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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立法惩罚餐饮浪费

一餐到底吃几个菜？中国有
一部专门讲规矩的书——《礼
记》，里面是这么写的：“乡饮酒之
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
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
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
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

这是乡饮酒之礼：六十岁以
上的人坐着，五十岁的人站着侍
候，听候使唤，这表示对年长者的
尊敬。六十岁的人上三个菜，七
十岁的人四个菜，八十岁的人五
个菜，九十岁的人六个菜，以表示
对老人的尊敬。

那么当皇帝与臣子一起吃饭
呢？则“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
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
二簋”，所有食器的使用有严格
规定，不能跨越，以此表示君臣
有别。

由此看出，什么年纪、什么身
份的人，吃几个菜，在阶级社会里
都有明文的规定。但这种规定并
不意味着王公贵族就能暴殄天
物，相反，无论在哪个时代，任意
浪费粮食，都是被鄙视的，民间
有“遭天谴”之说，连朝廷也立法
对浪费行为进行惩罚和整治。

历朝历代统治者曾针对奢
侈消费以及由奢侈引发的僭越
行为，不厌其烦地颁布了诸多禁
令。这些禁奢令，涉及的范围极
为广泛，几乎涵盖了日常生活的

方方面面，内容也十分详尽，包
括饮食、服饰、建筑、车舆、婚丧
等。饮食方面，最为强调的就是
不得浪费粮食。

如 宋 太 宗 太 平 兴 国 七 年
（982）颁诏要求民众不得浪费粮
食。“常岁所入，除租调外，不得
以食犬鼠，多为酒醪，嫁娶丧葬
之具，并从简俭；少年无赖辈相
聚蒲博饮酒者，邻里共捕之”，应
当储蓄起来，以杜绝“年饥则妻
子不厌于糟糠，罕能固穷，遂至
冒法”的现象。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
贫寒，对于历代君主纵欲祸国的
教训极其重视，《明代史话》载：
其称帝以后，“宫室器用，一从朴
素，饮食衣服，皆有常供，唯恐过
奢，伤财害民”。他经常告诫臣
下“奢侈乃丧家之源”，“节俭二
字非徒治天下者当守，治家者亦
宜守之”。

万历年间，京城的酒楼里悄
然兴起“轮转宴”，即官员之间请
客时，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分
次上菜，每次上四碟八碗十二道
菜，待品尝后撤下，再上一轮，循
环往复，多至五六轮。而所上菜
肴大多吃不了几口，就被倒掉
了，为的是摆谱儿、要场面。万
历皇帝得知后令人彻查，摆“轮转
宴”的大小官员十余人一律重笞，
并予以革职，永不叙用。

点菜应该量力而行，尽量光盘，那万
一点多了，做多了，吃不完，该怎么办？清
代雍正皇帝为节约粮食可谓费尽心思，还
曾专门为剩粥剩饭的处理和针对浪费粮
食现象，先后下了两道圣旨。

雍正二年（1724），雍正帝下圣旨说：
“谕膳房，凡粥饭及肴馔等食，食毕有余
者，切不可抛弃沟渠。或与服役下人食
之，人不可食者，则哺猫犬，再不可用，则
晒干以饲禽鸟，断不可委弃。朕派人稽
查，如仍不悛改，必治以罪。”这道圣旨将
剩粥剩饭如何处理，交代得十分详尽：吃
不完的饭菜，不能扔到沟渠里，可以分给
下人吃，不能给人吃的，也要用来喂猫喂
狗，猫狗也吃不了的，就要晒干作为饲料
喂鸡喂鸟。此外，圣旨还厉言告诫，违者
必予以治罪。

雍正五年（1727），他再发圣旨，针对
剩饭被“抛弃沟中，不知爱惜”的现象，强
调“上天降生五谷，养育众生，人生赖以活
命，就是一粒亦不可轻弃。即如尔等太监
煮饭时，将米少下，宁使少有不足，切不可
多煮”。并说：“尔总管等再行严传各处首
领、太监，见有米粟饭粒，即当捡起。如此

不但仰体朕惜福之意，即尔等亦免暴殄天
物。应不时查拿，如有轻弃米谷者，无论
首领、太监，重责四十大板。如尔等仍前
纵容，经朕察出，将尔总管一体重责。”

除了雍正之外，清朝还有一位历史上
出了名的节俭皇帝，穿着打了补丁的衣
服，连鸡蛋都舍不得吃，他就是被后人称
为“节俭成癖”的道光皇帝。道光继位时，
国家内有不断兴起的农民起义，外有西方
列强不断的挑衅侵略，要解决这些问题都
得花银子，可国库已空空如也。于是他从
宫内到宫外刮起一股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的运动。道光还曾发表了一篇节俭的宣
言书——《御制声色货利谕》：第一，重义
轻利，不蓄私财。要为国家省，为天下省，
为百姓省。第二，停止各省进贡。第三，
不再增建宫殿楼阁。文章不仅着重阐述
了节俭的重大意义和远大目标，也号召广
大人民积极响应自己的倡议。

道光自己节俭之外，也规定后妃们不能
浓妆艳抹，不能穿锦绣华服，肉也只有逢年
过节才能吃到。唯有一次为皇后祝寿破了
例摆了寿宴，不过也仅仅只是特批御膳房宰
了两头猪，给每人上了一碗打卤面。

雍正皇帝曾为剩粥剩菜下圣旨

华夏人民崇尚
敬天惜粮 勤俭节约

对于中国人来说，餐桌上的
事素来不简单。什么 人 ，什 么
时 候 ，吃 几 个 菜 ，都 是 有 讲 究
的 ，这 是 华 夏 之 礼 节 。 但 与
此 礼 节 相 对 应 的 ，是 自 古 以
来 ，华 夏 人 民 崇 尚 的 敬 天 惜
粮、勤俭节约。历朝历代都曾
对餐饮浪费进行过立法，更有

皇帝曾专门下发过圣旨，指点
剩菜剩饭怎么处置。

当餐饮浪费再度被置于风
口浪尖，人们还为在餐馆点餐
是“N（用 餐 人 数）+ 1”还 是

“N-1”争论不休时，不妨来看
看，在节约粮食、杜绝浪费这件
事情上，古人是怎么做的吧。

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餐桌上离不开
酒。作为一项饮食发明，人类所有的饮食
文明形态中都可以见到酒的存在。早在
五千年以前，华夏先民就从谷物的发酵
中获得了酒，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之畅
饮和陶醉。

酒足饭饱、酒逢知己，是中国人的一
大乐事。但是，在古代以及兵荒马乱的
近代，酒足饭饱没办法同时实现，为了丰
裕粮仓、节省粮食，禁酒令在历朝历代频
频发布。

最早产生“酒官”的周朝，也曾最早
出现禁酒令。周朝禁酒一来是以商纣王
为戒，杜绝殷商好酒淫乐的放纵之风，二
来与粮食紧密相连。周朝初年，战事连
连，粮食消耗巨大。当时酿酒的原料主
要以黍、稷、稻、麦、菽等粮食为主，连年
的战乱使得劳动人口减少，粮食产量锐
减，已经无法承受酿酒再耗费大量粮食，
因此，周朝不得不推行禁酒。

那么酿酒是否真的与粮食短缺有关
联呢？《汉书》中记载 :“稻米一斗得酒一斗
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中尊，粟米
一斗得酒一斗为下尊。”从这里我们可以
看出：一份粮食只能酿出同等体积的好
酒。也有质量差一点的酒，“一酿用粗米
二斛，曲一斛 ,得成酒六斛六斗”，即一份

粮食可酿出两份的酒。那时候的酒度数
并不高，普通人可饮数升而不醉，则等于
喝掉数升粮食。如果把这些酿酒用的粮
食节约出来，确实能救济许多灾民，这也
是两汉与三国，每逢灾年战乱，必定出台
禁酒令的原因。

所以在西汉初年，萧何制定的《汉律》
中规定：三人以上无故饮酒的处以“罚金
四两”。汉文帝为减少谷物的浪费而下诏
戒酒。汉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 147年）夏
发生旱灾，庄稼歉收，政府下令禁止酒的
买卖，间接地杜绝了饮酒。东汉和帝永元
十六年（104），兖、豫、徐、冀四州发生水
灾，政府下令这几个地方禁止有关酒的一
切活动。汉顺帝时也因天灾而禁酒。

宋朝延续了这种“禁止购买民间所酿
之酒”的禁酒令，为了保护“官酿”这个大产
业，开始大肆禁止民间酿酒，也加大了官营
酒业的生产。但朝廷在获得酒利时也担心
酿酒会导致粮食浪费与短缺，此外用于备荒
养兵的仓粮也绝不会拿去酿酒的。

待元朝一统江山时，统治者发现自己的
农业经济远远不及宋朝发达，没法提升生
产力，那就只能减少材料使用了，于是在
粮食危机频频发生的元朝，每一位皇帝都
颁布过禁酒令，“禁酿”和“岁饥”两个词一
直贯穿元朝历史。 □储文静

每个朝代都颁布过“禁酒令”

习近平总书记8月上旬就制止餐饮浪费
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在全社会引发广泛共
鸣，各地各部门，特别是各级机关事务管理部
门第一时间行动起来，纷纷出台了贯彻落实
的举措，制止餐饮浪费行为，进一步营造勤俭
节约之风。那么，西方人在制止餐饮浪费行
为、杜绝舌尖上的浪费方面，是如何做的呢？

加强宣传教育引导

在日本，学生从小就被教育节约食物。
学校不仅要求学生轮流当午餐值日生，做好
当天的午餐分发、餐后的牛奶盒和吸管整
理等工作，还定期组织学生到厨房参加
简单的劳动，让大家体验厨师的辛勤劳
作，懂得感恩、珍惜食物。

在韩国，以动画产业闻名的富川市公
开向社会征集提倡节约食物等改善饮食
文化的儿童动画，力求从小培养民众节约
粮食的观念。

减少生产过程浪费

英国可持续餐饮协会围绕食物是如何
被浪费掉、哪些食物被浪费掉等问题，对伦
敦一百家餐饮企业进行跟踪摸底调查，并将
调查结果反馈企业，告诉他们食物在培训厨
师阶段、厨师烹饪阶段、食品售出阶段及其
它阶段被浪费的程度，并提出改进措施。

意大利部分社会组织推出“对抗浪费”
食谱，指导民众利用食材的边角料烹饪出环
保又美味的创意料理，比如意大利面、菜肉
煎饼、拿铁面包、火腿酿肉卷等，受到广泛好评。

制止销售环节浪费

法国于 2016年 2月通过《反食物浪费法
案》，规定法国所有面积超过 400平方米的
超市，均有义务将没有在过期前卖出的食
物商品低价或无偿卖给相关公益机构或公
司。超市与公益机构或公司签订协议后，
能获得捐赠食物价值 60%的税收减免，但如

果超市拒绝执行该法案，将被处以 3750欧
元（约合人民币3万元）的罚款。

丹麦法律严格区分“最佳食用期限”
（Best if Used By）和“保质期”（Use By），但不
少超市和消费者将二者混为一谈，扔掉大
量刚过最佳食用期限的食物。2016年初，
哥本哈根开了一家名为WeFood的超市，专
卖已过最佳食用期限的食品，目的是向食
物浪费说“不”。

重罚公共场所浪费行为

德国将公共场所的食物浪费视为个人
“行为不端”，一旦有人浪费食物，任何见证
人都可以向当地城市秩序局等相关机构举
报。接到举报后，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赶
到现场确认，并按规定罚款。

改换食物容器

从 2007年开始，美国部分高校食堂开
始推行“无托盘”运动，即食堂把提供给学
生的方形托盘改为圆形餐盘。原因在于，
学生使用方形托盘就餐时，可能随意选取
食物，直至把托盘装满，这样容易装得多吃
得少，造成浪费。而圆形餐盘容纳食物较
少，多食需要多次排队，这会让学生在选取
食物时更加谨慎，更倾向于吃多少拿多少，
进而减少浪费。

家庭食物垃圾付费回收

韩国对家庭食物垃圾回收收取相应费
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对食物垃圾回
收袋收费，这些特制垃圾袋按容量定价，
价格比一般垃圾袋要高。另一种是计量
收费，居民投放垃圾时，由特制垃圾桶记
录食物垃圾的重量并计入居民账户，每月
精确结算并随物业费扣除。这种特制垃
圾桶还搭载通信系统，可将数据实时传输
回管理平台，供政府监测统计和决策参考。

□孙志远 马煜钧

西方人如何制止食物浪费

唐代时各种各样的高足坐具已相当流
行，垂足坐已经成为标准姿势。在唐代中晚
期，中国人已经基本上抛弃了席地而坐的方
式，最终完成了坐姿的革命性改变，但是分
餐制与合食现象并行存在，并形成了介于一
种“分餐制”与“合餐制”之间的用餐方式“会
食制”，即在主人请客人吃饭的时候，虽然大家
都在一个桌子上吃饭，除了像饼或汤、粥等
食物是采用合食的方式，其他的饭菜都由厨
师或仆人按人数分配好。

从五代开始各民族再一次大融合。
加上在这之前“高坐会食”已经成为主流，
因此到宋朝，中国人真正适应了坐高椅子、
聚餐吃饭的习惯。因此，宋代是合餐的就餐
方式定型巩固时期，现代意义上的合餐方式
已经形成。到明清时期，合餐的就餐方式已
经完全定型。

事实上，“分”与“合”并非单选题，并不绝
对矛盾，只是需要转变观念。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既要保留我们
传统的饮食文化，
又要保护好个人
的健康，最好的
办法就是
倡导“合

餐分食”，也就是大家在一起用餐，用公筷把
食物再取到自己的餐盘里食用。 □赵阳

“合餐分食”用公筷

古人的分餐制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我们中国

人吃饭，总是喜欢围坐一桌，热热
闹闹地一起吃。不过，你要以为中
国人自古以来都是这么吃饭的，
那就错了。事实上，在很长的时
间里，中国人都是“各端各的餐
盘，各吃各的饭”。

分餐制古已有之。早在氏族
部落时期，采用的就是分餐制。
后来，食物日渐充足，就不用追求
平均分配，开始讲“礼”了。中国
古代的礼制思想，主要体现在定
等级、明贵贱，衣食住行、行为举
止，都有严格而明确的标准。

周朝开始分餐制

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
下，人类必须通过协作劳动
获得食物，把食物平均分为
若干等份进行分配再进食。
这种先把食物分成每人一小
份再吃的方式，就是分餐制
的早期形式。随着社会的发
展，人类生产力逐渐提高，食
物也日渐充足。

商代之后，人们实行分
餐制，这不仅是根据当时的
生产状况而定的，同时也是
当时礼制思想的体现，即“定
等级，明贵贱”。

秦汉时期，传统礼仪道
德的影响仍然存在，人们依
然尊崇一人一案、正襟危坐
的就餐方式。

汉代“独尊儒术”使儒家

观念深入人心，有身份、有地
位人均以儒家礼仪规范作为
行为准则，再加上东汉时期
品评人物风气的盛行，使人
们更加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
合乎规范。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
繁，但也是不同文化间充分
融合的契机，以往单向的文
化交流局面有所改善，草原
游牧文化在中原产生深刻影
响。社会文化变革的表现之
一就是用餐方式的转变，在
饮食习惯上既有分餐，也有
合餐。合餐现象主要是在北
朝开始出现，此时社会逐渐
受到少数民族的饮食风俗影
响，同时高桌大椅的出现才
促使百姓同桌而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