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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英國作家徜徉文化共融之旅

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

提到扶霞．鄧洛普（Fuchsia Dunlop，下稱：扶

霞），很多人第一個想到的，大抵是她的《魚翅與花椒》。

這本帶有半自傳性的飲食文化書籍，不僅真實地介紹了中國

的飲食文化，更生動地展現了一個英國女孩如何一步步與

中國飲食文化由隔閡走向共融，在全球產生了極大的影

響。

扶霞日前接受大公報採訪，從中國飲食的他鄉之

客，到能夠同頻共振的同舟人，她講述自己轉變的過

程，讓人們感受到中菜的魅力，看到文化偏見如何

消除。這些對於今天希望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

流中心的香港，都有借鑒意義。

飲食從來都是中國人最驕傲的文化之一，不
過，儘管當前中國餐廳已經在全世界遍地開花，但
很多人仍對中餐持有由來已久的刻板印象，將中國
美食與便宜的外賣聯繫在一起，對精緻中餐更沒有
多少體驗。扶霞當初也是如此。

回憶自己與中餐的第一次接觸，她說： 「如很
多人一樣，我對於中餐的初體驗是炒雜碎和炒麵等
外賣。點中餐外賣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但我如今
並不認為那是真正的中餐。」 她提到在西方，很長
時間以來，很多外賣的中餐食品都是油炸的，蔬菜
不多，因此助長了中國食品 「不健康」 的觀點。
「這一直是影響中國食品在國外聲譽的一個問
題。」 對此扶霞直呼離譜： 「這簡直瘋了，我認為
沒有比中國人更了解健康飲食的民族。」

倫敦初嘗點心一試傾心
扶霞第一次與地道的中國菜相遇，是在青少年

時期，一位新加坡朋友帶她去倫敦唐人街吃點心，
「這大概算是我與地道中國菜的第一次相遇。我當
時已經很喜歡吃中餐了，但是並不知道它們由何而
來、如何而來。」

後來，她贏得了英國文化協
會的研究生獎學金，可以在
中國學習一年。因為
在此之前曾去過成
都旅遊，對這
座城市留
下了不

錯的印
象，加之
川菜的知名
度高，故而扶
霞選擇了到四川大
學進修。

但扶霞對於川菜的初體
驗並不好。1992年，她到

訪重慶，對於那裏每樣食物都必
然伴有大量的四川辣椒這件事，感到

震驚和不解。直到1993年，她第一次去
成都，當地的一些朋友帶她感受成都美

食，才令她突然發覺這裏食物的美味：新鮮，
色彩鮮艷，味道細膩豐富。談到川菜，扶霞總是樂
此不疲，在她看來，川菜的妙處就在於它的刺激以
及給人帶來的興奮。她說，川菜的食材和口味的多
樣性，讓人永遠不會厭倦， 「即使如魚香茄子、酸
辣豆花、擔擔麵，這樣平價而尋常的菜餚，也都非
常美味，這是我愛上川菜的重要原因。」

如川菜這般，中國飲食文化的多樣性和豐富性
成為之後幾十年中，一直令扶霞流連忘返的原因之
一。 「近30年來，我一直在遇到新的食材和菜餚，
還認識了像雲南這樣飲食文化極具變化性的地區，
彷彿一省之內就能匯集整個世界的風味。」 她認
為，中菜的最大特色正在於此：地域的多樣性以及
食物的變化多端。 「幾乎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特
色。」 她說： 「我懷疑任何其他地方的美食文化，
都無法在這方面與中餐進行比較。」

開放心態多方了解中國
在扶霞看來，飲食是她了解和感知中國文化的

途徑。 「通過與當地人一起按照當地的方式用餐；
通過保持開放的心態並願意品嘗任何東西。我不想
以外國人的身份吃中國菜，始終保持文化間的距

離。我想了解食
物對中

國人的真
正意義，以及他們是如何吃的。我想成為參與者，
而不僅僅是觀察者。」

而中國的飲食文化從來都不僅僅關於食物。從
庖丁解牛，到 「槐葉冷淘來急吃」 ，再到《陶庵夢
憶》《隨園食單》，乃至《紅樓夢》《茶
館》……美食與其他形形色色的文化，尤其
是藝術和文學，交相輝映，密不可分。因
此，除了食物本身，扶霞還會去閱讀很多
中國文學作品，欣賞中國藝術，聽過中國
音樂，了解過中國歷史，並且經常嘗試在
中國的文化語境下解讀中國食物。 「當我
在中國研究食物時，我總是去博物館，嘗
試更加廣泛地去了解這個地區，而非僅僅
通過廚房或桌子上的東西去了解。」

當然，美食還關於生活。扶霞說自己在成
都度過了非常美好的生活和飲食時光，每當她想到
川菜，總能想起那些美好的回憶。

中西有別學會重視口感
伴隨自己體驗的中餐文化的變化，扶霞自己也

在變化。她提到，外國人不像中國人那樣重視食物
的口感，這意味着很多中國食材對他們來說毫無意
義──比如海蜇、雞腳、魚肚、鵝腸等。而她現在
卻前所未有地開始享受食物的口感。

另外，她認為中國文化強調食物與藥材、飲食
與健康的密切關係， 「好的食物」 總是與健康、調

和以及感官刺激有關，中餐幫助她更好地保持
自己的身體健康，這也是在她看來中西飲

食最大的區別之一， 「我認為中國在
這方面遠遠領先於西方。」

當然，學習中國菜也從根
本上影響了扶霞的烹飪方

式： 「我總是用中國菜
刀烹飪，還會考慮用

中國的方式處理食
材，而且我現在
做中國菜比歐
洲菜要好得

多。」 她

說： 「我的餘
生都可以很幸福地

靠中國菜生活，只是我還
是會想念奶酪、烤土豆和巧克
力。」

打破偏見拓闊視野
對於當前許多國外食客
對中餐仍抱有偏見與刻

板印象，扶霞認為這
是信息渠道閉塞、
外國人很難了解
什麼是真正的中
餐導致的。 「我
認為對熟悉的食
物感到舒服，對
不熟悉的食物感
到懷疑或擔心是正

常的。」 扶霞說：
「克服這種懷疑並學習

欣賞其他美食和文化，不僅
可以豐富個人的視野，而且還具有社會

效益。」 而這就是她努力推廣中餐文化的原因。
正如扶霞所說，如今的她，不僅僅是一個關注

中菜的外國人。 「真正有趣的事情是，我可以從兩
個角度看待中餐和中國文化，我可以是他們中的一
員，也可以是冷靜的旁觀者。」 她說自己能夠理解
中國人如何看待西餐，並知道中西方飲食文化之間
的困惑和焦慮的根源所在。她相信，隨着西方城市
的飲食愈加多樣化，當地的中餐亦會愈發地道，而
中餐曾經和正在面臨的誤解，以及在世界美食中的
位置，都將發生變化。 「我認為中國菜在未來會更
受歡迎是不可避免的。當然，我正在盡我所能支持
這一點。」

中菜隨時代嬗變
對於中菜未來的發展方向，扶

霞認為，變化是自然而言的過程。
她強調，中國菜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它總是因歷
史和文化等原因而演變。例如，黑胡椒等許多原材料，在漢代從
中亞傳入中國；對中國美食意義重大的麵粉，也是在大約漢代時
期，中國人向中亞人學習如何將小麥磨成麵粉的技術後才出現的；至
於辣椒，則是明朝末年經海路傳入中國的食品之一── 「今天的四川菜
如果沒有辣椒，將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情，但它實際上在中國是一種舶來
的、相對新的食材。」

她講到，在中國美食文化發展的過程中，僑民也是其中一環。
「我認為 『左宗棠雞』 這道菜的故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這不

是湖南的傳統菜餚，但它屬於湖南人故事的一部分，先是由湖南
人移居帶到台灣，然後再流傳到紐約。許多菜餚實際上都包

含了這樣複雜的故事──它們並非完全真實，但卻是烹飪
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我認為，
沒有比中國人更
了解健康飲食的
民族。

川菜的食
材和口味的多樣
性，讓人永遠不
會厭倦。

扶霞．鄧洛普吃出吃出中中菜菜緣緣
▶川菜豐富的味
道和鮮艷的色彩
令扶霞‧鄧洛普
着迷。

▼擔擔麵是
著名四川麵
食。

◀◀扶霞扶霞．．鄧洛普鄧洛普
從舌尖開始了解從舌尖開始了解
中國文化中國文化。。

我想了解
食物對中國人的
真正意義。

交流融合

▶辣子雞是
川菜的名菜
之一。

▼▼扶霞扶霞．．鄧洛鄧洛
普著作普著作《《魚翅魚翅
與花椒與花椒》。》。

▶扶霞．鄧洛普對
中菜情有獨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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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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