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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在中日韩三国间的跨文化传播及特点
———兼谈对中国文化的启示

唐永亮　 赵珍慧

［摘　要］同为亚洲国家且地理位置相邻的中日韩三国有一脉相承的文化根基，而在文化上也各自存

在特殊性，饮食文化也是如此。酱作为三国饮食文化中的共同元素，却在各自国家的生活文化中扮演

着不同角色。从中日韩三国的酱文化传播轨迹来看，古代酱文化是从中国向日韩两国进行文化传播，

然而现代却出现了日韩向中国传播的文化回流现象。韩日两国酱文化的发展 既 有 国 家 政 策 的 扶 植，

也有产业界自身的持续努力和创新。韩日通过不断加强酱文化与文化传媒的 融 合，促 进 酱 文 化 产 品

向外出口，不仅提升了本国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力，也构建起良好的国际形象。日韩两国打造饮食文化

的相关举措对中国酱文化发展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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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区别于他国的传统文化。饮食文化也是如此，它是一个国家生活文

化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又是流动的，饮食文化伴随着人的移动和国家之间的经济文

化交往实现跨文化传播。而各国因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状况及风俗习惯的不同又形成了各具特

色的饮食文化。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Ｅｄｗａｒｄ　Ｔｗｉｔｃｈｅｌｌ　Ｈａｌｌ　Ｊｒ．）首次提出跨文化

传播（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概 念。跨 文 化 传 播 活 动 已 成 为 国 家 之 间、种 族 之 间 的 联 系 纽

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人类文化的发展变迁。跨文化传播涉及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文化传

播与技术进步存在正相关。交通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极大地提升了跨文化传播的速度。网络信息

技术的革新，在不断丰富文化传播内容、拓宽文化传播渠道的同时，还提高了文化传播的趣味性与

时效性。第二，跨文化传播并非单向通道，输入的文化在结合本国特性进行不断改良与创新后，还

有可能反向回流传播。
自古以来，中日韩三国之间就存在着密切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从生产生活到文学艺术，涉及方

方面面。一直以来，学界对理论知识的跨文化传播讨论得比较多，而对生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得不够充分。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生活文化往往偏于感性，不易理论化。本文从跨文化传播学的视

角，以中日韩三国饮食文化中的共同元素———酱为切入点，探讨酱文化在中日韩三国间的传播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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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表现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中国的启示。

一、古代酱在中日韩三国间的跨文化传播

酱是以粮食和油料为原料，经微生物发酵制成的一种半流动状态、黏稠的调味品，是中日韩三

国饮食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酱文化是以酱为主料，在制作与使用过程中形成的饮食文化，中
日韩三国酱文化既有相似性，同时又各具特色。

中国是世界上较早发明酱的国家。在中国最早发明的发酵酱类食品被称为“醢”。所谓“醢”在
《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醢，肉酱也”，即用小坛子类器皿装的发酵过的肉酱。最早制酱多用动物

肉为原料加盐发酵并用坛子来盛装，这样做既可以减少盐的流失，又可以推迟肉的腐烂。
周朝时，人们已掌握丰富的制酱技术，并开始加入植物原料来丰富酱品的风味。由此可见，周

朝时食用酱的种类已经很丰富，而且制酱技艺也有很大进步。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制酱工艺得到

极大提升，人们开始以豆和麦面为原料制曲后，再加盐制作各种酱，逐渐形成了包括黄酱类、面酱

类、清酱（酱油）、豆豉、甜酱类、蚕豆酱、辣椒酱、花生酱、芝麻酱、鱼子酱、虾酱、肉酱等在内的庞大的

中国酱体系。酱制成品的丰富发展，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
在古代中国，养殖业不发达，人们摄取动物性食物有限，而机体所需营养依然能够得到基本保

障归功于包括中国酱在内的菽类食品的摄入。酱在满足人们生存需求的同时，因酱制品的开发和

利用甚至也成就了一方独特的饮食文化。在做酱、贩酱、吃酱、论酱过程中形成的思维方式与行为

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的心理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影响。无论是哪一种类的酱都表现为融合、黏
稠的形态，这与中国人讲求折中、适度、调和、稳定等中庸思想不谋而合。

不仅如此，酱的医疗效果也很早被发现和运用。汉末《名医别录》中记载酱有“除热、止烦满、杀
百药及热汤火毒”的功用。① 在《日华子本草辑注》中也提到，酱可以“杀一切鱼、肉、菜蔬、蕈毒、并

治蛇、虫、蜂、虿等毒”。② 民众更是通过实践发现了酱可以治疗烫伤、蚊虫叮咬、皮肤炎肿等病症。
研究表明，酱中含有多种氨基酸、维生素Ｂ１，营养极其丰富，并有助消化和增强食欲。③ 酱中含有发

酵细菌制造的大量酵素，能促进人体复杂的化学反应，是人体新陈代谢的催化剂。④

在韩国学界，围绕酱的起源有两种看法，即朝鲜半岛本土说和中国传入说。韩国农村振兴厅发

表的一篇研究报告中指出，朝鲜半岛是大豆的原产地，据古文献记载，韩国祖先在三国时代初期开

始制酱。⑤ 韩国学者尹徐石经过研究也认为，朝鲜半岛制酱 大 约 始 于４－５世 纪。⑥ 而 据《齐 民 要

术》记载，酱的制造技术源自中国。⑦ 在中国文化向周边国家辐射传播的过程中，酱也随之传到朝

鲜半岛的可能性很大。
从很早起酱汤就出现在古代朝鲜人的餐桌上，酱汤是不计入菜肴的最基本副食。⑧ 在古代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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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人看来，酱汤除口感美味，还有保健功能。它不仅能促进人体新陈代谢，还有解酒功效。因此，他
们在喝酒的第二天通常会用大酱汤解酒、养胃。不仅如此，在农村制作大酱是每家每户的大事，人

们认为酱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家族的命运，因而格外重视。① 由此可见，在古代朝鲜半岛，酱已经

超越食材本身，成为幸运的象征，成为代表幸福、勤劳的符号。
在日本，关于酱的起源众说纷纭。一是鉴真和尚带入说。７５３年鉴真东渡把制酱技术带入日

本。二是从中国渤海国传入说。渤海国是唐王朝的一个郡国，位于牡丹江流域，当时的渤海国业已

拥有比日本、朝鲜先进的文化。它与日本的交流和贸易往来甚为频繁。② 除此之外，还有日本本土

说、由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说以及朝鲜酱直接传入说等。
然而，无论是鉴真和尚带入说，还是中国渤海国传入说，日本酱来源于中国是学界的主流看法。

我国学者宋钢经过研究指出，唐朝鉴真和尚将我国酱的生产技术带到日本，从此日本有了酱。③ 日

本学者中山時子在其主编的《中国饮食文化》中也指出，由于中国农耕文明发达，日本的大部分菜培

植物，如大米、小米、大豆、小豆等，即便不是原产于中国，也是经由中国大陆传入日本的。④ 而以之

为主料的酱的制作技术大概也是在这一过程中传入日本的。
酱在传入日本后，日本人创新出酱汤，即味噌汤，并形成了时常饮用味噌汤的饮食习惯。味噌

汤的特点是口感清爽，低脂低糖又富营养，而且很开胃。酱的医疗功用在日本也很早被认识到。自

古日本民间流传一种说法：“与其把钱花在医生那儿，倒不如花在贩酱店”。日本对味噌药用价值的

研究也令人瞩目。研究表明，配餐饮用味噌汤与常见病的预防呈显著正相关，与疾病的发生呈显著

负相关，酱可以预防胃癌、乳腺癌、肝癌、脱发，延缓老化，有抑制恶性胆固醇生成的作用。经常食用

味噌成为日本人长寿的奥秘之一。⑤

由此可见，中日韩三国都比较重视酱的医疗作用，这大概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酱在中日韩三国

间传播的可能性。中医认为，食物不仅能为人体提供成长和生存所必需的各种营养物质，而且还能

改善饮食、驱除疾病。“食疗”的观点就是我国传统饮食文化与传统中医文化融合的结晶，是我国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酱的医疗功用也是通过“以食疗病”式实现的。这一“食疗”观念大概也对

韩日的酱文化产生了影响。⑥

总之，制酱技术不仅深深地影响到了中国饮食文化，也通过对外传播，对周边其他国家的生产

和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酱在韩日实现了本地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酱文化。

二、近代以来酱在中日韩间的跨文化传播

１９世纪中叶以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渐实现了近代化。这一时期有不少中国和韩国留学生

来到日本，他们不仅学习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知识，也接触到了以味噌为代表的日本饮食文化。

而随着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日本军队在入侵亚洲国家的同时，日本饮食文化也随之进入中国和

朝鲜半岛。当然日本料理除了饮食本身的意义以外，还被赋予了更多意义。它甚至被作为日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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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一种手段，通过推广日式生活文化来培养当地人对日本的认同感。在当

时日本占领的许多地方，日式饮食文化似乎成为当地上层文化的重要表现。总之，这一时期日本酱

文化向中国和韩国的传播是非自然的，从某种意义上具有文化侵略的色彩。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日本文化厅长官的私人咨询机构“日本文化政策推进会议”发布了一份报

告《文化振兴大纲———以实现文化立国为目标》。小泉纯一郎上台执政后，推出《关于今后经济财政

运营和经济社会结构改革的基本方针》，明确指出文化产业是２１世纪的新兴产业，是产业创新的重

要方向。日本政府开始积极发掘文化资源，振兴文化产业，包括酱文化在内的饮食文化也作为文化

产业的一部分受到高度重视。同时，日本政府倡导文化产业与消费生活相结合，以提高日本文化产

品的国际竞争力和集客力。譬如，在电视和电影制作过程中，巧妙地加入日本衣、食、住等元素。①

从《孤独的美食家》到《深夜食堂》，中国和韩国民众对日本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对日本影视剧里出

现的日式美食尤为向往。作为日本重要饮食文化的日式酱汤，成为人们喜爱的食物之一。在这一

背景下，包括日本酱在内的日本饮食文化开始进入中国和韩国市场，成为“日流”的重要表现形式。
酱文化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日韩之间再次迎来跨文化传播的高潮。

几乎与此同时，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韩国的酱文化也实现了向日本和中国的跨文化传播。
亚洲金融危机后，为了恢复遭受重创的韩国经济，韩国总统金大中提出了“文化立国”发展战略。之

后，韩国相继出台和完善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文化发展五年规划》《著作权法》《电影振兴法》
《广播法》《演出法》《出版与印刷振兴法》等法律法规，对文化产业给予了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韩国

的文化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伴随着《大长今》《韩国人的饭桌》等以韩国饮食文化为题材的韩国影

视剧以及娱乐节目的对外传播，韩国饮食文化引起了日本民众和中国民众的强烈兴趣，为韩国食品

进入日本和中国市场奠定了基础。为了适应外食文化的特征，韩国开发出各种以酱为主材料的融

合饭店来吸引游客，甚至还拍了一部以大酱为主题的电影———《大酱》，促进了酱文化的传播。除此

之外，为促进酱产业的发展，韩国政府基于地域文化，结合企业、农业和农民发展的条件，研究传统

酱类制作法，促进了制酱产业的多样化发展及对外传播。②

总之，近代以来酱文化在中日韩之间出现了两次跨文化传播的高潮。第一次高潮发生于１９世

纪中叶到２０世纪中叶，表现为日本酱向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传播和回流，在日本对中国和韩国发动

侵略战争期间达到了传播顶峰。然而，这种传播是非正常的，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文化

渗透的手段。第二次高潮发生于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这一时期伴随着日韩两国对文化产业的

重视，包括酱文化在内的饮食文化被融入两国的文化产品中，在亚洲得到了广泛传播。２０１８年５
月９日－１０日，第一届中日韩酱业国际论坛在中国保定召开。该论坛以“创新我们共同的酱文化

遗产”为使命，为中日韩酱文化的交流、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三、中日韩酱文化的跨境传播特征及对中国的启示

酱在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跨文化传播经历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古代阶段，主要表现为中国酱

文化向日韩两国的传播；第二阶段是近现代传播阶段，主要表现为日韩酱文化向中国的回流。纵观

中日韩三国酱文化的传播过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５５·

①

②

白如纯、唐永亮：《试析“酷日本”战略及其影响》，《国际论坛》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６５页。
［韩］崔慧善、金智研、于秀焕、白胜烈：《韩食的根，大酱———传统大酱的进化》，《农村振兴厅》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１９日（第３８号），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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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跨文化传播既可能是单向度的，也可能是双向度或多向度的。在古代，中国制酱技术先

进，所以这一时期酱的跨文化传播呈现出中国向周边国家单向传播的特征。进入近代以后，日本是

亚洲最先实现近代化的国家，在文化上也处于优势地位，不论是强制的或是非强制的，包括酱文化

在内的日本文化开始向其他亚洲国家传播。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在酱文化方面则表现为日本、韩
国的酱文化同时向中国传播、日韩酱文化相互传播以及交叉传播的特点。

第二，跨文化传播的手段越来越多元化。古代酱的跨文化传播对交通技术的依赖性强。受到

陆上交通和航海技术水平的限制，酱制品的国际贸易耗时较长。也正因如此，古代酱文化的跨文化

传播在更大意义上是制作技术的传播，其对日韩两国的生产、生活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而进入

近代以后，随着交通技术的进步，酱的跨文化传播更加快速、便捷，多以商品交易的形式进行。而互

联网技术的普及，使酱文化的传播可以脱离酱这一实物本身，通过将其作为文化符号融入到影视作

品中而实现了更为快捷和广泛的国际传播。
第三，酱文化已不仅仅是饮食文化，更被视为一种战略文化的组成部分。韩国将包括酱文化在

内的饮食文化作为产业战略的一部分，日本则将饮食文化作为“酷日本”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

都成为韩日两国提高国际影响力、改善国家形象的重要抓手。
总之，通过对酱在中日韩三国间跨文化传播过程的考察，特别是对２１世纪以来日韩酱文化向

中国回流过程的分析发现：韩日两国酱文化的发展既有国家政策的扶植，也有产业界自身的持续努

力和创新。通过不断加强酱文化与文化传媒的融合，促进酱文化产品向外出口，不仅有助于提升本

国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力，也有助于构建良好的国际形象。日韩两国打造饮食文化的相关举措对中

国有一定的启示和参考，主要有：
一是要把饮食文化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加以定位，将饮食文化元素通过网络技术、新媒体技

术等先进技术手段融入到各种文化产品中。譬如，介绍中国饮食文化的大型纪录片《舌尖上的中

国》开播以来取得了空前成功，可以利用这一品牌，在其中开设酱文化的专栏，并通过网络和电视等

多重渠道向外宣介。这样不仅有利于促进酱文化产品向外出口，还有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与良好

国际形象的树立。
二是要完善包括酱文化在内的与文化产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应建立由中央统一领导并协调有

关部门的文化产业国际化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完善促进包括酱产业在内的文化产品海外出口的法

律法规。法制建设对于包括酱文化在内的文化产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促进和规范作用，这一

点不论是从国外的先进经验还是从本国的实践来看都是显而易见的。国外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
如美国、韩国、日本等，它们的文化产业迅猛发展无一不得益于本国文化法律体系的健全。①

三是要注重开发新品，大力开展产业内品牌计划。推进先进技术的研究开发，提升制酱工艺，
制定酱产业品牌计划，从根本上提升酱品质量，创新酱品种类。在生产品牌产品的同时，还要注重

开发新品，大力开展产业内品牌计划，鼓励新兴制酱企业激流勇进。创新酱品种类不能仅局限于食

用酱本身，酱的衍生物（如具有保健功效的食品和药品）也可以成为突破口。同时，可通过举办展示

会、品评会等活动，促进国际交流。
综上，在当今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跨文化传播成为趋势也是挑战。中国应该积极借鉴韩国和

日本跨文化传播的思想和策略，全力弘扬具有中国国家特色的饮食文化，并且将有中国特色的文化

产品推向全世界，这既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也有助于促进文化交流、提升国家形象。
［责任编校：张京梅］　　

·６５·
① 顾江主编：《文化市场结构与贸易》，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６１－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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