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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许多人在同一张餐桌上用餐时，
习惯于从同一个器皿里取食菜品。但春秋战国
时代与此不同。饭是盛在同一餐具中，而菜肴
是按人分食的，与现在西餐的分食制相似。

《礼记》中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吃饭时
不用筷子，而是用手抓饭食用，取菜时才用筷
子。另外，在喝有蔬菜的汤时，也会用筷子夹食
汤中蔬菜。

《管子·弟子职》中有这样的记载：“各彻其
馈，如于宾客。”可见当时是分餐制。另有记载，
老师们用餐时，侍奉的弟子须不断巡视，按照情
况为老师持续地添加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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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这种称呼便逐渐流传开来，人
们便把“箸”改叫“快子”了。后来，因为“快
子”多数是由竹子制成的，人们就在“快”字上
加“竹”字头，成为今天的“筷子”。

筷子，最早被称为“箸”（zhù）。到了明
代，在江南地区，“箸”这个名称发生了变化。
因为江南地区河流湖泊众多，人们出行多靠
坐船。船家行船时，最怕的事就是抛锚停下。

而船家每天吃饭时都要用到“箸”，“箸”
与“停住”的“住”同音，人们觉得犯忌讳，于是
改称“箸”为“快”，希望船能快速行驶，不要无
故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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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管子》以及《礼记》中的记述，可以推
断当时的习惯是这样的：平时的餐饮，饭和菜
肴，都是分餐制。如来了客人，饭备于同一个器
皿中供大家分享，而菜肴是一人一份。

餐桌上的饭和菜肴的放置方式也有详细规
定。据《礼记》记载，在劝来客进食时，饭放在吃饭
人的左侧，汤放在右侧，鱼和烤过的肉放在外侧。
醋、盐等调味料放在内侧，葱等作料放在外侧。

另外，肉类菜肴中，带骨头的放在左边，切下
的整块肉放在右边。从调味品、作料的放置方法
看，很明显是供一个人的食案。从桌上的菜肴放
置方式看，也可以推断当时的用餐方式是分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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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筷子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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