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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墙围起，顶部为风火墙的形式，称

为马头墙，因为徽州村落里高密度居住，

使得防火成为非常突出的问题，高高的

马头墙能够有效的防止火势的蔓延，同

时使民居看起来雄伟壮观，因此成为了

皖南民居的代表特征。

三、徽州古村落公共空间分析与新

农村建设

1、徽州古村落公共空间现状公共

空间即为人们活动的公共地域，一般是

通知或举办活动的时候人们聚集之地。

在古徽州，公共空间一般是村内位置相

对比较居中的位置，一般用来举办大型

活动，或者是乡亲们迎接外出做生意的

亲人回来的地方，随着时代的变迁，徽

州的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但是整体实

力却呈现出了下降的趋势，随之，徽州

的公共空间也先对萎缩，不仅公共空间

的面积减小，活动的人减少，同时表现

为公共空间的只能下降，人们的公共活

动并不多，政府甚至不会在公共场所召

开集会，而是通过挨家挨户通知的方式

进行沟通。从这一点上，就可看到古徽

州的经济、文化、社会上的优势已经在

逐渐弱化了。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一

些有利农村发展政策的实施，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有了较快发展，

农民收入有了明显提高，农民居住条件

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徽州地区更是大

力发展旅游业，也给徽州的居民带来了

不少的效益。但是，与此同时，致使徽

州地区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尤为突出。

2、对新农村建设的思考中国农村

由于其形成原因的特质，往往是以姓氏

族为单位，因此其公共空间具有较强的

向心性，居民往往对村内的事务津津乐

道，却对村外的世界缺少兴趣和缺乏亲

近感。而现今的农村由于受到政府活动

的参与，其在形成了发展中越来越多的

受到了政策的干预而缺乏自身发展形成

所具有的天然属性，因此也很难保证自

己的独立与完整。当今社会发展已经成

为了时代的主题，市场经济发展的浪潮

同样波及到了广大农村地区，传统的宗

族文化与现代的快速文化的碰撞使得未

来农村社会的发展具有许多不确定的因

素。一方面，传统的宗族文化正在逐渐

的消失，以自然姓结成的乡村越来与少

见，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集体经济以及政

府力量组织而成的新型乡村。传统的宗

祠为中心的村庄构造也正在逐渐消失，

而农村的公共空间的建设正在成为新型

农村的必备设施。另一方面，市场经济

的各个因素正在逐渐的渗入到农村中

来，原来构成农村公共空间的各个因子

正在逐渐被市场因子所替代，市场成为

了主导农村公共空间的因素。农村居民

越来越少的围聚在祠堂周围，却可见在

小商店周围往往围聚着许多居民聊天。

市场经济的因素正在逐渐瓦解传

统的农村公共空间。同样由于市场经济

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逐渐丰富

起来，居民的意识里也逐渐渗入了市场

经济的思维。越来越多的村落开发开放

成为旅游景点，这使得传统村落文化保

护以及环境保护工作成为了越来越突出

的难题。追逐市场利益的同时，古村落

的环境往往遭受着不可逆转的破坏，以

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利益已经成为了各

个古村落发展的主要模式，如何实现古

村落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和可持续的

发展，将成为未来古村落发展的主要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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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社会中“吃”的文化阐释

厦门大学     郭  旭

摘 要：本文通过对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吃”的文化意义的阐释和语法结构的
探讨，在宏观方面，可以看出“吃”统摄中国社会关系结构，并维持其正常运转；本文通
过熟人社会的视角对于“吃”进行科学的分析，使得我们对“吃”的意义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这对于传承中国文化，推动语法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吃”  文化阐释  熟人社会

孔子在《礼记》中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这个说法得到孟子同时代哲学家告子的回应，《孟子·告子上》

中告子倡言“食色，性也”，由此可见，在中国“吃”不仅

是维持生命的必要手段，也上升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基石的地位统摄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同样，作为文化表

现的方式的语言也不可避免的打上了“吃”的烙印，如何在

文化的语境下正确分析“吃”的内涵，并用语法手段对其进

行科学的分析为本文要讨论的重点。

一、两种文明观照下“吃”的地位凸显

不同于希腊的海洋文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因其特殊

的地理环境，使得“吃”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

在人类早期的社会中，希腊群岛在浩瀚的地中海上星罗

棋布，生活在岛上的人们，由于土地资源有限，他们选择捕鱼、

贸易和抢劫为主的生活方式，对生命的观照和对自然的敬畏

成了他们生活的主题，与此同时，岛上石缝中有限的泥土只

能栽种葡萄，等季候一到，丰收的葡萄酿成葡萄酒，接下来

便是迎接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狂欢节。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对此有精彩的描绘：“人在载歌

载舞中，感到自己是更高团体的一员，他陶然忘步，浑然忘

言，他行将翩跹起舞，凌空飞去，他的姿态就传出一种魅力。

正如现在走兽也能作人语，正如现在大地流出乳液和蜜浆，

同样从他的心灵深处发出超自然的声音。他觉得自己是神灵，

他陶然神往，飘然踯躅，宛若他在梦中所见独来独往的神物。

他已经不是一位艺术家，俨然是一件艺术品；在陶醉的战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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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自然地艺术才能都显现出来，达到太一的 高度狂欢的

酣畅。人，这 高尚的尘土， 贵重的白石，就在这一刹那

间被捏制，被雕琢。”

与纵欲的醉境相对应的便是禁欲的梦境，是斯巴达式残

酷的训练和超强的纪律，集体完全凌驾于个体之上，个人完

全服从于集体，他们心中怀抱着对神的敬畏，通过严苛的自

我训练，不尽铸就了自己强大的体魄，还造就了一个强大的

国家，因此，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海洋文明的国家注

重的是个体生命的救赎与超越，吃倒退居到了次要位置。

不同于海洋文明的生活方式，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先民们，

先是过着渔猎生活，经历种种痛苦的生命体验之后，随着猎

物的越来越难以捕获，生存的不确定性促使了饲养的产生和

种植技术的提高，于是人们告别流徙不定的生活方式，渐渐

在肥沃的黄河冲积平原上定居，怀着对土地深深地眷恋，进

入农耕文明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生活相对稳定，食物相对优裕，吃逐渐上

升到人们生活的主题，人神之间的沟通，人人之间的交流，

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无论剑拔弩张的鸿门宴，还是和平共处的

秦晋之好，都是以吃的形式在进行，吃由此脱离了它纯粹的

维持生命的作用，以礼的形式凝固下来，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人们生活的主题。

二、熟人社会中“吃”的文化阐释

不同于西方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中国从本质上来说是

一个熟人社会，有着自己独特的差序格局，费孝通在《乡土

中国》中阐述道：在团体格局里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

的架子；先有了这架子，每个人结上这架子，而互相发生关

联。“公民”的观念不能不先有个“国家”。这种结构很可

能是从初民民族的“部落”形态中传下来的。部落形态在游

牧经济中很显著的是“团体格局”的。生活相倚赖的一群人

不能单独地、零散的在山林里求生。在他们，“团体”是生

活的前提。可是在一个安居的乡土社会，每个人可以在土地

上自食其力的生活时，只在偶然的和临时的非常状态下才感

觉到伙伴的需要。在他们，和别人发生关系是后起和次要的，

而且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下需要着不同程度的结合，并不显著

的需要一个经常的和广被的团体。因之他们的社会采取了“差

序格局”。

我们如果要了解西洋的“团体格局”社会中的道德体系，

决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观念的。宗教的虔诚和信赖不但是他

们道德观念的来源，而且是支持行为规范的力量，是团体的

象征。在象征着团体的神的观念下，有着两个重要的派生观念：

一是每个个人在神前的平等，一是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

反观中国的社会结构，个人以己为中心，正如一粒投向

湖心激起的涟漪，依靠着地缘和亲缘关系一轮一轮的扩大开

去，众多的涟漪相互交错、影响，中心明确而边界模糊，而“吃”

恰恰维护着熟人社会的常态，把一些新的东西纳入到这个规

则之中，并使之运转。

在饮食方面，我们常用“生”和“熟”来表示食物是否

加热到可以食用的程度。固然“生”的食物被认为是不好吃

或不能吃的，而熟的食物则具有截然相反的内涵。长期的饮

食实践使人们认识到熟食、热食不仅不会对肠胃造成不良刺

激，相反还有益于食物的消化和人体的健康。或许我们的思

维里也是这样界定“生人”和“熟人”的吧，作为评价饮食

对象火候的词语被用来隐喻人或事物与自己关系的过程，说

一个人“面生”犹如接触得“欠火候”。俗话说，“熟人好

办事”，而生人呢，咱们“不吃那一套”，不过，可以“一

回生，二回熟嘛！”

三、关于“吃”的几种意义分析

1、“吃”是礼乐的前提

《管子》中关于“吃”描述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

食足而知荣辱。”充实的仓廪和丰足的衣食构成了礼节和荣

辱的前提，形而下的吃决定着形而上的礼乐，按照经典马克

思主义的观点就是，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肚皮改变着脑袋，只有肚皮吃饱并且府库有余，才会着意于

礼乐。

2、“吃”是生活态度的表现

孔子在《论语》中谈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或

许有人认为孔子是个挑剔的美食家，食物要求尽量精致，肉

酱要越碎越好，着眼于细节，窥一斑而知全豹，如果能认真

审慎的对待生活中 基本的内容“吃”，并尽量做到精致、

完美，那么对于生活中除此之外的其他事情也一样会以精审

的态度对待，从而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

3、“吃”是仪式化的表现

正如基督教的洗礼，或者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升旗仪式，

“吃”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一种仪式，在庄严地教堂，伴随着

手风琴的音乐，缭绕着深邃的诵经声；或者在周一早上的升

旗仪式中，雄浑的国歌声中，仰望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们

的灵魂一刹那间得到升华，这就是仪式的力量，“吃”或许

没有承担如此沉重的生命体验，但它已经褪去了内容，仅保

留了维持社会关系平衡的形式，这时，大到国家领导的会餐，

“吃”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种政治形式；小到逢年过节的家庭

聚餐，“吃”则成了团圆幸福的象征。

4、“吃”是人性的显现

《礼记》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

中云：“食色，性也”，无论是孔子也好，告子也好，他们

都自觉地把“吃”看成人性的体现。

托人办事要先请吃饭，吃好喝好才能把事情办好。在规

则之内，投桃报李，“一饭之恩”就会报之以“吃小灶”，

或者叫“吃偏食儿”，在领导那里你就是受到重视，或者称“吃

香”, 你至少会暂时混得好一些 , 也就是“吃得开”，但总

比受领导冷落而“吃瘪”好多了。

如果你工作做得好，受领导偏爱，你的同事不免“吃醋”；

同样如果你能力较强，富有魅力，很多女孩子愿意和你打交道，

你媳妇未免“吃醋”。

当然，你如果愿意做个花花公子，可以随时随地吃别人

豆腐；如果你是一个敢为天下先的人，第一个“吃螃蟹”的

可能就是你，而大家 不能忍受的就是“吃独食”。

四、结论

通过对“吃”的文化意义的阐释和语法结构的探讨，我

们可以看出“吃”是中国文化 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吃”

字统摄社会关系结构，并维持其正常运转；对其语法意义的

分析使我们得出科学的分析结论，并对“吃 +N”的语法结构

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对于传承中国文化，推动语法问题的

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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