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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吃饭，最重要的就
是开心。分餐还是合餐，本身
谈不上孰对孰错，关键是家庭
成员都要养成文明、安全的就
餐习惯。

为了让老百姓餐饮习惯更
加卫生健康，各地正试行有针
对性的方法，业内人士及相关
专家也给出不同建议。

江苏一方面通过发布公筷
公勺文明用餐倡议，倡导餐饮
企业在餐桌上放上公筷公勺；
另一方面，推出“位上菜”春季
美食发布，即按位上菜、一人一
份的菜式。

暨南大学生活方式研究院
院长费勇认为，当前不宜全国
各地一哄而上、用力过猛推动
分餐制，推广公筷公勺是一种
相对稳妥的方式，也是合餐制
的一种进步。

“但是公筷的推行需要大
家养成这一习惯，很多人在吃
饭过程中会忘记使用公筷，影
响效果。”他说。

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
秘书长程钢认为，推广家庭分
餐制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
气，进而逐渐使人们养成在各
种场合分餐的习惯。目前推行

公筷公勺制，是低成本高效率
保证餐饮卫生健康的有效之
举，可操作性更强。如果公筷
公勺得到有效推广，成为普遍
的饮食习惯，可以再逐步向分
餐制靠拢。

分餐还是合餐，并不是一
成不变、更不是一念之间的
事，它受许多因素左右，这些
因素叠加在一起，日积月累，
便形成了习惯。业内人士建
议，从长远看，分餐应该是主
流，但要因地制宜、稳妥推
进。

（新华社）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分餐制再次走进公
众视野，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有人说，分餐
制是源自西方的“舶来品”，但史料显示，分餐
制在我国古已有之。穿过历史长河，我国是
如何从分餐走向合餐的？

其实，我们经常使用的“筵席”一词，本身
就带有分餐的意思。据史料记载，“筵”和

“席”都是古代宴饮时铺在地上的坐具，古人
用餐习惯席地而坐，面前摆放低矮的食案，筵
和席都是一人一设，大家分餐进食。

中国古代饮食方式的改变，与高桌大椅
的出现密不可分。据记载，唐宋时期，高桌大
椅开始普遍应用于百姓生活中，绝大多数中
国人摒弃了席地而坐的方式，完成坐姿的改
变。而这也直接影响了中国人饮食方式从分
餐向合餐的转变。

“可以说，中国自古就有分餐制，且从未
间断。如今的鸡尾酒会、各种自助餐、‘一人
食’等，都是分餐形式的体现。只不过随着合
餐成为主流，分餐不再像古代那样普遍。”亚
洲食学论坛主席赵荣光说。

赵荣光介绍，与分餐制类似，中国历史上
还流行过双筷制进食：先用一副筷勺将想吃的
菜肴按量分拨到自己的碗盘中，再用另一副筷
勺进食。“早在宋高宗时期就出现过双筷进食
形式。100多年前，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伍连德
在抗击鼠疫时，也曾认真讨论过双筷制就餐方
式。”赵荣光说，与其他各种进食方式相比，双
筷制更有利于中国菜的艺术品位鉴赏和中华
餐桌礼仪的感受，使用起来也更儒雅斯文。

“有些中餐菜品不适合用分餐的形式，比
如清蒸鱼，分餐按位上会破坏整条鱼的盘式
美观，更适合双筷的进食方式。”赵荣光说。

2003年非典期间，分餐制和双筷制被再
度提起。由于合餐可能带来多种疾病的传
播，相关行业协会、公益组织等一直致力于倡
导分餐制和双筷制。但由于社会认知度不
足、居民长久形成的合餐习惯难以改变等原
因，分餐制和双筷制并未得到有效推广。

餐桌对于中国人而言，不仅是吃饭的场
所，更与各种社会关系和人情礼仪息息相
关。中国人吃饭讲究热闹，对绝大多数家庭
来说，合餐象征着团圆、美满，更有利于彼此
之间交流情感。因此很多人认为分餐制会带
来隔阂感，破坏就餐氛围。

“其实‘分’与‘合’之间并不是绝对矛盾
的，我们也可以通过摆放公筷公勺、双筷等形
式就餐，既不影响其乐融融的餐桌氛围，也能
避免疾病通过餐具传播，营造更健康文明的
餐桌风尚。”中国饭店协会会长韩明说。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把许
多人“锁”在了家里。工作、生活、学习……以往分散各处的场景，都
集中在一个屋檐下。

随着疫情发展，一个话题逐渐热了起来，或者说，重新热了起来
——在家吃饭，分餐还是合餐？新华社记者对此进行调查。

你是否愿意分餐而食——
疫情之下中国家庭用餐方式调查

西兰花炒木耳、煎带鱼、拌
凉菜……跟往常一样，长春市
民孙晓惠中午给家人烧了几道
菜。不同的是，以前一个盘子
一整道菜，如今一个盘里分四
个格子，一个格子装一小份菜。

疫情发生后，社会各界关
于分餐制的讨论越来越多，单
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等病菌通
过餐具、唾液传播角度看，分餐
比合餐更为合适。孙晓惠认同
这个道理，于是从网上买来了
分餐盘，撤掉了以前的盘子，开
始“分”起来。

“过去家里经常会剩菜，现
在剩下的菜越来越少。”经过分
餐后，孙晓惠发现意外收获，由
于更精准地掌握了家人食量，
还避免了浪费。

在山东济南，考虑到家中
孩子年幼，更容易感染病菌，市
民张雅萍一家也在疫情期间选
择分餐，至今已经坚持两个来
月。

“分餐可以降低交叉感染
风险，还可以合理、定量搭配，
保证营养又不浪费，能让孩子
从小养成好习惯。”她说，眼下
多数家庭有较长时间居家生
活，正好可以利用这个契机，帮
助孩子从小树立分餐意识，带
动家长、老人养成分餐和使用
公筷的习惯。

家住北京西城区的陈女士
则告诉记者，之前家里都是合
餐，疫情以来看到专家倡议后
改为分餐。“我们不仅碗筷各用
各的，连洗碗布都区分了，现在
这样吃饭也没觉得有什么别扭
的。”

实际上，这不是家庭分餐
第一次成为热点。早在2003
年“非典”疫情之后，社会就曾
兴起分餐热。只不过，这次家
庭分餐引起的讨论，似乎比上
一次更为热烈。在社交媒体平
台上“支持分餐制”“文明餐桌·
公筷行动”“宅家吃饭你会用公

勺公筷吗”等话题引发亿万网
民持续关注讨论。

一些地方政府也在倡导分
餐。在山东，10部门联合发起

“讲文明讲卫生、改陋习树新
风”文明实践活动，提倡家庭聚
餐使用公筷公勺；在浙江，3月
起已选定试点先行示范，并于6
月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行公筷
公勺……

对于家庭有没有必要分
餐、具体分到什么程度、分餐后
怎么办等话题，不少人也给出
他们的顾虑和担忧。

“包括两位老人在内，我家
六口人在一起生活。”家住北京
市东城区的姜女士跟记者吐苦
水，“吃饭的时候，5个人都分
餐，但我爸就是不肯分，我们也
没办法，只好用半拉子的分餐
制了。”

这是个例，却不是孤例。
记者在江西、安徽、江苏、山东
等地调研发现，部分家庭中的
老年人由于长年累月习惯于
合餐，一时半会儿不想改、不

愿改，一起生活的子女也不好
意思硬要他们改。“分餐有些
生分了吧”是记者经常听到的
话。

而对于部分年轻的“一家
三口”来说，孩子通常有专属碗
筷，小两口再分餐而食似乎显
得有些多余。

另外，采访中不止一位在
职女士提醒记者，家庭分餐还
有一个现实话题要讨论——分
餐后要洗的碗筷必然多了，而
且不是多出一份公用碗筷，是
每个人都可能多出一副碗碟，
谁洗？

一位杨女士甚至调侃道，

推行家庭分餐制的话，是不是
也得推行碗筷分洗制？

家庭分餐，东中西部有差
异，城乡之间也有差异。记者
在多地农村调研发现，不少人
要么没听过分餐制，要么偶尔
看到一些相关资讯、直接略
过，要么不想做村里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总之积极性不
算高。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
56个民族饮食习惯各不相同，
即便是同一个民族内部，不同
区域、不同年龄、不同家庭之
间，就餐方式也各不相同，这是
中国的国情。

家庭分餐又“热”起来

“分”的势头在上升，“合”的声音也不弱

因地制宜、稳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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