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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之问思考篇04

着两地截然不同的饮食内容，养成了两地百姓迥

然 有 异 的 饮 食 习 惯 ， 正 所 谓 “ 一 方 水 土 养 一 方

人”。并且，在政治专制、经济落后以及文化保

守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制约下，这一地和那一地饮

食文化的沟通和交流相当困难，仅仅从物质层面

来解读这个问题——请设想一下，在不具备充分

的航空运输能力的情况下，南海或胶州湾的生猛

海鲜，能在内陆城市西安的餐饮市场上耀武扬威

吗？在交通落后的旧时代，各地的美味佳食，充

其量也只能成为送进皇宫的贡品（如唐玄宗当政

时，为满足贵妃杨玉环“嗜荔枝，必生致之”的

消费需求，用飞骑“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地从

岭南往长安运送），而无法进入市场成为商品，

所以，在农耕文明时代，“一方人吃一方食”，

就长久地成为各地百姓的一种生活常态。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上述生活常态

也在不断演进变化；而以上个世纪70年代末启动

的改革开放为嚆矢，中国社会从长期的封闭状态

中开始挣脱出来，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

的文化交流（当然也包括饮食文化交流）呈现出

不可逆转之势，“一方人吃一方食”的生活常态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具体表现在西安，就是

全国各地乃至来自海外的菜品、菜系纷至沓来，

大举进入，其中有一些还迅速火爆，占领了可观

的市场份额。

外来饮食的强势入驻

所 有 外 来 菜 品 、 菜 系 之 所 以 能 在 西 安 站 稳

脚 跟 ， 最 根 本 的 凭 借 是 口 味 ， 是 通 过 广 大 秦 人

口舌的鉴定获得了认可、领取了“绿卡”。最早

被西安人接纳的是川菜，看来，在对辣和麻的欣

赏 上 ， 秦 人 和 川 人 的 确 是 “ 口 之 于 味 ， 有 同 嗜

焉”。或有人会质疑说：肯德基、麦当劳在口味

上并没有什么突出的特点，为什么也会被西安乃

至全国的消费者所认可呢？我认为，没有突出特

点的口味也是一种口味，这种平常或者可以称之

为家常的口味一旦被受众接纳，反倒可以地久天

长，如中国北方饭食中的馒头。

支持外来菜品、菜系在秦地生存、发展的，

还有饮食以外的另外一些力量。比如，作为旧时

代的宫廷美食、新时代宴请国宾的大菜，北京烤

鸭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政治符号；另一个

极端是川菜，它是平民化、大众化的符号；而粤

菜北上和粤语北上一样，都是广东在得改革开放

风气之先、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以后所必然产生的

辐射效应。至于肯德基、麦当劳迅速在中国成为

消费时尚，则和它的人文精神、以人为本的经营

理念关系极大。我最早踏进肯德基是因为那里有

卫生水平不低于星级宾馆的洗手间，后来经常去

是由于哪怕只消费一杯红茶，也可以在它干净、

舒适的店堂里休息两个小时而不会遭到服务生的

驱赶或白眼。

应该说，从“一方人吃一方食”到“一方人

吃多方食”，这种变化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

有着多方面的积极意义：第一，消费者在饮食上

有了更多的选择，能够享受丰富多彩的美食，事

关老百姓的福祉，这是天大的好事；第二，文化

多 元 共 生 的 现 实 ， 势 必 会 导 致 竞 争 ， 而 不 同 文

化的碰撞、磨合、交融，也肯定会产生积极的效

果。这就像一句西方谚语所表述的那样：“一颗

石子在磨光另一颗石子的同时也磨光了自己。”

陕菜突破困境的现实路径

在全国范围进行横向比较，我们必须承认，

眼 下 的 陕 菜 是 一 种 处 于 弱 势 状 态 的 地 域 饮 食 文

化。毕竟，西安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

心，已经是陈年旧事，加之物产资源远逊于天府

之国的四川以及江南水乡、东南沿海诸地，更何

况经济发展在全国又属后进，所以，饮食文化呈

弱势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正因为如此，为了防止

在和各地饮食文化、特别是在和那些强势的地域

饮食文化交流中陕菜被边缘化，陕西的饮食文化

研究者，还有像西安饭庄、大唐博相府酒店这样

一些以经营陕菜为主的餐饮从业者，就必须打起

十 二 分 的 精 神 ， 在 川 菜 大 举 进 入 和 粤 菜 蒸 蒸 日

上、还有越来越多的省外以及国外餐品争抢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