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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词作为旅游活动中的重要环节，具有指导性、欢迎性和
宣传性的特点，它为游客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旅游体验。导
游词的撰写要注重语言的感染力，通过生动的描写和形象的
比喻来吸引游客的注意和兴趣。以下是小编为您精心准备的
导游词范文，希望能够让您更全面地了解这个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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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饭馆内部的结构分为两种：使用椅子和脱鞋上炕。在炕
上吃饭，着韩服时，男人盘腿而坐，女人右膝支立。着便装
时，只要把双腿收拢在一起坐下就可以了。

碗筷勺

韩国人吃饭的顺序：右手一定要先拿起勺子，从水泡菜中盛
上一口汤喝完，再用勺子吃一口米饭，然后再喝一口汤、再
吃一口饭后，便可以随意地吃任何东西了。

碗：中国人、日本人都有端起饭碗吃饭的习惯，但是韩国人
视这种行为不规矩。而且也不能用嘴接触饭碗。不可出声，
不要让匙和筷碰到碗而发出声音。

勺：在韩国人的饮食生活中比筷子更重要，它负责盛汤、捞
汤里的菜、装饭，不用时要架在饭碗或其它食器上。

行酒礼

斟酒，如果双方第一次见面，则一手需托住另一只手的肘部
为对方斟酒;但如果对方是长辈，则必需用一只手托住酒瓶底
端斟酒。



饮酒，身份高低不同者一起饮酒碰杯进时，身份低者要将杯
举得低，用杯沿碰对方的杯身，不能平碰，更不能将杯举得
比对方高，否则是失礼。

饮酒时晚辈和下级可背脸而饮。传统观念是“右尊左卑”，
用左手执杯或取酒被认为不礼貌的。另外要注意敬酒者离开
时应鞠躬。

特别注意

与长辈一起用餐时，长辈动筷后晚辈才能动筷。不可以用筷
子对别人指指点点，用餐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与别人统一
步调。与长辈一起用餐时，等长辈放下汤匙和筷子以后再放
下。用餐完毕后将筷子整齐放在餐桌的桌面上。

不要把汤匙和筷子同时抓在手里;不要把匙和筷子搭放在碗
上;

用餐后，汤匙和筷子放在最初位置上，使用过的餐巾迭起来
放在桌子上，并相互行礼说“我吃好了!”

吃饭时，不宜高谈阔论。吃东西时，嘴里响声太大，也是非
常丢人的。

在韩国人的家里宴请时，宾主一般都是围坐在一张矮腿方桌
周围。盘腿席地而坐。在这种情况下，切勿用手摸脚，伸直
双腿，或是双腿叉开，都是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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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坐次

总的来讲，座次是“尚左尊东”、“面朝大门为尊”。若是
圆桌，则正对大门的为主客，主客左右手边的位置，则以离



主客的距离来看，越靠近主客位置越尊，相同距离则左侧尊
于右侧。若为八仙桌，如果有正对大门的座位，则正对大门
一侧的右位为主客。如果不正对大门，则面东的一侧右席为
首席。

如果为大宴，桌与桌间的排列讲究首席居前居中，左边依次2、
4、6席,右边为3、5、7席，根据主客身份、地位，亲疏分坐。

如果你是主人，你应该提前到达，然后在靠门位置等待，并
为来宾引座。如果你是被邀请者，那么就应听从东道主安排
入座。

一般来说，如果你的老板出席的话，你应该将老板引至主座，
请客户最高级别的坐在主座左侧位置。除非这次招待对象的
领导级别非常高。

二.点菜

如果时间允许，你应该等大多数客人到齐之后，将菜单供客
人传阅，并请他们来点菜。当然，作为公务宴请，你会担心
预算的问题，因此，要控制预算，你最重要的是要多做饭前
功课，选择合适档次的请客地点是比较重要的，这样客人也
能大大领会你的预算。况且一般来说，如果是你来买单，客
人也不太好意思点菜，都会让你来作主。如果你的老板也在
酒席上，千万不要因为尊重他，或是认为他应酬经验丰富，
酒席吃得多，而让他/她来点菜，除非是他/她主动要求，否
则，他会觉得不够体面。

如果你是赴宴者，你应该知道，不该在点菜时太过主动，而
是要让主人来点菜。如果对方盛情要求，你可以点一个不太
贵、又不是大家忌口的菜。记得征询一下桌上人的意见，特
别是问一下“有没有哪些是不吃的?”或是“比较喜欢吃什
么?”让大家感觉被照顾到了。点菜后，可以请示“我点了菜，
不知道是否合几位的口味”，“要不要再来点其它的什么”



等等。

筷子礼仪

一忌敲筷：即在等待就餐时，不能坐在餐桌边，一手拿一根
筷子随意敲打，或用筷子敲打碗盏或茶杯。

二忌掷筷：在餐前发放筷子时，要把筷子一双双理顺，然后
轻轻地放在每个人的餐桌前，相距较远时，可以请人递过去，
不能随手掷在桌子上。

三忌叉筷：筷子不能一横一竖交叉摆放，不能一根是大头，
一根是小头。筷子要摆放在碗的旁边，不能搁在碗上。

四忌插筷：在用餐中途因故需暂时离开时，要把筷子轻轻搁
在桌子上或餐碟边，不能插在饭碗里。

五忌挥筷：在夹菜时，不要把筷子当作道具，在餐桌上乱七
八糟地挥舞;也不要在请别人用菜时，把筷子戳到别人面前，
这样做是失礼的。

中餐点菜的三优四忌

一顿标准的中式大餐，通常，先上冷盘，接下来是热炒，随
后是主菜，然后上点心和汤，如果感觉吃得有点腻，可以点
一些餐后甜品，最后是上果盘。在点菜中要顾及到各个程序
的菜式。

优先考虑的菜肴

(1)有中餐特色的菜肴。

宴请外宾的时候，这一条更要重视。像炸春卷、煮元宵、蒸
饺子、狮子头、宫爆鸡丁等，并不是佳肴美味，但因为具有
鲜明的中国特色，所以受到很多外国人的推崇。



(2)有本地特色的菜肴。

比如西安的羊肉泡馍，湖南的毛家红烧肉，上海的红烧狮子
头，北京的涮羊肉，在那里宴请外地客人时，上这些特色菜，
恐怕要比千篇一律的生猛海鲜更受好评。

(3)本餐馆的特色菜。

很多餐馆都有自己的特色菜。上一份本餐馆的特色菜，能说
明主人的细心和对被请者的尊重。

三.餐具

01

筷子

筷子是中餐最主要的餐具。使用筷子，通常必须成双使用。
用筷子取菜、用餐的时候，要注意下面几个“小”问题：

二是和人交谈时，要暂时放下筷子，不能一边说话，一边像
指挥棒似地舞着筷子。

三是不要把筷子竖插放在食物上面。因为这种插法，只在祭
奠死者的时候才用。

四是严格筷子的职能。筷子只是用来夹取食物的。用来剔牙、
挠痒或是用来夹取食物之外的东西都是失礼的。

02

勺子

它的主要作用是舀取菜肴、食物。有时，用筷子取食时，也



可以用勺子来辅助。尽量不要单用勺子去取菜。用勺子取食
物时，不要过满，免得溢出来弄脏餐桌或自己的衣服。在舀
取食物后，可以在原处“暂停”片刻，汤汁不会再往下流时，
再移回来享用。

暂时不用勺子时，应放在自己的碟子上，不要把它直接放在
餐桌上，或是让它在食物中“立正”。用勺子取食物后，要
立即食用或放在自己碟子里，不要再把它倒回原处。

而如果取用的食物太烫，不可用勺子舀来舀去，也不要用嘴
对着吹，可以先放到自己的碗里等凉了再吃。不要把勺子塞
到嘴里，或者反复吮吸、舔食。

04

盘子

稍小点的盘子就是碟子，主要用来盛放食物，在使用方面和
碗略同。盘子在餐桌上一般要保持原位，而且不要堆放在一
起。

需要着重介绍的，是一种用途比较特殊的被称为食碟的盘子。
食碟的主要作用，是用来暂放从公用的菜盘里取来享用的菜
肴的。用食碟时，一次不要取放过多的菜肴，看起来既繁乱
不堪，又像是饿鬼投胎。不要把多种菜肴堆放在一起，弄不
好它们会相互“窜味”，不好看，也不好吃。不吃的残渣、
骨、刺不要吐在地上、桌上，而应轻轻取放在食碟前端，放
的时候不能直接从嘴里吐在食碟上，要用筷子夹放到碟子旁
边。如果食碟放满了，可以让服务员换。

04

水杯



主要用来盛放清水、汽水、果汁、可乐等软饮料时使用。不
要用它来盛酒，也不要倒扣水杯。另外，喝进嘴里的东西不
能再吐回水杯。

05

湿毛巾

中餐用餐前，比较讲究的话，会为每位用餐者上一块湿毛巾。

它只能用来擦手。擦手后，应该放回盘子里，由服务员拿走。
有时候，在正式宴会结束前，会再上一块湿毛巾。和前者不
同的是，它只能用来擦嘴，却不能擦脸、抹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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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宴会是否可以坐下来埋头就吃呢?老者、尊者不开始，幼
者、卑者又是否可以开始呢?传统上说"拜而食"，就是站起来
拜谢之后再吃。——不要以为这种古风现在只有日韩还有，
其实现在国内保持这个谦谦君子风的人依然不在少数。

在古代正式的延宴中，座次的排定及宴饮仪礼是非常严格的。
如：宋真宗曾下诏批评朝中筵宴仪容不端的'现象，而不容许
随便行事。据《宋史·礼志十六》：

古代中央政府的"鸿胪寺和光禄寺"，其职责之一就是分别"掌
宴飨事"和"宴飨酒醴膳羞之事"。《明会典》"诸宴通例"说：
朝中筵宴，先期三日，光禄寺行鸿胪寺，查取与宴官班次贴
注。若贴注不明，品物不备，责在光禄寺;若班次或混，礼度
有乖，责在鸿胪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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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餐桌礼仪



圆形餐桌一直是中国人用餐时的首选。因为可以坐更多人，
而且大家可以面对面坐，一家之主的身份并不像西方长形餐
桌上很清楚地通过他的座位而辨认。客人应该等候主人邀请
才可坐下。主人需要注意不可让客人坐在靠近上菜的座位。
此为一大忌。

要等到所有人到齐后方可开始进餐--即使有人迟到也是需要
等的。一旦大家就位，主人家便可以做开场白。进餐期间，
主人必须承担一个主动积极的角色--敦促客人尽情吃喝是完
全合理的。

一张典型中式餐桌看上去相当空。每张座位前可见放在盘上
的一只碗，右面是一组筷子与汤匙，分别放在各自的座上。
在正式场合上，会出现餐巾，主要放在膝上。

在正式宴席上，菜式的吃法很像放映的幻灯片，每一次一道
菜。米饭一般不会与菜式同上，不过可以选择同吃。由于菜
式各有特色，应该个别品尝，而且一次只从碗中吃一种，不
是混合品尝。不可用盘子吃，只能用碗。骨头和壳类放在骨
盘中。堆放的盘子如果骨头过多，必须及时用干净的盘子替
换。

除汤之外，席上一切食物都用筷子。也有可能会提供刀叉，
但身为中国人，最好用筷子。筷子是进餐的工具，因此千万
不可玩弄筷子--把它们当鼓槌是非常失礼的做法，更不可以
用筷子向人指指点点或打手势示意。当然，绝对不可吸吮筷
子或把筷子插在米饭中，这是大忌--这正好像葬礼上的香烛，
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再有，不可用筷子在一碟菜里不停翻动，
应该先用眼睛看准你想取的食物。当你用筷子去取一块食物
时，尽量避免碰到其他食物。可能的话，用旁边的公筷和汤
匙。吃完饭或取完食物后，将筷子放回筷子座上。

一席中式餐饮如果没有茶便称不上正式。为此，有关茶的问
题，应该注意几件关键的事，先由最长者至最年青者，最后



为自己斟。当人家为你斟茶时，礼节上应该用手指轻敲桌子，
这样做是对斟茶者表示感谢和敬意。斟茶的顺序很讲究，先
长后幼，先女后男。

中国人向来“以食为先”，饮食除是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亦
是秉承传统习俗，聚首饭桌前大快朵颐。设宴的原因可以是
庆贺，也可以是哀痛。每逢农历新年、结婚、中国节日如中
秋节等，中国人便会一家老少聚首饭桌前共贺佳节;但另方面，
若有人离世，丧家会在葬礼完成后设“解慰酒”，宴请出席
葬礼的亲戚朋友，向他们表示谢意，可见中国人十分重视聚
首饭桌前分享喜乐与悲哀。

二、宴饮之礼

有主有宾的宴饮，是一种社会活动。为使这种社会活动有秩
序有条理的进行，达到预定的目的，必须有一定的礼仪规范
来指导和约束。每个民族在长期的实践中都有自己的一套规
范化的饮食礼仪，作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

维吾尔族待客，请客人坐在上席，摆上馕、糕点、冰糖，夏
日还要加上水果，给客人先斟上茶水或奶茶。吃抓饭前，要
提一壶水为客人净手。共盘抓饭，不能将已抓起的饭粒再放
回盘中。饭毕，待主人收拾好食具后，客人才可离席。蒙古
族认为马奶酒是圣洁的饮料，用它款待贵客。宴客时很讲究
仪节，吃手抓羊肉，要将羊琵琶骨带肉配四条长肋献给客人。
招待客人最隆重的是全羊宴，将全羊各部位一起入锅煮熟，
开宴时将羊肉块盛入大盘，尾巴朝外。主人请客人切羊荐骨，
或由长者动刀，宾主同餐。

作为汉族传统的古代宴饮礼仪，一般的程序是，主人折柬相
邀，到期迎客于门外;客至，至致问候，延入客厅小坐，敬以
茶点;导客入席，以左为上，是为首席。席中座次，以左为首
座，相对者为二座，首座之下为三座，二座之下为四座。客
人坐定，由主人敬酒让菜，客人以礼相谢。宴毕，导客入客



厅小坐，上茶，直至辞别。席间斟酒上菜，也有一定的规程。
现代的标准规程是：斟酒由宾客右侧进行，先主宾，后主人;
先女宾，后男宾。酒斟八分，不得过满。上菜先冷后热，热
菜应从主宾对面席位的左侧上;上单份菜或配菜席点和小吃先
宾后主;上全鸡、金鸭、全鱼等整形菜，不能把头尾朝向正主
位。

在古代正式的延宴中，座次的排定及宴饮仪礼是非常认真的，
有时显得相当严肃，有的朝代皇帝还曾下诏整肃，不容许随
便行事。宋真宗曾下诏批评朝中筵宴仪容下端的现象，事见
《宋史·礼志十六》的记述：

朝中筵宴，预宴者动辄成百上千，免不会生出一些混乱，所
以组织和管理显得非常重要。史籍上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并不
太多，我们可以由《明会典》上读到相关的'文字，可以想象
古代的一般情形。“诸宴通例”说：

(筵宴)先期，礼部行各衙门，开与宴官员职名，画位次进呈，
仍悬长安门示众。宴之日，纠仪御史四人，二人立于殿东西，
二人立于丹墀左右。锦衣卫、鸿胪寺、礼科亦各委官纠举。

凡午门外饮赐筵宴，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题准光禄寺，将
与宴官员各照衙门官品，开写职衔姓名，贴注席上。务于候
朝外所整齐班行，俟叩头毕，候大臣就坐，方许以次照名就
席，不得预先入坐及越次失仪。……又题准光禄寺掌贴注与
宴职名，鸿胪寺专掌序列贴注班次。每遇筵宴，先期三日，
光禄寺行鸿胪寺，查取与宴官班次贴注。若贴注不明，品物
不备，责在光禄寺;若班次或混，礼度有乖，责在鸿胪寺。

三、待客之礼

如何以酒食招待客人，《周礼》、《仪礼》与《礼记》中已
有明细的礼仪条文，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礼仪的具体内
容。



首先，安排筵席时，肴馔的摆放位置要按规定进行，要遵循
一些固定的法则。带骨肉要放在净肉左边，饭食放在用餐者
左方，肉羹则放在右方;脍炙等肉食放在稍外处，醯酱调味品
则放在靠近面前的位置;酒浆也要放在近旁，葱末之类可放远
一点;如有肉铺之类，还要注意摆放的方向，左右不能颠倒。
这些规定都是从用餐实际出发的，并不是虚礼，主要还是为
取食方便。

其次，食器饮器的摆放，仆从端菜的姿式，重点菜肴的位置，
也都有陈文规定。仆从摆放酒壶酒樽，要将壶嘴面向贵客;端
菜上席时，不能面向客人和菜肴大口喘气，如果此时客人正
巧有问话，必须将脸侧向一边，避免呼气和唾沫溅到盘中或
客人脸上。上整尾鱼肴时，一定要使鱼尾指向客人，因为鲜
鱼肉由尾部易与骨刺剥离;上干鱼则正好相反，要将鱼头对着
客人，干鱼由头端更易于剥离;冬天的鱼腹部肥美，摆放时鱼
腹向右，便于取食;夏天则背鳍部较肥，所以将鱼背朝右。主
人的情意，就是要由这细微之处体现出来，仆人若是不知事
理，免不会闹出不愉快来。

再次，待客宴饮，并不是等仆从将酒肴摆满就完事，主人还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要作引导，要作陪伴，主客必须
共餐。尤其是老幼尊卑共席，那麻烦就多。陪伴长者饮酒时，
酌酒时须起立，离开座席面向长者拜而受之。长者表示不必
如此，少者才返还入座而饮。如果长者举杯一饮未尽，少者
不得先干。长者如有酒食赐与少者和僮仆等低贱者，他们不
必辞谢，地位差别太大，连道谢的资格都不给。

侍食年长位尊的人，少者还得记住要先吃几口饭，谓之“尝
饭”。虽先尝食，却又不得自己先吃饱完事，必得等尊长者
吃饱后才能放下碗筷。少者吃饭时还得小口小口地吃，而且
要快些咽下去，随时要准备回复长者的问话，谨防发生喷饭
的事。

凡是熟食制品，侍食者都得先尝一尝。如果是水果之类，则



必让尊者先食，少者不可抢先。古时重生食，尊者若赐你水
果，如桃、枣、李子等，吃完这果子，剩下的果核不能扔下，
须怀而归之，否则便是极不尊重的。如果尊者将没吃完的食
物赐给你，若盛器不易洗涤干净，就得先都倒在自己所用的
餐具中才可享用，否则于饮食卫生有碍。

尊卑之礼，历来是食礼的一个重要内容，子女于父母，下属
对上司，少小对尊长，要表现出尊重和恭敬。对此，不仅经
典立为文，朝庭著为令，家庭亦以为训。《明史·礼志十》有
“庶人相见礼”，提到明太祖朱元璋时曾两度下令，都为的
是申明餐桌上的尊卑座次的排列礼仪。

洪武五年(1372年)，凡乡党序齿，民间士农工商人等平居相
见及岁时宴会谒拜之礼，幼老先施。坐次之列，长者居上。
十二年(1379年)令，内外官致仕居乡，惟于宗族及外祖妻家
序尊卑，如家人礼。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
下。与同致仕官会，则序爵，爵同序齿。

古代的许多家庭，少不以食礼作为家训的训条，教导子孙谨
守。清人张伯行《养正类编》卷三引《屠羲英童子礼》，就
提到这样的训条：

凡进馔于长，先将几案拂试，然后双手捧食器，置于其上，
器具必干洁，肴蔬必序列。视尊长所嗜好而频食者，移近其
前，尊长命之息，则退立于傍。食毕，则进而撤之。如命之
侍食，则揖而就席，食必视尊长所向。未食，不敢先食;将毕，
则先毕之，俟其置食器于案，亦随置之。

四、进食之礼

饮食活动本身，由于参于者是独立的个人，所以表现出较多
的个体特征，各个人都可能有自己长期生活中形成的不同习
惯。但是，饮食活动又表现出很强的群体意识，它往往是在
一定的群体范围内进行的，在家庭内，或在某一社会团体内，



所以还得用社会认可的礼仪来约束每一个人，使各个个体的
人的行为都纳入到正轨之中。

进食礼仪，按《礼记·曲礼》所述，先秦时已有非常严格的
要求，在此条陈如下：

“虚坐尽后，食坐尽前。”在一般情况下，要坐得比尊者长
者靠后一些，以示谦恭;“食坐尽前”，是指进食时要尽量坐
得靠前一些，靠近摆放馔品的食案，以免不慎掉落的食物弄
脏座席。

“食至起，上客起，让食不唾。”宴饮开始，馔品端上来时，
作客人的要起立;在有贵客到来时，其他客人都要起立，以示
恭敬。主人让食，要热情取用，不可置之不理。

“客若降等，执食兴辞。主人兴辞于客，然后客坐。”如果
来宾地位低于主人，必须双手端起食物面向主人道身，等主
人寒暄完毕之后，客人方可入席落座。

“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进，肴之序，遍祭之。”进食
之前，等馔品摆好之后，主人引导客人行祭。食祭于案，酒
祭于地，先吃什么就先用什么行祭，按进食的顺序遍祭。

“三饭，主人延客食胾，然后辨肴，客不虚口。”所谓“三
饭”，指一般的客人吃三小碗饭后便说饱，须主人劝让才开
始吃肉。

宴饮将近结束，主人不能先吃完而撇下客人，要等客人食毕
才停止进食。如果主人进食未毕，“客不虚口”，虚口指以
酒浆荡口，使清洁安食。主人尚在进食而客自虚口，便是不
恭。

卒食，客自前跪，彻饭齐以授相者。主人兴辞于客，然后客
坐。“宴饮完毕，客人自己须跪立在食案前，整理好自己所



和的餐具及剩下的食物，交给主人的仆从。待主人说不必客
人亲自动手，客人才住手，复又坐下。

“共食不饱。”同别人一起进食，不能吃得过饱，要注意谦
让。“共饭不泽手。”当指同器食饭，不可用手，食饭本来
一般用匙。

“毋抟饭。”吃饭时不可抟饭成大团，大口大口地吃，这样
有争饱之嫌。

“毋放饭。”要入口的饭，不能再放回饭器中，别人会感到
不卫生。

“毋流歠。”不要长饮大嚼，让人觉得是想快吃多吃，好象
没够似的。

“毋口它食。”咀嚼时不要让舌在口中作出响声，主人会觉
得你是对他的饭食表现不满意。

“毋啮骨。”不要专意去啃骨头，这样容易发出不中听的声
响，使人有不雅不敬的感觉。

“毋反鱼肉。”自己吃过的鱼肉，不要再放回去，应当接着
吃完。

“毋投与狗骨。”客人自己不要啃骨头，也不能把骨头扔给
狗去啃。

“毋固获。”不要喜欢吃某一味肴馔便独取那一味，或者争
着去吃，有贪吃之嫌。

“毋扬饭。”不要为能吃得快些，就用食具扬起饭粒以散去
热气。

“饭黍毋以箸。”吃黍饭不要用筷子，但也不是提倡直接用



手抓。食饭必得用匙。筷子是专用于食羹中之菜的，不有混
用。

“羹之有菜者用梜，无菜者不用梜。”梜即是筷子。羹中有
菜，用筷子取食。如果无菜筷子派不上用场，直饮即可。

“毋嚺羹。”饮用肉羹，不可过快，不能出大声。有菜必须
用筷子夹取，不可直接用嘴吸取。

“毋絮羹。”客人不能自己动手重新调和羹味，否则会给人
留下自我表现的印象，好象自己更精于烹调。

“毋刺齿。”进食时不要随意不加掩饰地大剔牙齿，如齿塞，
一定要等到饭后再剔。

“毋歠醢。”不要直接端起调味酱便喝。醢是比较咸的，用
于调味，不是直接饮用的。

“濡肉齿决，干肉不齿决。”湿软的烧肉炖肉，可直接用牙
齿咬断，不必用手去擘;而干肉则不能直接用牙去咬断，须用
刀匕帮忙。

“毋嘬炙。”大块的烤肉和烤肉串，不要一口吃下去，如此
塞满口腔，不及细嚼，狼吞虎咽，仪态不佳。

“当食不叹。”吃饭时不要唉声叹气，“唯食忘忧”，不可
哀叹。

类似的仪礼也曾作为许多家庭的家训，代代相传。让我们还
是以张伯行《养正类编》卷三所引《屠羲英童子礼》为例，
以下的这些话自然还是由《礼记》上演绎出来的：

凡饮食，须要敛身离案，毋令太迫。从容举筯，以次著于盘
中，毋致急遽，将肴蔬拨乱。咀嚼毋使有声，亦不得恣所嗜



好，贪求多食。安放碗筯，俱当加意照顾，毋使失误堕地。

当代的老少中国人，自觉不自觉地，都多多少少承继古代食
礼的传统。我们现代的不少餐桌礼仪习惯，都可以说是植根于
《礼记》的，是植根于我们古老饮食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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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餐桌礼仪文化论文篇五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礼产生于饮食，同时又严格约束着饮
食活动，饮食礼仪应运而生。下面是本站小编给大家搜集整
理的中国古代餐桌礼仪文化。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富有特点的饮食礼俗，而毫无
疑问，中国人的饮食礼仪是最为发达、最为完备的。早在
《周礼》中，就有一系列的职官分掌各种饮食诸礼。孙中山
先生也曾“以饮食为证”，论及“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
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

有主有宾的宴饮，是一种社会活动。这种社会活动必然就会



产生一套规范化的饮食礼仪，作为每个人的行为准则。在中
国文化里，其实不仅讲求饮食规格，甚至连菜肴的摆设这种
细节都有规则，《礼记•曲礼上》说：“凡进食之礼，左殽右
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酰酱处内，葱渫
处右，酒浆处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就是说，凡是
陈设便餐，带骨的菜殽放在左边，切的纯肉放在右边。饭食
靠着人的左手方，羹汤靠右手方。细切的和烧烤的肉类放远
些，醋和酱类放在近处。葱渫等伴料放在旁边。酒浆等饮料
上菜时，要用右手握持，而托捧于左手上;上鱼肴时，如果是
烧鱼，以鱼尾向着宾客;冬天鱼肚向着宾客的右方，夏天鱼脊
向宾客的右方。“虚坐尽后，食坐尽前。”在一般情况下，
要坐得比尊者长者靠后一些，以示谦恭;“食坐尽前”，是指
进食时要尽量坐得靠前一些，靠近摆放馔品的食案，以免不
慎掉落的食物弄脏了座席。“食至起，上客起。”“尊客之
前不叱狗。让食不唾。”宴饮开始，馔品端上来时，作客人
的要起立;在有贵客到来时，其他客人都要起立，以示恭敬。
不可以当着客人的面叱责狗;主人让食，要热情取用，不可置
之不理。

在用饭过程中，更有一套详细的要求。《曲礼上》云：

共食不饱，共饭不泽手，毋抟饭，毋放饭，毋流歠，毋咤食，
毋啮骨。毋反鱼肉，毋投与狗骨。毋固获，毋扬饭，饭黍毋
以箸，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齿，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辞
不能享。客歠醢，主人辞以窭。濡肉齿决，干肉不齿决。毋
嘬炙。卒食，客自前跪，彻饭齐以授相者，主人兴辞于客，
然后客。

《礼记》上的这个“十四毋”，是十四种失礼的吃相，古人
把它们分为两类：一是“伤廉”，就是在餐桌上一味贪吃，
而不顾及别人;二是“不雅”，这种人看上去其实十分粗俗。
因为在古人看来，人应该“知自别于禽兽”。

后世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其实很多，明人屠羲英的《童子礼》



如此说道：

凡饮食，须要敛身离案，毋令太迫。从容举筯，以次着于盘
中，毋致急遽，将肴蔬拨乱。咀嚼毋使有声，亦不得恣所嗜
好，贪求多食。安放碗筯，俱当加意照顾，毋使失误堕地。

参加宴会是否可以坐下来埋头就吃呢?老者、尊者不开始，幼
者、卑者又是否可以开始呢?传统上说“拜而食”，就是站起
来拜谢之后再吃。——不要以为这种古风现在只有日韩还有，
其实现在国内保持这个谦谦君子风的人依然不在少数。

在古代正式的延宴中，座次的排定及宴饮仪礼是非常严格的。
如：宋真宗曾下诏批评朝中筵宴仪容不端的现象，而不容许
随便行事。据《宋史·礼志十六》：

古代中央政府的“鸿胪寺和光禄寺”，其职责之一就是分
别“掌宴飨事”和“宴飨酒醴膳羞之事”。《明会典》“诸
宴通例”说：朝中筵宴，先期三日，光禄寺行鸿胪寺，查取
与宴官班次贴注。若贴注不明，品物不备，责在光禄寺;若班
次或混，礼度有乖，责在鸿胪寺。

中国传统餐桌礼仪文化论文篇六

1.打嗝：

在席间打嗝是非常不礼貌的，若真是无法控制，则可以喝水，
屏息方式使症状减轻，若仍无效，则最好去洗手间打个够，
等废气消了之后再返回坐位。

2.打喷嚏：

若只是暂时性之喷嚏当然可以以餐巾掩口方式，将污染减至
最低。若是喷嚏不断则最好离席至它处处理，若真的无法处



理则不妨先行离席，没有任何人会介意的。

3.补妆：

国人女性同胞有不少均不知此项礼仪，补妆应该在洗手间或
是人较少之处为之。公开场合补妆就好比是在梳头发，穿衣
服等一般是不妥的。

4.吸烟：

几乎所有的餐厅均以划分吸烟区和非吸烟区，为了避免其它
人吸二手烟，瘾君子最好尽力克制烟瘾，如果真的烟瘾太大
则可利用正餐用完，在场人士已开始用甜点、咖啡时再离席
前往室外吞云吐雾，如此既不算失礼亦不会妨害别人健康。

5.剔牙：

剔牙也要注意，相当恶心，真的要吐也请以餐巾纸掩口，吐
在纸巾上。牙签用完放在盘中即可，千万不要口中咬着一根
牙签与人交谈，状似流氓无赖状，非常难看。有些人甚至用
完餐后，口中仍叨着牙签到处走动，那更是离谱的举止了。

6.刀叉掉落：

进餐时若刀叉不小心掉落地面，此时只需要告之服务人员换
一干净的即可，不自行清理掉到的刀叉，更不可以用餐巾擦
拭过再继续使用。

中国传统餐桌礼仪文化论文篇七

餐桌的使用：饭桌是人们沟通关系和联络感情的最佳地点，
中国人尤其讲究在圆桌上吃饭。一家人在圆桌上吃饭，
有“团圆”、“一团和气”、“祥和”等寓意;朋友在圆桌上
吃饭，有不分“彼此高下”，亲如兄弟的意味;生意场上围桌



而坐，可拉近距离、求同存异，消解不少戾气。

菜品的搭配：一桌宴席上的菜品需有冷热、荤素、汤品和主
食的搭配。荤菜中又有鸡鸭鱼肉、海产品的搭配。从营养的
角度讲，荤菜占三分之一即可。从色泽上，要有红绿白等多
种颜色的组合。

餐具的选择：一场高端且能产生回味的“围桌而聚”，不仅
要求菜品的“色、香、味、意、形”俱佳，而且要求与之有
极好搭配的陶瓷餐具。一套好的餐具从造型，花色和款式上
要统一而和谐，更好地衬托菜品并能勾起人们的食欲。大家
都知道中国的英文称呼就是“陶瓷”(china)。中国人酷爱陶瓷、
陶瓷文化和陶瓷收藏，这实际上和中国餐桌、饮食文化有极
为密切的关系。因为在古代中国，一场丰盛而圆满的盛宴一
定离不开和菜品相得益彰的高档陶瓷餐具。帝王将相、公侯
贵族之家自不必说，即使地方上有头有脸或殷实人家，都常
年收藏一套乃至数套拿得出手的陶瓷餐具。这些餐具在逢年
过节或宴请宾客时一定要摆放到餐桌上，和美食相互映衬，
既炫耀地位、财富，又有和来宾谈兴的话题。一家人或主宾
之间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品鉴餐具好坏，花色品位，确是大
有雅趣之事。

中国传统餐桌礼仪文化论文篇八

1、“礼”是指饮馔的礼节和礼仪

反映了家族的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形成的礼节、仪式和个人
的礼貌要求。家宴、便宴要以“长”(家长、长辈)为主，宾
宴要以“客”为主。因此，就形成了许多规矩约束家人，尤
其对孩子们的约束更加严格。

礼有形式之礼和待侍之礼。形式之礼是指礼仪的形式和氛围
所体现的礼，比如宴请场所的选择、礼仪的档次、环境的营
造、用具的准备，都要体现对客人的一种尊重。待侍之礼是



指招待客人和侍奉客人的礼节，如宴席的排座是以长为先、
师为先、远为先的`原则，即按辈分排座，家庭教师要优先入
座，远道而来的亲戚朋友要优先入座，对待家境贫穷的亲戚
和朋友更要格外照顾，主人在席间与其交流的时间要长些，
敬酒次数要多些，并有意识地向客人介绍他们的“绝活”如
棋艺、书法、唱功，以获得众人的赞赏和尊重。同时严格要
求管家和仆人不准慢待这些人。

虽然每次宴请视客人身份和礼仪风俗的特点，在饭菜种类、
质量档次、饭庄的选择上是有区别的，但绝不能让客人挑
出“不是”来。在宴请中的祝词、敬酒、交谈、进餐、辞宴
的全程中都要注重礼节。

开宴前主人要将重要宾客介绍给大家，并致简明热情的祝词，
开宴时主人要亲自斟酒，按顺序向长辈和客人敬酒，不能强
求，主动替不胜酒力的客人喝酒，并向客人致意，向宾客敬
菜时，要注意客人的饮食爱好，次数不能多，量不能大，否
则会让客人尴尬，主人要注意席间相互交流的广泛性，不要
热此冷彼，如有女宾，更要注意谈话内容和对女宾的尊重，
主人不能先于客人放下碗筷，直到客人表示已吃好方可辞宴;
主人要陪主宾，漱口、净手后到另座饮茶。

大户人家做饭时，要求厨师盛盘上菜时盘子四周不能有菜渍，
上菜要用双手端盘、端碗，手指不能抠在盘沿和碗边上，盛
饭、盛汤，倒茶时不能太满，斟酒要满，但不能溢出，倒茶
的动作要规范，切忌将碗盖扣在桌子上，茶壶嘴对着客人，
倒茶后要后退一步再转身离去，给客人上烟时要用盘子端给
客人，切忌用手递烟，不要用一根火柴给数人点烟，不要在
客人面前用嘴吹灭火柴和随意扔掉火柴梗，不准当着客人扫
地、掸桌子，尤其不准将茶水泼在地上。

另外，在客人面前，主人不能训斥孩子和仆人，主与客的孩
子发生争执，主人要将自己的孩子拉走，不管谁是谁非，都
要向对方表示歉意，但不能当着客人面教训自己的孩子，否



则客人会感到不自在。

宾宴一般也是不让孩子参加的。记得小时候家宴时，要求孩
子们要做到懂规矩、尊敬人、讲礼貌、有教养，有三个不准：

三是绝对不准孩子喝酒。当年两个祖母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
乐乐，在饭桌上玩些游戏，输了要出节目，吃完饭还要让孩
子们比比谁的饭碗和桌面最干净，席间温馨的气氛十分浓厚。

2、“孝”家宴时讲究要尊重长辈，要尽孝道

入席时祖母坐在上位，不能参加的祖母要给留下位置，以示
其在家中的地位。待大祖母发话“都来坐”时，大家才按排
行顺序入座，年纪小的孩子们要另桌而食。几位大妈只能侍
立在家人背后给布菜、斟酒、倒茶、递毛巾。

祖母在每次家宴中都要给几个儿媳妇点她们最喜欢吃的菜，
以犒劳她们平日的辛苦，在家宴中称犒劳菜。在饭桌上大家
要观察祖母的情绪。情绪不好时，必须按规矩办事，敬酒、
说个奉承话都不能少，用词要有长次之分，更不能厚此薄彼，
因此大家都很谨慎。祖母发话:“大伙儿在一块就是图个乐，
还那么规矩干什么?”这时才能放松，气氛和谐愉快，大人们
还要领着各自的孩子到主桌上给老人问好。这种“孝”不只
是晚辈对长辈的敬、尊，也体现出长辈对晚辈的关爱。因此，
晚辈就更加敬重长辈更加孝顺老人，在每个人的心中铸就了
真诚的孝道。

3、“德”是一种品行，在家族的饮馔中有“让、度、俭”的
要求

4、“让”是要求大家相互谦让

不要好吃的抢着吃，要先让别人吃，哪怕都被吃光也不能有
怨气，要做到让为先，“度”要求喝酒吃饭要有度，不能暴



饮暴食，更不能劝酒无度，置人于醉。“俭”是要节俭，不
能浪费，尤其要求孩子不能浪费粮食，两位祖母经常嘱咐设
宴不要铺张奢侈。宴席结束后，都要将没动过筷子和未曾上
过桌的菜带回家。

5、“教”是饮馔方面的家庭教育

通过口传身教，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继承了家族中的老规
矩和礼俗，在与家庭教师共同用餐时，祖母总是要求几位教
师给孩子“训话”，并根据社会时尚向孩子们提出新的要求，
看到不好的现象就去指点一下，让孩子们知道要做什么、不
能做什么，寓教于吃中。

正是因为中国的饭桌礼仪严谨，让孩子形成了礼重形式、孝
重心理、德重行为、教重继承的饭桌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