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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日筷子文化的比较

◎孙智红
摘要：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紧密相连，却又各具特征，相互区别。中日两国都属于东亚筷子文化圈，筷子是中日两国

人民最常用的餐具之一，在平常的饮食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可以说筷子的历史在两国都很久远。在这漫长的

历史中筷子形状和用筷讲究等等也不断演变，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筷子文化。中日间筷子文化的不同折射出两国文化的差异。

本文将通过浅析两国筷子文化对其进行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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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筷子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是筷子的发源地，以筷进餐少说

已有 3000 年历史，是世界上以筷为食的

国家。从历史文献来看，目前我国关于筷

子的最早记载是在法家经典著作《韩非子》

当中：“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这

个故事说的是当年商朝的亡国之君纣王用

象牙做成了一双筷子，他的叔父箕子听说

后感到十分恐慌。《史记》中也记载了这

个故事，并为箕子添加了台词：“彼为象箸，

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

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 

在此筷子被称作“箸”，而先秦时期它其

实还有另一个名字——“梜”。据《礼记》

记载：“羹之有菜者用梜。”在用餐时，

筷子可以精准地夹到汤羹里的菜，这是用

勺子之类餐具所难以做到的，相比之下也

显得更加优雅。通过这些文献记载，我们

可以看出筷子确实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

在先秦的时期称为：“梜”，在汉代的时

候被称为：“箸”，则当属古代物质文明

长期发展的独特成果，到了明代被称为：

“筷”。关于筷子的起源，民间流传着许

多的说法，其中比较认可的有几种，一种

是姜子牙发明的丝竹筷，另外一种是妲己

用玉簪做成的筷子，还有一种是大禹用树

枝发明的筷子。

（一）姜子牙与筷子

这一传说流传于四川等地，说的是姜

子牙的老婆给他吃的肉里面放了毒，在姜

子牙要吃的时候，飞来一只鸟啄他要伸去

抓肉的手，姜子牙知道这是一只神鸟，于

是装着赶鸟一直追到一个无人的山坡上。

神鸟栖在一枝丝竹上鸣唱：“姜子牙呀姜

子牙，吃肉不可用手抓，夹肉就在我脚

下……”姜子牙听了神鸟的指点，摘了两

根细丝竹回家，将两根丝竹伸进碗中夹肉，

突然看见丝竹咝咝地冒出一股股青烟。姜

子牙假装不知放毒之事，对老婆说：“肉

怎么会冒烟，难道有毒？”说着，姜子牙

夹起肉就向老婆嘴里送。老婆脸都吓白

了，忙逃出门去。姜子牙明白这丝竹是神

鸟送的神竹，任何毒物都能验出来，从

此每餐都用两根丝竹进餐。此事传出后，

四邻也纷纷学着用竹枝吃饭，后来效仿

的人越来越多，用筷吃饭的习俗也就一

代代传了下来。这个传说显然是崇拜姜

子牙的产物，与史料记载也不符。殷纣

王时代已出现了象牙筷，姜子牙和殷纣

王是同时代的人，既然纣王已经用上象

牙筷，那姜子牙的丝竹筷也就谈不上什

么发明创造了。不过有一点却是真实的，

那就是商代南方以竹为筷。

（二）妲己与筷子

这个传说流传于江苏一带。传说商

纣王喜怒无常，吃饭时不是说鱼肉不鲜，

就是说汤太烫，有时又说菜肴冰凉不能

入口。结果很多厨师成为刀下之鬼。宠

妃妲己也知道他难以侍奉，所以每次摆

酒设宴，她都要事先尝一尝，免得纣王

咸淡不可口又要发怒。有一次，妲己尝

到有几碗佳肴太烫，可是调换已来不及

了，因为纣王已来到餐桌前。妲己为讨

得纣王的欢心，急中生智，忙取下头上

长长玉簪将菜夹起来，吹了又吹，等菜

凉了一些再送入纣王口中。纣王是荒淫

无耻之徒，他认为由妲己夹菜喂饭是件

享乐之事，于是天天要妲己如此。妲己

即让工匠为她特制了两根长玉簪夹菜，

这就是玉筷的雏形。以后这种夹菜的方

式传到了民间，便产生了筷子。这则传说，

不像第一个传说充满着神话色彩，而比

较贴近生活，有某些现实意义，但依然

富于传奇性，也与史实不符。考古学家

在安阳侯家庄 1005 号殷商墓中发掘出的

钢箸（筷），经考证其年代早于殷纣末

期的纣王时代，显然，筷子既不是纣王

发明，也非妲己创造，应是更早的产物。

（三）大禹与筷子

这个传说流传于东北地区。传说尧

舜时代洪水泛滥成灾，舜命禹治理水患。

一次大禹乘船来到一个岛上，饥饿难忍

架起陶锅煮肉。肉在水中煮沸后，因为

烫手无法用手抓食。大禹不愿等肉锅冷

却而白白浪费时间，他要赶在洪峰前治

水，所以就砍下两根树枝把肉从热汤中

夹出，吃了起来。从此，为节约时间，

大禹总是以树枝、细竹从沸滚热锅中捞

食。久而久之，大禹练就了熟练使用细

棍夹取食物的本领。手下人见他这样吃

饭，既不烫手又不会使手上沾染油腻，

纷纷效仿，渐渐形成筷子的雏形。大禹

在治水中偶然产生使用筷箸的最初过程，

使当今的人们相信这是真实的情形。它

比姜子牙和妲己制筷传说显得更纯朴和

具有真实感，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

总而言之，箸的出现，并非孤立。

远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已出现了匕匙。

到新石器晚期，单以匕匙进食已不能适

应烹饪的进化，箸也就顺乎潮流出现。

箸字的繁体写法是“筯”。从读音和字

形上，就可以看出，筷子最原始的作用

是帮助进食，并非必不可少的进餐工具。

但那时的小木棍儿之类还不能称之为筷

子，筷子之所以称筷子，主要在于人们

必须具有使用筷子的技术，而用筷技术

则需经过刻苦练习才能掌握，筷子的雏

形逐渐出现，这是人类在特殊环境下的

必然发展规律。从现在筷子的形体来研

究，它还带有原始竹木棍棒的特征，即

使经过 4000 余年的发展，其原始性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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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改变，筷子就这样诞生了。

二、日本筷子的起源与发展

7 世纪初日本派出使者，到中国学习

先进文化及事物。随着一批使者的回国，

筷子作为中国饮食文化之一，直接传入了

日本。根据史书记载，日本首次正式使用

筷子是在隋朝裴世清使团访问时的日本宫

廷宴会上。圣德太子听了遣隋使——小野

妹子对隋朝宫廷宴会的描述，决定用中国

礼仪对待中国使团，箸食制度由此引入日

本。在日本奈良时代编纂的《古事记》中，

就有关于筷子的记载，那时的筷子不像今

天的两根细棍，是将削细的竹子弯折成子

状使用的。平安时代，在“大尝”和其他

宫廷仪式上使用竹筷。随着中日文化的交

流和发展，到了奈良时代（710—784），

随着唐风盛行，筷子进入日本的普通家庭

中，唐箸在日本人的饮食生活中得到普及

和发展。日本把筷子从中国引入后，在自

己的饮食生活中得到普及和发展，并产生

了独特的筷子文化。每年 8 月 4 日为日本

的“筷子节”，每年的这一天，日本许多

地方都会举办相关祭典。例如东京山王日

枝神社，为了表达对“筷子”的感谢之意，

同时祈愿延长寿命、消除灾祸，通常会在

这一日举办“筷子感谢祭”。

三、中日筷子文化比较

（一）外观和使用方法不同

中国的筷子一般以圆柱形和四角柱形

居多，末端并不太尖，而且上下通常差不

多粗细。日本的筷子一般较中国短些，上

面涂有一层漆，日语称为 “漆筷”。末

端很尖是日本筷子的一大特征。中国的筷

子末端虽然也会稍细些，但并没有日本的

筷子那么明显。这和中日两国饮食习惯的

差异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属于内陆型国家，

人们自古以来以米饭和内陆动物的肉类为

主食，所以筷子末端即便形状圆润也丝毫

不会影响其使用。与之相对，日本是岛国，

典型的海洋性国家，其丰富的海产是古时

人们主要食物来源之一。即便是现在，以

鱼为主要食材的生鱼片和寿司也很受日本

人的喜爱。在食用带有细小鱼刺的寿司和

生鱼片之类的食物时，为了能够更好地将

鱼刺挑出，筷子的末端很有必要设计成尖

细形状。 

除了筷子末端形状相异之外，中国

的筷子要比日本的长一些。中国人家庭或

者朋友聚餐通常都是大圆桌上摆满各色菜

肴，大盘装着分量很足。大家一起吃桌上

的菜，为了能夹得到所有的菜，将筷子设

计得长一些更为方便。而且在中国互为家

人朋友夹菜被视为热情友善的表现，筷子

长一些自然更好给他人夹菜。与此相反，

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分食的习惯，或者称为

定食制，即将食物分为几等份，每人一个

小碗分装自己的那份食物各自享用。为对

方夹菜被视为不尊重对方、将自己的喜好

强加于人而且很不卫生的行为，是很冒失

的表现。因此日本的筷子没有必要像中国

那样做得那么长。 

餐具的使用在中国没有男女之分，

谁用什么餐具也无特别规定。筷子也同

样如此。然而在日本专筷的使用很普遍。

不用他人的筷子这种习惯大概和古代日

本人厌恶污秽的习俗有关。形成只用自

己筷子的习惯并不仅仅因为日本人古代

开始潜意识里有洗涤污秽的意识，还和

日本人喜欢根据形状将自己的东西和他

人的物品区分开来有关系。而且日本盛

行互相送礼的习俗，为显示独特性，所

送礼品中开始出现夫妇茶碗即男用女用

的成对茶碗，而各有特色形状各异的筷

子也开始慢慢多起来。中国人虽然也会

经常互相送礼，但像日本那样送碗筷之

类细碎生活用品的很少。形状迥异、男

女用不同碗筷自然也没有日本那么普遍。

日本人各人用各筷的专筷习惯，还有一

个重要的原因便是自古以来的精灵崇拜，

即泛灵论，信奉自然界所有的东西都有

灵魂，而且人们平常所用的东西也和其

主人的灵魂响应着。“筷子专用”习惯

的出现和这万物有灵的信仰有密切关系。 

（二）筷子禁忌比较

中日两国在筷子使用上都有很多各种

各样的礼仪讲究和忌讳。简单说来，在中

国有“三长两短”（长短不齐的摆放）、“仙

人指路”（拿着筷子指人）、“品箸留声” （嘬

筷子头）、“击盏敲盅” （用筷子敲打碗盘）、

“执箸巡城” （拿着筷子在盘碗中搜寻）、

“迷箸刨坟” （用筷子在盘碗中扒拉）、

“泪箸遗珠” （筷子夹菜滴答汤）、“颠

倒乾坤”（颠倒用筷子）、“定海神针”（筷

子插菜）、“当众上香”（筷子插饭碗）、“交

叉十字”（筷子交叉放）、“落地惊神”（筷

子掉地）等忌讳。而在日本则视下面这些

用筷行为——「ねぶり箸」（吮吸筷子）、

「探り箸」（用筷子在盘子里搅拌、寻找

食物）、「迷い箸」（拿起筷子犹豫不决，

挑拣食物）、「重ね箸」（专夹某一个菜

吃）、「刺し箸」（用筷子扎取食物）、「踊

り箸」（一边说话一边挥舞着筷子）、「受

け箸」（拿着筷子就那样再添饭菜）、「ほ

じり箸」（用筷子翻盘子底部的菜）、「ク

ロス箸」（两根筷子交叉）、「移り箸」

（前面的食物还在口中，就取另外的食物）

等为忌讳和失礼的举止。将中国和日本的

用筷忌讳对照一看会发现，有不少是相似

的，但其中的“三长两短”和“当众上香”

这两条用筷忌讳可以说是中国所特有。从

内容和形式上看，“三长两短”和“当众

上香”都是对于死的忌讳而特别规定的。

中国自古以来对死亡有一种特别的神秘和

恐惧感，对于所有能让人联想起死的事物

和举动都讳莫如深。但日本人的无常观让

他们憧憬瞬间美和消亡美，对于死比较释

然，没有中国那么恐惧，甚至把死视为一

种神圣和自我的升华。从这一方面的用筷

忌讳也可以窥见中日两国生死观的迥异。 

除了本文提到的筷子外形、专筷使用

以及用筷忌讳之外，中日用筷还有很多不

同之处。比如日本有很多和筷子配套使用

的形状各异、制作精美的筷托筷架，而中

国却很少用筷托筷架等等。由中国传入日

本的筷子，为日本人所接纳，并顺应了日

本的风土人情形成了不同于中国的筷子文

化。筷子虽是我们每日三餐都会用到的极

平常的餐具，其中却蕴含了丰富的民族文

化。中日两国自古以来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频繁，同处于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

在很多方面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仔细对照

却能发掘出根植于两国国民根性深处的迥

异文化内涵。 

（三）相同点

日本筷子是在吸收借鉴中国筷子基础

之上，融合日本的文化特征改造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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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形，材质，使用禁忌，寓意都有许多

相似之处。外形都是对称的两根木棍，材

质都有木质，竹制，金属制等；关于禁忌，

禁止将筷子插到米饭上，用筷子敲碗，用

嘴嘬筷子等；日本和中国一样，主要用筷

子用餐，筷子寓意衣食无忧，在中日两国

寓意都代表着吉祥。

四、中日两国筷子文化比较引发思考

在中国，“筷子”的寓意丰富而深刻，

筷子的“筷”同“快”发音相同，寓意快

乐之意；筷子是笔直的且比较硬，寓意为

人正直、正派、宁折不弯，一身正气；筷

子必须同时两根在一起才能使用，缺一不

可，寓意团结和注重团结。

在日本，“筷子”是人们日常生活

中极为普通而又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具，

与日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文化及神

话传说有着密切的联系。信仰佛教的日

本人视 “筷子”为祭物，给予它神奇的

力量，使它成为神与人，人与人之间联

系的纽带桥梁。

通过对中日筷子文化的比较研究，更

加系统、全面地了解两国筷子文化；进一

步学习认识从筷子文化差异反映出别国文

化不同，更加深刻认识到筷子的伟大发明

给两国人民带来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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