６３％ 的人每个月都
会吃中餐。⑧

６９

　 《世界民族》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基于笔者与富春楼前任老板Ｍａｒｋ Ｔｉｎｇ于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３日在洛杉矶富春楼餐厅的个人采访。
Ｔｏｎｉａ Ｃｈａｏ，“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ｓ”，ＰｈＤ ｄｉｓ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Ｂｅｒｋｌｅｙ，１９８５，ｐ．１４８．
Ｈａｒｖｅｙ Ｌｅｖｅｎｓｔｅｉｎ，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Ｐｌｅｎｔｙ：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２１６．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到７０年代中期被认为是西方的族裔复兴时期，西方社会对少数族裔和族裔文化的关注度空前提高，对少

数族裔的文化宽容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详见Ｊｏｓｈｕａ Ａ． Ｆｉｓｈｍａｎ （ｅｄ．），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Ｒｅｖｉｖａｌ，Ｂｅｒｌｉｎ：Ｍｏｕｔ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８５；Ａｎｔｈｏｎｙ Ｄ． Ｓｍｉｔｈ，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Ｒｅｖｉｖａｌ，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

Ｍａｒｉｌｙｎ Ａｌｖａ，“Ｃｈｏｗ Ｍａ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ｏｄ Ｃｈｉｃ”，Ｎ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Ｎｅｗｓ，ｖｏｌ． １９，２４ Ｊｕｎｅ，１９８５，Ｃｕｌｉｎａｒｙ Ａｒ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Ｌｉｎ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ｏ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２２ 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９８５．
Ｄｅａｎｎｅ Ｂｒａｎｄｏｎ，“Ｆａｓｔｆｏｏ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Ｏｒｌａｎｄｏ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５ Ｊｕｌｙ，１９８５，ｈｔｔｐ：／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ｒｌａｎｄｏｓｅｎｔｉｎｅｌ． ｃｏｍ ／ １９８５ － ０７ － ０５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０３１０２２００３５１ｅｔｈｎｉｃ － ｆｏｏｄ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ｆｏｏｄ．
Ｌｉｕ ａｎｄ Ｊａｎｇ，“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Ｕ． Ｓ．”，ｐ． ３３８，ｑｕｏｔｅｄ ｉｎ Ｒ． Ｔ． Ｇｅｏｒｇｅ，“Ｄｉ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 Ｆｏｏ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ｖｏｌ． ４，ｎｏ． ２，ｐｐ． ６７ － ８６．



与“炒杂碎”时代不同，在这一时期，美国白人不仅乐于品尝新式中餐，对中国食物的态度和理
解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美国媒体在提及中国食物时，满是欣赏和赞美之词。如《加州生活杂志》
在１９７３年的报道中说：“品尝中国佳肴的乐趣在于一餐中各种味道、材质、颜色和香气一应俱全。
一餐中包含很多对立的方面，有大块、也有小丁、有酥脆、有绵软、有冷有热、有酸有甜”。① “艺术”，
“艺术性”这样的字眼在很多报道中频繁出现，比如“中国饮食是一门艺术，讲求平衡和和谐。它复
杂多样，充满了象征……中国饮食与中国书法有颇多相似之处”。② 常常有标题为“解读艺术性的
中国烹饪”③或是“中国厨师艺术性的灵活创作”④的文章出现。一篇介绍中国拉面手艺的文章取
名为“存活下来的古老艺术”。⑤

白人对中国饮食文化的了解也达到了一个更加深入的水平。由美国白人编写的中餐食谱显示
了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对中餐的认识和理解。这一时期中餐食谱更加注重中国饮食风俗习惯和传统
的介绍。以往由美国白人编写的中餐食谱大多介绍阐述中餐的高营养价值、经济可口，并且只介绍
样式有限的几种美国化的菜肴；与之相比，新时期的食谱更重视中国饮食文化知识的引介。葛洛丽
亚·宾利·米勒１９６８年出版的《中餐千道食谱》是一本典型的由西方作家写给西方读者的食谱，
它几乎囊括了中国饮食的每个方面，从历史传统到炊具的使用。⑥ 同样，在一本名为《自然的中餐：
来自中国健康的烹饪》的菜谱中，白人女性作者露丝·思贝拉表现出美国人对中餐理解的加深。
她谈及了诸多中国烹饪原则，如“时间至关重要。成功的创造在于对火候和限度的良好理解”，“用
八角和酱油调制出的口味较重的菜肴要和突显食材本身味道的清淡菜肴相搭配”。⑦ 她还表达了
对中国厨艺的仰慕：“中国人使他们的烹饪成为一门真正的艺术，其中包含了与绘画和建筑相关的
很多成分”。⑧ 除报纸杂志外，由白人撰写的其他类型的文献也显示出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关注。在
由桃乐茜·法里斯拉皮德斯编写，出版于１９７７年的《不难了解的盛宴》中，不同流派烹饪的差异被
充分展现。中餐的就餐礼仪、烹饪技巧等也被谈及。⑨ １９６５年后还出现了关于中餐的学术书籍。
两部最著名的便是由Ｋ． Ｃ． 张出版于１９７７年的《中国文化中的食物：从人类学和历史学角度》和
Ｅ． Ｎ．安德森１９８８年面世的《中国食物》。前者追溯了中国食物几千年的漫长历史，后者对中国食
物体系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介绍了包括自然环境、食材在内的历史、烹饪技巧和食物的药用等诸多
方面。瑏瑠 通过这些可以看出，白人不但关注食物本身，还对食物背后的文化背景产生兴趣。美国白
人不再试图同化中餐，而是给予其更多的文化欣赏和文化尊重，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白人对中餐
的态度有了质的变化。

与先前华人单方面对民族食物做出调整不同，这一时期美国大众开始主动了解学习中餐和中
国饮食文化，美国人的饮食也受到中餐的影响。通过食物可以看出华白文化接触在双方文化行为
上显露出文化涵化的特点，而不是如之前般的单向性同化过程。心理学家约翰·贝瑞（Ｊｏｈｎ Ｗ．
Ｂｅｒｒｙ）将文化适应定义为“两个或多个文化群体及群体成员在接触中发生的文化和心理变化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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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过程”。贝瑞强调这是一个双方或多方相互适应和调整的过程，比如学习对方的语言，分享对方
的饮食喜好，采用对方穿衣模式或是社交活动。① 特斯克和纳克逊也认为，与同化不同，涵化是一
个双方相互施加文化影响的过程（虽然双方对对方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② 这一时期中餐还是会
做出一些调整来适应白人的口味。作为一个商业场所，餐馆还是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为宗旨，但
是这些调整并不意味着对自身文化的放弃，与前一时期相比，中餐的调整幅度大大降低，更加尊重
原有的文化传统，菜品保留了更多的中国烹饪特色；而同时，主流白人的味蕾和饮食喜好也因中餐
的影响而发生改变，《洛杉矶时报》载文称，“中餐对加州的美食图景有着有力的影响。普通加州人
的味蕾已能完全领会中式烹饪中精妙细微的滋味和香气”。③ 知名的主流餐馆中的烹饪也吸收中
餐的要素，如著名的厨师沃尔夫冈·帕克从中餐中汲取灵感，借鉴中餐的调味原则，在其餐馆中创
造出了有着中餐痕迹的新式潮流菜肴，受到大众追捧。④ 虽然中餐与主流饮食对对方施加的文化
影响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却明显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的过程，与之前中餐单方面的妥协和
被同化有本质的区别。

在分析这一阶段移民与主流群体的文化关系时，多元文化论更加适合。多元文化论强调美国
民族文化生活的多样性，认为各族裔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族裔间应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共
同促进美国文化的丰富多彩。在新时期，美国主流社会接受华人移民在公共场合（中餐馆）保持自
己的饮食文化特征和传统，允许极具特色的中餐出现在美国大众的视野里，纵使中餐的部分元素与
白人饮食规范相悖，甚至触犯了美国人的饮食禁忌。⑤ 这体现了美国社会在文化上较强的包容度，
在这种宽松的文化环境下，华人文化得以在宿主国获得一席之地，获得了白人群体的尊重，这符合
文化多元论之论调。

中餐的新变化以及主流白人对中餐态度的变化反映了这一阶段趋于平等的华白文化关系，纵
使华人与白人的种族社会地位还是差异很大，在文化层面上，白人群体对华人群体呈现出更多的欣
赏和尊重，这个时期的华白文化不再是绝对的主导和被主导的关系。

二、食物与种族文化关系
饮食文化是族裔文化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族裔身份的一个重要标志。著名人类学家玛丽·

道格拉斯（Ｍａｒｙ Ｄｏｕｇｌａｓ）曾说，如果食物是一种密码，那么它进行编码的信息就是社会关系。这些
信息表达的是社会等级高低、接纳和排斥、界限和穿越界限。⑥ 如此来讲，少数族裔食物进行编码
的对象便应该是少数族裔与主流社会的关系。少数族裔饮食和饮食文化在主流社会的接受情况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族裔在主流社会的文化地位，从主流社会对少数族裔饮食的态度上可以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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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涵化这一概念的理解在学术界发生过变化。早期的学者并没有将同化与涵化做一个明显的区分和界定，常常将两者等同起来或认为
一方包含着另一方，如戈登曾用涵化这一词汇描述移民在文化和行为方面做出调整来完成向主流社会的融入，认为涵化是同化的一个
方面。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后来才发生变化，学者逐渐认为涵化是个双向影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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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出主流社会对于少数族裔所持的文化态度，进而推测出两个族群间的文化关系。
中国食物在美国的发展与华人在美国的文化经历显示出很大程度的相关性：最初，华人多数以

劳工和苦力的身份进入美国，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的低下以及种族、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在文化上
也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斥和攻击，被认作是卑贱的“难以同化者”；随着移民二代、三代的成长，华人
群体，尤其是土生华人，被占主导地位的白人文化所同化，逐渐融入美国社会，却在很大程度上失掉
了原有的文化特征，作为一个族裔未能得到文化上的尊重；而１９６５年后新移民的到来带动华人群
体追寻其族裔文化身份，加之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思潮和华人社区整体社会经济地位的
提高，华人族裔逐渐得到主流社会的文化尊重。① 如前文所述，中餐在美国的接受经历了相似的过
程，从被白人所不齿到被白人饮食习惯同化再到被欣赏和喜爱，这一过程与华人在美国文化地位的
变动是相对应的。因此我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饮食这一角度可以映射出华白文化关系经历了
一个抵触同化包容并存的变化过程。

中餐不但反映华白文化关系，反过来还影响着华人文化在美国的形象，从而对两族群间文化关
系的改变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中国食物提供给美国大众一个便捷快速地了解中华文化的切入
点。在新时期，满载文化价值和文化内涵的中国食物为美国大众开启了一扇了解更多中华文明的
窗户。精致多样、纷繁复杂的食物对应的是博大精深的文明。由中上社会阶层华人新移民带入美
国的较为复杂的烹饪和较为精美的食物打破了美国人对中餐的陈旧刻板印象———中餐不再是简单
且美国化的“炒杂碎”和炒面。新的丰富美味的中国食物和烹饪激起了美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兴
趣和钦慕，也改变了他们对华人文化甚至对华人的看法。由于食物这一重要的文化交流纽带，文化
得以方便地被传递和了解。移民食物的变化使得主流白人群体对华人文化的认知发生变化，进一
步对种族间文化关系的变化起到推动作用。

中餐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和接受情况能够反映出华人移民在美国的文化经历和华人的文化地
位，映射出华白间的文化关系。针对这一关系，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可以用不同的民族理论加以
剖析。本文选择在中餐馆这一华白文化交流频繁的场合里通过饮食来对这一关系加以分析。１９
世纪下半叶多数白人对中餐的排斥诋毁态度明显是种族主义的表现；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中叶的
中餐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美国化的过程，可以用“熔炉论”进行解释，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华人
新移民对中餐的重塑以及中餐的新发展可以套用“多元文化论”加以印证。需要指出的是，从美国
民族关系的历史长河来看，“熔炉论”和“多元文化论”本身并不是相互排斥、非此即彼的关系，在不
同历史阶段、不同语境下美国民族关系用不同的民族理论来分析更加贴切。一些持多元文化论的
学者认为该理论同样适用于分析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期的美国民族关系，然而饮食这一角度反映
出来的华白文化关系并不符合这一论调，至少在华白文化互动最为明显的商业场合，早期华人饮食
并未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的趋势。② 中餐馆是商业场合，需要满足占多数的白人消费者的需求且
受制于这一时期的白人文化主导，这就抑制了华人表达其民族文化的意愿。华人饮食文化在这一
时期的中餐馆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同化过程。白人不认可、拒绝接受未经“改良”过的中
餐，中国饮食文化传统在中餐馆这一华人自己的民族场所（ｅｔｈｎ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都无法得到保留，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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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华人移民历史，详见ＳｈｉｈＳｈａｎ Ｈｅｎｒｙ Ｔｓａｉ，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Ｒｏｇｅｒ Ｄａｎｉｅｌｓ，Ａｓ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ｉｎｃｅ １８５０，Ｓｅａｔｔ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

在商业场合里，少数族裔文化和主流社会的互动最明显最直接。虽然华人饮食习惯在华人社区内部（如移民家中）可能得以保
留，但是在主流市场中就不可能不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因此商业场合是一个极为有趣的探索种族性和种族文化在外部影响下
丢失或保存的场所。



那些符合欧裔白人饮食规范的中国菜肴才能得到白人大众的认可，于是中餐在美国被按照白人的
意志重新塑造。中餐在自身调整过程中出现的种族文化特色的减弱和消失是被同化的表现。这说
明华人文化未能得以完好保存，而是淹没在白人文化主导的熔炉之中。同时，鲜有资料显示早期中
餐对美国主流饮食的影响，主流饮食对中餐的影响呈现出单向的态势，这更像是文化同化而非文化
适应的过程。民权运动后，虽然多元文化主义成为社会主流思想，该思想也常常遭到持熔炉论的学
者的质疑，有学者认为美国民族关系仍存在着同化的问题。他们认为，在新时期，美国这个大熔炉
仍然对不同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加工，使之发生融合。① 然而，从中餐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的接受
情况来看，主流社会对华人饮食文化的包容度越来越高，允许其保持自身的文化特点，并对其显示
出极大的文化尊重。虽然主流白人文化对少数族裔文化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少数族裔的文化特性
得以保留，且得到主流社会的文化欣赏。熔炉论无法解释这一现象，而多元文化论却更加适合分析
这一时期的华白关系。以熔炉论为代表的同化论与多元文化论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显示出各自
的合理性。因此，对于两种理论对错的争执不能一概而论，两者没有绝对的是与非，应当根据具体
历史时期里的具体语境加以分析和利用。

文化关系是种族关系一个重要的层面，随着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的盛行，文
化在影响美国种族关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族裔食物和饮食文化在主流社会的接受情况反映了少
数族裔与主流社会间的文化关系。文化关系的变化是整体种族关系变化的反映和体现。事实证
明，美国白人对中国食物的态度从抵触敌视到同化再到文化包容和欣赏的轨迹大体上与华白种族
关系的发展进程相吻合。这也印证了族裔食物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宏观的种族关系。食物作
为族群间民间交流的一个方便直接的渠道，在反映族群关系、促进文化了解方面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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