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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 １８４９ 年起ꎬ 源源不断的华人移民成为助推秘鲁

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ꎮ １８４９—１９４０ 年间ꎬ 从事与饮食相关的职业

是秘鲁华人生存和发展的主要途径ꎮ 华人食品商业和餐饮业品种丰

富、 方便了当地百姓的饮食生活ꎮ 然而ꎬ 作为一种外族的饮食文

化ꎬ 秘鲁社会对中国饮食充满 “爱恨交加” 的矛盾心态ꎮ 一方面ꎬ
廉价的中餐和无处不在的华人粮杂商店成为秘鲁人的 “饭食供应

者”ꎻ 华人与当地女性的结合使中餐文化传承不绝ꎻ 不断本土化的

中餐菜系更是反映出中秘文化的相互交融ꎬ 中餐的异域烹饪艺术逐

渐成为秘鲁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ꎮ 但另一方面ꎬ 中餐和华

人食品商业常常受到种族、 卫生、 身份认同与文化语境下的攻击与

排斥ꎬ 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秘鲁华人经济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壮

大ꎮ 在秘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ꎬ 中餐和华人成为转移视线、
释放社会矛盾的牺牲品ꎮ 从饮食史和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回顾中餐饮

食文化在秘鲁发展的遭遇ꎬ 可以一窥秘鲁社会对华人群体态度的变

迁ꎬ 进而理解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曲折与艰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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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食文化是人类不断开发和利用食源并进行生产和消费食品的过程ꎬ 这

其中包括以饮食为基础的习俗、 思想和哲学ꎬ 即由人们在饮食活动中的方式、
过程和功能等结构组成的全部食事的总和ꎮ① 饮食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和

文化特质ꎬ 因此基于饮食的文化表述和跨文化交流是最为直接和朴素的ꎮ 透

过一个社会在不同时期对一种饮食文化的接受程度和态度的改变ꎬ 可以观察

出该社会对特定饮食文化所代表种族文化的态度和策略上的演变ꎬ 进而管窥

这一族群与社会关系的变迁ꎮ
１８４９—１８７４ 年间ꎬ １０ 万华工前往秘鲁谋生ꎬ 不仅开启并见证了华人参与

秘鲁经济建设的历程ꎬ 也推进了以饮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中秘文化交流ꎮ 随

着在秘华人数量的逐步增加ꎬ 中餐也随之在当地民众的生活中扮演更为重要

的角色ꎬ 华人的影响不断扩大ꎬ 饮食成为观察他们与当地社会关系演变的重

要视角ꎮ 饮食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部分ꎬ 反映出秘鲁社会对中华文化和华人

的矛盾心理ꎬ 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华人与当地社会对立而又统一的关系ꎮ 有

关秘鲁华人华侨的研究方兴未艾ꎬ 以往的学术研究多从政治、 经济、 社会视

角着眼ꎬ 从饮食文化角度探讨华人群体如何逐步融入秘鲁社会ꎬ 但对由此引

发的二者关系变迁的研究却凤毛麟角ꎮ «秘鲁中餐馆历史及食谱» 是目前唯一

一本论述秘鲁中餐发展史的学术专著ꎮ② 书中除介绍中餐馆的发展史之外ꎬ 还

专辟章节详细介绍中国菜品的历史变革、 著名中餐馆的菜谱以及秘鲁人所偏

爱的中国菜ꎬ 通过不同时期菜肴的变化可管窥当地人的口味变化及其时代背

景ꎮ 遗憾的是作者将过多的篇幅让位于中餐食谱ꎬ 从而在论述 “史” 的部分

流于泛泛而谈ꎮ 在一些介绍秘鲁华人华侨的专著中ꎬ 散见探讨中餐和中华饮

食文化的章节ꎮ «秘鲁的天国子女 (１８５０—１９００ 年)» «秘鲁社会中的中国人

(１８５０—２０００ 年)» 等书借用详尽的史料ꎬ 介绍了中餐、 华人农业和食品贸易

在秘鲁不同时期的发展和社会影响ꎮ③ «龙的传人» 透过中餐在秘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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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ꎬ 详细论述了它在文化和社会方面对秘鲁的影响ꎮ① 但这些著作意在系统、
全面地介绍秘鲁华人华侨史ꎬ 主题包罗万象、 彼此独立ꎮ 因此ꎬ 作者在处理

以上主题时ꎬ 没能脱离百科全书式的浅尝辄止ꎬ 此外ꎬ 也缺少对中餐、 中华

饮食文化与社会关系方面的深度探索ꎮ 纵观秘鲁华人 １７０ 余年的移民史ꎬ 餐饮

业和商业是其生存之本和立足之基ꎮ 本文选取中餐和华人食品商业为切入点ꎬ
探索秘鲁华人在 １８４９—１９４０ 年间如何以中餐和食品贸易作为生存和发展的路

径ꎬ 以及中餐和食品贸易如何使秘鲁民众对华人群体产生 “爱恨交织” 的情感ꎮ
从社会文化史和饮食史的角度理解华人与当地社会关系的变迁ꎬ 不仅能够拓宽

历史研究的领域ꎬ 而且有助于加深对历史事件和主体的认识ꎬ 以建构饮食与政

治、 经济和社会之间互动的 “全面史”ꎮ

一　 苦力、 商人与父亲: “低人一等” 与勤奋的美食家 (１８４９—１８７４ 年)

在 １９ 世纪的不同时期ꎬ 秘鲁先后兴起棉花、 甘蔗种植业等热潮ꎬ 刺激了

中国苦力的大量输入ꎮ 华工的到来帮助了因缺乏劳动力而陷入瘫痪的秘鲁农

业重获新生ꎬ 因此有学者指出: “ ‘亚洲人’ 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是有决定意义

的ꎮ”② １８４９—１８７４ 年间ꎬ 华人以契约苦力的形式被征召至秘鲁ꎬ 他们中的

绝大多数从事甘蔗和棉花的农业生产ꎬ 还有一些重获自由的华工在庄园周

边和城市里开设小型粮杂店ꎮ 华工的到来使奄奄一息的秘鲁农业经济重获

生机ꎬ 他们的饮食习惯带动水稻种植和中秘早期粮杂贸易的兴起ꎮ 华工对

美食的追求使得中餐文化名扬一方ꎬ 他们与当地女性的结合让中餐文化逐

渐扎根于秘鲁民间ꎮ 尽管华人低人一等的经济地位和孱弱的外在形象使他

们饱受歧视ꎬ 但他们厨艺精湛、 勤奋好客ꎬ 收获了华人社区周边民众的

赞誉ꎮ
１９ 世纪到达秘鲁的华工绝大部分来自广东、 福建一带ꎬ 尽管大部分是

男性ꎬ 但受中国岭南生活传统和习惯的影响ꎬ 做饭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技能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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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烹饪习惯和美食是他们单调生活中的调剂和必不可少的权利ꎮ 有学

者认为ꎬ 为避免华工的反抗ꎬ 庄园主不得不同意他们保持自身的饮食风俗

习惯①ꎮ 华工利用庄园主提供的炊具和每日分配的 ７５０ 克大米以及肉、 鱼等

原材料ꎬ 在中午和晚上休息的时候在田地和 “夜间牢房” 中烹饪餐食ꎮ 秘

鲁学者罗德里格斯帕斯托尔在其著作中曾有这样的记载: “苦力阿曼每天

能够收到一磅半的大米ꎬ 华工们一般在下午收工后和天黑前排队领取属于

各自的部分ꎬ 随后他们用拿到的原材料在棚屋里做饭ꎮ 在他们群居的地方

有中国商贩卖油、 蔬菜甚至苦力们喜欢的中国货阿曼会做饭并且懂得

做出自己喜欢的口味ꎬ 他有自己的锅和灶ꎬ 既要自己准备晚饭也要准备第

二天的便当ꎮ 他在劳作的时候带着自己的午餐ꎬ 然后在休息的时候跟他的

工友们一起吃饭有时候ꎬ 他也可以在皮斯科 ( Ｐｉｓｃｏ) 的中国货行中买

到一些中国食品ꎮ”②

华工的饮食习惯使得沿海庄园对大米的需求越来越大ꎬ 庄园主们每天至

少要准备 ２ ８ 万 ~ ３ ５ 万公斤 (合算一个月则需要 ８４０ 吨 ~ １０５０ 吨) 的大米ꎬ
这个数字还不包含那些已经完成契约离开庄园的华人的大米消耗量ꎮ③ 对大米

的巨大需求使得一部分庄园开始种植这种作物ꎬ 在庄园中劳作的华工成为引

进大米种植技术的先驱ꎮ １８５７ 年 ５ 月 １２ 日一则秘鲁 «商报» 的简讯证实ꎬ 在

拉利伯塔德大区 (Ｌａ Ｌｉｂｅｒｔａｄ) 的某一庄园内已经种植甘蔗和大米ꎮ④ 到了

１８７１ 年ꎬ 秘鲁的任何一个市场上都有各类大米出售ꎮ⑤ 除此之外ꎬ 一部分散

落在秘鲁山区和亚马孙河流域的华人佃农们则主动地运用中国传统农耕技术ꎬ
促进了水稻的播种和生产ꎬ 使得当地的大米产量大增ꎬ 还将这些粮食销售到

邻近的村镇、 军队、 庄园ꎮ⑥ 华人正是基于自我生存的需要ꎬ 有意或无意地使

以稻米为基础的饮食习惯逐渐影响到华人社区以外的秘鲁社会ꎮ
由契约华工推动的不仅有基于大米的农业生产和贸易ꎬ 同样还有中国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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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香料贸易在秘鲁的发展ꎮ 华工的需求刺激和推动了中国粮食、 食品、 调

料在全球包括秘鲁的流通与贸易ꎮ 在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前ꎬ 欧洲商船是供给

大米、 香料的主要来源ꎮ ６０ 年代以后ꎬ 中国的食品商行成为有力的竞争者ꎬ
不仅扩大了秘鲁进口规模ꎬ 还推动了中秘粮杂贸易的多样化ꎮ １８５４ 年ꎬ 一座

新的大型农贸市场拉孔塞普西翁 (Ｌａ Ｃｏｎｃｅｐｃｉóｎ) 在秘鲁首都利马落成ꎬ 许

多华人前去开设商行ꎮ① 不久以后ꎬ 中餐和粮杂商品便成为该市场的主要交易

对象ꎬ 以至于 “中国城” 很快成为该市场的代名词ꎮ② １８６０ 年之后ꎬ 许多总

部在香港或美国旧金山的大型中国商行纷纷将其分支设立在秘鲁华人聚集的

省会和重要城市ꎮ③ 跨国华资贸易商行负责商品的进出口ꎬ 散落在城市和庄园

周边的自由华工则成为整个商业网络中的二、 三级分销商④ꎬ 华人的饮食风俗

不断影响当地社会ꎬ 许多当地百姓也逐渐成为他们的买主ꎮ⑤

随着沿海庄园华人数量的增多ꎬ 中华饮食开始与当地饮食相互交融ꎬ 有

学者认为ꎬ 中国和秘鲁菜的融合始于 １９ 世纪那些雇佣华工的大型庄园ꎮ 因为

在那里诞生了混合中国、 秘鲁甚至非洲调料和食品的新型饮食文化ꎮ⑥ 中华饮

食文化的兴起不仅带来了食源利用、 食品生产和消费上的变化ꎬ 其所代表的

风俗习惯也逐渐开始影响秘鲁社会ꎬ 尤其是华人所在的庄园和周边村镇ꎮ 在

那个时候ꎬ 一些庄园主会挑选一些性格温顺、 表现良好的苦力充当家佣和厨

师ꎮ 在开展某些大型社交活动的时刻ꎬ 拥有一名华人厨师甚至成为荣誉和威

望的象征ꎮ 庄园主们好在大型宴会上让华人厨师露上两手ꎬ 既准备克里奥尔

口味的食物⑦ꎬ 也准备一些中国风味的美食ꎬ 他们享受由此收获的称赞ꎮ 中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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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７ 年以后ꎬ 许多从事跨国贸易的华资商行也相继入驻秘鲁ꎬ 其中著名的商号有永发 (Ｗｉｎｇ
Ｆａｔ Ｃｏ )、 和昌 (Ｗｏ Ｃｈｏｎｇ Ｃｏ )、 永安昌 (Ｗｉｎｇ Ｏｎ Ｃｈｏｎｇ Ｃｏ )ꎮ 有些总部设立在香港ꎬ 利马分支是

美国分支的一部分 (例如永安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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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奥尔一般指在秘鲁出生的欧洲白人和他们所代表的文化ꎬ 在这里指秘鲁以白人饮食为主

的混合型饮食文化ꎮ



饮食文化视域下秘鲁华人与当地社会关系研究　

文化与当地克里奥尔饮食文化相互借鉴、 融合ꎬ 其魅力在秘鲁精英阶层中得

以展现ꎮ① 此外ꎬ 生活在庄园主家庭周边的华人家佣有时也需要照看小孩ꎬ 华

人饮食无疑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后代ꎮ 中华饮食文化以庄园为中心ꎬ 逐渐

影响至庄园周边的区域ꎮ
康德曾经说过: “味道比气味更善于社交ꎮ”②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吃喝ꎬ

“吃” 成为社会交际中不可或缺的元素ꎬ 华人的到来将这一风俗带到秘鲁ꎮ 逢

年过节ꎬ 华人们都会邀请当地的百姓到华人社区中共贺佳节ꎬ 像在中国一样

作揖并祝愿对方 “恭喜发财” (ｋｏｎ ｈｅｉ ｆａｔ ｃｈｏｙ)ꎬ 邀请他们品尝色香味俱全的

中餐ꎮ 针对于此ꎬ 帕斯托尔有这样的记载: “在中国新年假期期间ꎬ 人们

大饱口福所有人都被邀请参加这一庆祝活动ꎬ 甚至难以相处的庄园管理

者都学会享用中国美食为庆祝这个节日ꎬ 每个苦力都贡献出他们的份子

钱ꎬ 派一个人去皮斯科采购ꎬ 到了晚上ꎬ 他们就在棚屋中大吃大喝ꎮ”③ 居住

在沿海庄园和华人聚集区域周边的秘鲁百姓对华人和中华饮食风俗习惯一知半

解ꎬ 误以为 “恭喜发财” 带有 “吃中国菜” 的含义ꎮ 因此ꎬ 享用中餐往往伴随

着烟花和鞭炮ꎬ 洋溢着欢乐的气氛ꎬ 成为当地百姓对中国美食最初的美好

记忆ꎮ④

中华饮食文化开始以文化遗产的形式传承不绝ꎮ 到达秘鲁的华工绝大部

分是男性ꎬ 大多数人在完成契约后留在秘鲁ꎬ 与当地女性结婚生子ꎮ 在城市

里做工的华工享有更多的自由ꎬ 他们与来自沿海或山区的秘鲁女性结合ꎬ 这

些妇女往往经营小杂货店ꎬ 为华人小杂货店的经营提供了经验和帮助ꎮ 农村

和山区的华工则依靠中间人的牵线搭桥ꎬ 与秘鲁山区或印第安女性结合ꎮ 还

有一些散落在偏远地区和亚马孙河流域的华工则随遇而安ꎬ 在当地安家生

子ꎮ⑤ 德国人类学家厄恩斯特  米登多夫曾到访一座位于秘鲁卡斯马

(Ｃａｓｍａ) 的庄园ꎬ 庄园主告诉他: “大部分劳工都是中国人ꎬ 有许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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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４

④　 Ｈｕｍｂｅｒｔｏ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Ｐａｓｔｏｒꎬ Ｈｉｊｏｓ ｄｅｌ Ｃｅｌｅｓ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ｏ ｅｎ ｅｌ Ｐｅｒú (１８５０ －１９００): Ｍｉｇｒａｃｉóｎꎬ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ꎬ
Ｍｅｎｔａｌｉｄａｄ ｙ Ｅｘｐｌｏｔａｃｉóｎꎬ Ｌｉｍ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ｄｅ Ａｐｏｙｏ Ａｇｒａｒｉｏꎬ １９８９ꎬ ｐｐ ２３４ － ２３５

Ｉｓａｂｅｌｌｅ Ｌａｕｓｅｎｔ－Ｈｅｒｒｅｒａꎬ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ꎬ Ｂｉｌｌ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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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年的孩子ꎬ 其父亲是中国人ꎬ 母亲是土著人ꎮ” 跨种族的婚姻造就了大量

的混血后代(Ｉｎｊｅｒｔｏ)ꎮ① 帕斯托尔曾就混血婚姻的后代数量做过测算ꎬ 如果按

照 １０ 万华工中 １ / ３ 的人有后代ꎬ 每人 ３ 个小孩计算ꎬ 总计有第二代华裔 ９ 万

余人ꎬ 而他们的子孙则达到 ２７ 万余人ꎮ② 如此庞大的数字背后不仅反映出种

族和生理上的结合ꎬ 同样还有文化意义上的交融ꎬ 饮食风俗和习惯无疑是其

中最为突出的部分ꎮ 华人混血后裔出生在异国他乡ꎬ 自然更容易接受母国的

文化与习惯ꎬ 但华人父亲的中国饮食风俗和习惯无疑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妻子

和后代ꎬ 不仅促进了中国烹饪文化的流行ꎬ 也带动了中国调料等农副产品的

贸易ꎮ 帕斯托尔曾证实ꎬ 在秘鲁扎尼亚 (Ｚａñａ)ꎬ 第一代华人的后裔已经学会

烹饪并且经常食用中餐ꎬ 尽管在这些家庭食用地道中餐的机会不多ꎬ 但中餐

的基本习惯ꎬ 如食用大米ꎬ 已经深深内化为这些特殊秘鲁家庭的身份认同ꎮ③

借助饮食这个重要的社交媒介ꎬ 华工开始被秘鲁社会所关注ꎮ 一方面ꎬ
他们在当时大众的认知中是 “买卖的对象”ꎬ 是 “种族羸弱的黄种人”④ꎻ 另

一方面ꎬ 华人作为一个新的移民群体ꎬ 借助于中华饮食ꎬ 他们的影响力得以

初显ꎮ 秘鲁社会正是以这样矛盾的心态开始认识和接触华人群体ꎮ

二　 “饭食供应者” 与 “不拘小节” 的中国厨师:
日益重要的中国饮食和被攻击的华人 (１８７４—１９００ 年)

随着秘鲁政府 １８７４ 年废除契约华工制度ꎬ 从事与饮食相关的商业和服务

业成为许多从契约中解脱出来的华工的首选ꎮ 一方面ꎬ 来自美国和香港的自

由华人移民构建起一个跨区域的粮杂交易网络ꎬ 秘鲁本土也涌现出一批华资

大型商行ꎻ 另一方面ꎬ 许多重获自由的华工要么开设小粮杂店和餐馆ꎬ 要么

充当家佣和厨师ꎮ 中华饮食文化影响力的显现不仅体现在食品的消费和贸易ꎬ
也体现在中餐菜谱和烹饪技艺的当地化ꎮ 华人开始以 “饭食供应者” 的形象

在秘鲁社会中显现ꎮ⑤ 中餐虽然得到秘鲁社会中一部分人群的认可ꎬ 但也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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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社会对华人群体的歧视ꎮ 在这个阶段ꎬ 中华饮食文化无论在广度还是深

度上都逐渐对当地社会产生影响ꎮ
在 １９ 世纪后半叶ꎬ 秘鲁华人的身份构成逐渐多元化ꎬ 许多受过良好教育、

富有商业精神的自由商业移民前往秘鲁ꎬ 进一步充实和壮大了秘鲁的华人社会ꎬ
华人在商业和餐饮业中的影响力渐增ꎮ 商业方面ꎬ 来自北美和香港的华商构建

起一个横跨大洋、 连接南北美洲的贸易网络ꎬ 华资大型商行由此崛起ꎮ① 彼时的

评论家认为ꎬ 华资大型商行永安昌 “因其丰富、 珍稀、 价格低廉的商品和绝

佳的服务而颇负盛名”②ꎮ １８８６ 年ꎬ 在清朝首任驻秘公使郑藻如的主持下ꎬ
秘鲁中华通惠总局 (ＳＣＢＣꎬ Ｔｏｎ Ｈｕｙ Ｃｈｏｎｇ Ｋｏｃ) 得以成立ꎬ 成为统治秘鲁

华人社会、 凝聚华人商业精英的官方机构ꎮ 许多获得自由的华工也利用积

蓄创办小商店ꎬ 成为大型华资商行的二级、 三级分销商ꎮ 华人在零售业和批发

业中异军突起ꎬ 粮油副食则为其中最普遍的流通商品ꎮ 在 １９ 世纪的流行语中ꎬ 华

人被称作 “街角的中国人”ꎬ 他们卓越的商业才能收获了一部分秘鲁民众的赞誉ꎮ
有秘鲁作家认为ꎬ 华人的商业才能使得大量消费品的价格得以下降ꎮ③

在餐饮业方面ꎬ 中餐馆逐渐成为传播中华饮食文化的重要媒介ꎮ 斯图尔

特 (Ｗ Ｓｔｅｗａｒｔ) 认为: “在西方的中国人ꎬ 与经营和制作食品这一行业有着

密切联系在利马的自由中国人中间早已有人从事这一行业了ꎮ”④ 被解放

的华人苦力们是推动中华饮食文化发展的主要力量ꎮ 最初ꎬ 从事餐饮业的华

人沿街摆放游摊ꎬ 向同胞们提供廉价的家乡美食ꎬ 慢慢这些游摊变为有固定

场所的小饭馆 (Ｆｏｎｄａ)ꎮ 华人开设的餐馆价格低廉ꎬ 很快受到下层贫苦民众

的欢迎ꎮ⑤ 佩德罗本韦努托穆列塔曾在其材料中记载: “中国小饭馆从 １１
点就开始喧闹起来ꎬ 工人们是它的主要顾客ꎮ”⑥ 帕斯托尔也认为ꎬ 中餐馆的

价格低廉ꎬ 所以其受众主要是平民百姓ꎬ 中餐馆受欢迎的程度甚至超过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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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传统餐馆ꎮ① 到了 １８９１ 年ꎬ 有学者记载: “中国人开设的餐馆已经垄断了

穷人、 劳工阶层和周边居民的市场中餐在秘鲁迅速传播ꎬ 在那些人口较

少的地区几乎成为唯一能够提供洁净食物的地方ꎮ”② 厄恩斯特米登多夫在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游历秘鲁时也曾谈道: “对于那些游历秘鲁北部甚至秘鲁内陆

地区的人而言ꎬ 他们很容易在人群聚集的路线上找到 ‘天之骄子’ 们经营的

小饭馆ꎮ 他们可以在那里吃上中国本土风味的菜肴ꎬ 尽管他们觉得便宜并且

不屑于吃这样的东西ꎮ” ③中餐馆的渐起带动了新菜系的出现ꎮ 例如ꎬ 著名的

秘鲁菜 “炒里脊” 兴起于 １９ 世纪末ꎬ 它混合了秘鲁克里奥尔菜和中国粤菜的

元素ꎬ 用秘鲁牛肉打底ꎬ 配有酱油、 大蒜等传统中国配料ꎬ 使用中餐的大火

爆炒方式烹饪ꎮ 华人发明的 “炒里脊” 是中餐秘鲁化的结果ꎬ 体现出中华饮

食文化向当地的适应ꎮ 然而有趣的是ꎬ 华人不屑于食用这样的食物ꎬ 因此中

餐馆内往往会提供两份不同的菜谱ꎬ 一份以盈利为目的ꎬ 迎合当地口味ꎻ 另

一份是地道的中国美食ꎬ 供 “自己人” 食用ꎮ④

除开设中餐馆外ꎬ 家佣这一职业也逐渐从庄园中流行开来ꎬ 许多华人选

择到秘鲁城市家庭充当家佣ꎬ 自然而然地ꎬ 执掌饭勺成为其中最重要的部分ꎮ
他们同样在传播中国饮食风俗ꎬ 对当地的社会文化产生重要影响ꎮ 有关华人

家庭厨师的轶事时常反映在时代的记录中ꎬ 秘鲁作家胡安徳阿罗纳曾经感

叹: “华人在一天的任何时候ꎬ 甚至是晚上睡觉的时间也都在做饭ꎬ 他们为做

饭而疯狂ꎮ”⑤ 华人通过自身的厨艺和菜肴ꎬ 用中国口味征服一个个秘鲁家庭ꎮ
这些华人家庭厨师一方面影响和改变成人的饮食口味和习惯ꎬ 另一方面ꎬ 由

于持续不断的接触ꎬ 华人的中国饮食口味和风俗习惯更加深刻地影响了托养

于他们的秘鲁后代ꎮ⑥

然而由于多方面的主客观原因ꎬ 随着中华饮食文化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

传播至更广泛的秘鲁社会ꎬ 当地社会对中国饮食的歧视接踵而至并不断累积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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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进一步引发对华人的攻击ꎮ 这些对中国饮食的攻击大多基于错误的事实ꎬ
对中国的饮食文化有着极大的歧视①ꎬ 从当时利马当地报刊的报道中可见一

斑ꎮ 这些攻击和歧视主要围绕中餐、 中餐饮食风俗习惯以及华人品性展开ꎬ
例如对中餐馆卫生条件的攻击ꎬ “中国人的小饭馆ꎬ 我们指的是那些由中国人

经营的饭馆ꎬ 我们常常向公共卫生委员会或者警察局举报他们ꎬ 希望为了人

们的健康ꎬ 他们可以检查这些肮脏的地方和它出售的食物ꎮ 要是在街上看到

一个浑身恶臭的人从这里出来ꎬ 天知道里面会有什么!”② 还有对中餐馆诚信

度的质疑ꎬ “狗肉换牛肉有一个大型的中国人开的饭馆ꎮ 因为一个白人女

性的检举ꎬ 检察官惊奇地发现天朝的厨师们用一根狗腿来制作牛排ꎬ 就像传

说中的用猫肉替代兔肉ꎮ 用狗肉代替牛肉ꎬ 其目的就是为了欺骗食客ꎮ”③ 在

帕斯托尔的相关专著里也引述了质疑中餐馆诚信度的材料ꎬ “１８７２ 年 ５ 月ꎬ 在

两家中国小饭馆里发现使用人肉的消息震惊了利马的大街小巷ꎮ 他们使用的

既不是牛肉也不是羊肉 (后来据说是使用了一只偷来的骡子肉)ꎮ ‘这则留言

立即就为人所信了’ꎬ 一名 «南太平洋时报» 的记者评论道ꎬ ‘它让人猜

想到这个国家 (秘鲁) 的亚洲人有多卑劣’ꎮ”④

也有对中国饮食风俗的误解和歧视ꎬ “在中国有人饲养老鼠ꎮ 最近有名法

国人从中国带回去一些有意思的罐头以及腌肉ꎬ 这些东西在天朝制造和食用ꎬ
其中老鼠肉是那个国家的人所喜欢的ꎬ 也因此盛产这种食物ꎮ 中国农民看到

其中的商机ꎬ 想出了从这种动物身上挣钱的机会ꎮ 因此就如同其他地方养鸽

子、 养兔子一样ꎬ 他们也开始养老鼠ꎮ 农民时不时地查看葡萄园ꎬ 就像欧洲

人捉雏鸽一样捉住那些小老鼠ꎮ 随后将它们煮熟、 剥皮、 上盐ꎬ 然后放入罐

头中ꎬ 最后它们被当作燕窝和鱼翅一样卖到许多地方ꎮ”⑤

在中餐和华人招致秘鲁社会攻击和歧视的同时ꎬ 秘鲁社会也展现出一种

真实的心态: 爱恨纠缠ꎮ 一方面ꎬ 拥有一名中国厨师不仅可以在口腹上得到

满足ꎬ 更是时尚和身份地位的象征ꎻ 另一方面ꎬ 中国厨师在卫生方面的 “不
拘小节” 又往往让雇主恼怒和不知所措ꎮ 这种对中餐的矛盾心理也常常见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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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当时的报刊ꎬ “中国人都具有优秀的厨艺ꎬ 拥有中国厨师是一件奢侈的事ꎬ
但是紧接着就会发生一些跟卫生相关的不快ꎮ 有一位女士讲述ꎬ 当她打开锅

盖时ꎬ 发现在汤里有一只老鼠ꎮ 而当被训斥的时候ꎬ 这位厨师叫喊道: ‘这有

什么大不了的汤你喝ꎬ 老鼠给我!’”①

在 １９ 世纪后半叶ꎬ 商业和餐饮业成为传播中华饮食文化的主要媒介ꎮ 因

其廉价和符合当地口味的食物ꎬ 中餐馆受到平民百姓和偏远山区民众的欢迎ꎬ
华人的烹饪技能也受到许多秘鲁人的赏识和赞誉ꎮ 然而随着中餐影响力的扩

大ꎬ “中外有别” 也随之显现ꎮ 这不仅体现在中餐馆内的食谱里ꎬ 也体现在秘

鲁社会对中餐卫生、 诚信和 “什么都吃” 的愈发强烈的指责ꎬ 反映出那个时

代秘鲁社会对亚裔和中国人的负面想象和歧视ꎮ 饮食被贴上醒目的种族标签ꎬ
秘鲁华人的社会形象开始受到波及和连累ꎮ

三　 “杰出华商” 与 “肮脏贪婪” 的食品商人:
秘鲁社会运动中的华人 (１９００—１９３０ 年)

在 ２０ 世纪初ꎬ 秘鲁华人社会内部的身份构成发生变化ꎮ 随着前苦力华工

们步入风烛残年ꎬ 华人社会逐步由一批具有更好教育背景和经济实力的新移

民、 华裔混血所组成ꎬ 涌现出一批如谢宝山 (Ａｕｒｅｌｉｏ Ｐｏｗ Ｓａｎ Ｃｈｉａ) 一样的

商业巨擘ꎬ 秘鲁华人的经济影响力和社团凝聚力逐渐增强ꎮ 在秘鲁统治精

英阶层掀起 “卫生现代化” 运动和 “国家营养计划” 的背景下ꎬ 一方面华

人巨头因商业上的贡献被封为 “杰出公民”ꎬ 另一方面中餐和小型华商又常

被卷入秘鲁社会运动的漩涡中心ꎬ 折射出华人的艰难处境ꎮ 如同保罗德

里诺特所说: “饮食在秘鲁 ２０ 世纪初的岁月里占据阶级、 种族、 性别等冲

突的中心ꎮ”②

随着华人苦力一代的慢慢消失ꎬ 华人社会逐渐由新的自由商业移民主导ꎬ
秘鲁社会涌现出许多大型华资商业公司ꎬ 它们在中国粮杂产品批发和进出口

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ꎮ 在 ２０ 世纪初的秘鲁ꎬ 最著名的华人商业领袖是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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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①ꎬ 他所创办的宝隆公司 (Ｐａｗ Ｌｕｎｇ) 起家于进出口贸易ꎬ 后涉足农业、
航运、 保险等行业ꎬ 为秘鲁与欧美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发展做出巨大贡献ꎮ②

１９２１ 年ꎬ 时任秘鲁总统奥古斯托莱基亚萨尔塞多 (Ａｕｇｕｓｔｏ 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ｏ
Ｌｅｇｕíａ Ｓａｌｃｅｄｏ) 为谢宝山颁发了太阳勋章ꎬ 以表彰他的杰出贡献ꎬ 谢宝山因

此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华人移民ꎮ③ 伴随着崛起的华人食品贸易ꎬ 中餐馆也

越来越多地聚集在秘鲁首都及各大城市ꎬ 价廉、 快捷的中餐受到城市普通民众

的欢迎ꎮ 理查德丘韦在其著作中有这样的记载: “在克里奥尔人的餐馆里ꎬ 食

客要等待很久才能就餐ꎬ 而一个中国人却可以同时服务 ２００ 名老顾客ꎮ”④

在华人商业精英饱受赞誉的同时ꎬ 中下层华人却要直面秘鲁社会愈加浓

重的排华情绪ꎬ 这直接体现在秘鲁社会对中餐和小食品商贩的指责ꎮ 首先ꎬ
在秘鲁社会对 “卫生” 和 “现代化” 的关注下ꎬ 中餐及其所代表的饮食风俗

习惯被描绘为 “肮脏” 和 “落后” 的代名词ꎮ 恰逢 １９０３ 年鼠疫在秘鲁暴发ꎬ
秘鲁社会涌现出 “病毒的传播者” 等排斥中餐馆的论调ꎬ 将矛头直指背后的

华人群体ꎮ⑤ 其次ꎬ 在秘鲁推行 “国家营养计划” 的背景下ꎬ 华商和中餐馆

被归咎为造成秘鲁工人阶级 “营养不良” 的罪魁祸首ꎮ⑥ 再次ꎬ 随着 ２０ 世纪

初秘鲁食品价格的飞速上涨ꎬ 工人阶级成为最大的受害者ꎮ⑦ 在 １９１９ 年因食

品价格上涨引发的工人抗议运动中ꎬ 华人食品商行被指责为垄断食品市场、
抬高肉类价格的元凶ꎮ⑧ 世纪之交之际ꎬ 中餐馆一方面提供给劳工阶层其所能

负担得起的日常口粮ꎬ 另一方面又因时代情绪而广受攻击ꎮ
２０ 世纪初ꎬ 在秘鲁政府发起的 “卫生现代化” 运动中ꎬ 秘鲁社会充斥着

对中餐馆卫生状况的质疑和对其用餐人群的排斥: “在这些中国小饭馆里ꎬ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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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囿于经济状况去那儿吃饭的人所使用的餐具ꎬ 到中国人所使用的炊具ꎬ
都完全没有必要的卫生保障和防范病毒传播的措施ꎮ”① 恰逢 １９０３ 年鼠疫在卡

亚俄 (Ｃａｌｌａｏ) 和皮斯科港口暴发ꎬ 疫情很快扩散到秘鲁国内各大港口城市ꎬ
秘鲁的公共卫生系统在危机面前显得脆弱不堪ꎮ 鼠疫的暴发恰好与当地高涨

的排华运动交相呼应ꎬ 而 “卫生” 和 “现代化” 的观念在其中推波助澜ꎬ 中

餐馆被进一步刻画为鼠疫传播的温床ꎮ 研究海外华人餐饮业的著名学者刘海

铭认为ꎬ 宣扬中国人吃老鼠是从饮食偏见的角度将种族排外主义极端化ꎮ② ２０
世纪初有一首名叫 «猫兄弟» (Ｐａｌ Ｇａｔｏ) 的歌曲带有强烈排斥中餐的情绪ꎬ
歌中唱到: “在一个中国的小饭馆里 /昨天我点了一份最好的菜 /但是我不能

吃 /因为他们烹饪的是猫ꎮ”③ 以排华闻名于世的秘鲁讽刺杂志 «弗赖Ｋ 贝

松» (Ｆｒａｙ Ｋ － Ｂｅｚｏｎ) 在 １９０７ 年刊出的漫画中ꎬ 将华人移民开设的餐馆描绘

为藏污纳垢和欺骗食客的场所ꎬ “身材瘦小、 穿着怪异、 神情奸诈的中国厨师

一只手留着长长的、 肮脏的指甲ꎬ 另一只手用筷子将老鼠、 猫、 狗、 蜥蜴、
蝙蝠等动物扔进大锅里ꎬ 锅上明显地标示着 ‘中国烹饪’ꎮ 而远处的食客正不

知情地大快朵颐ꎮ”④ 秘鲁 «多样» (Ｖａｒｉｅｄａｄｅｓ) 杂志在 １９０９ 年 ４ 月的文章中

揭露中国的面包店使用老鼠肉ꎬ “那些精明又丑陋的亚洲人充斥在我们周

围并不停繁殖ꎬ 他们最有利可图和有营养的买卖就是贩卖那些令人作呕的小

动物的肉ꎬ 这些肉被用在他们出售的小点心中ꎮ”⑤ «多样» 杂志的这篇报道

成为压倒利马唐人街的最后一根稻草ꎮ 在建设 “体面和卫生” 街道的时代主

旋律指引下ꎬ 伴随着 “中国人去死” 的激进工人运动ꎬ 社会舆论迫使秘鲁政

府废除 １８７４ 年与清政府签订的 «中秘友好通商条约»ꎮ⑥ 在 １９０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

这天ꎬ 以清除 “肮脏和堕落” 的名义ꎬ 时任利马市长吉列尔莫毕林赫斯特

(Ｇｕｉｌｌｅｒｍｏ Ｂｉｌｌｉｎｇｈｕｒｓｔ) 派出军队和警察将中国人从 “奥泰萨” (Ｏｔａｉｚａ) 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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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上驱逐出去ꎬ 将秘鲁社会的排华情绪推向顶点ꎮ① 时局也促使时任秘鲁总

统奥古斯托莱基亚宣布停止接收所有 “第一次来到秘鲁且随身携带少于 ５００
磅现金” 的华人移民ꎮ②

与建设 “卫生现代化” 国家平行并轨的是ꎬ 在 １９ 世纪末和 ２０ 世纪初ꎬ
西方世界兴起国家主导的公民扶持计划ꎬ 保护工人阶级的健康和提升饮食营

养是其中的核心内容ꎮ③ 受此影响ꎬ ２０ 世纪初ꎬ 重视劳工阶层的营养需求有

助于提高生产力的观点在秘鲁社会流行起来ꎬ 而政府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ꎮ④

２０ 世纪初ꎬ 中餐馆仍然是贫苦大众的主要就餐选择ꎮ 秘鲁作家阿韦拉多加

马拉曾这样描述利马市的中餐馆ꎬ “一个中国人要服务 ２００ 个顾客人们进

进出出ꎬ 就好像没有人真正坐下来过ꎮ”⑤ 尽管中餐馆供养起广大的劳工阶层ꎬ
但以改善饮食和营养为目标的 “国家营养计划” 使得外族的饮食成为威胁公

共卫生和社会团结的罪魁祸首ꎮ 在中餐已被 “肮脏” 污名化的背景下ꎬ 秘鲁

社会对 “中餐营养低下” 的攻击不绝于耳ꎮ 当时有的秘鲁营养学家认为 “国
民饮食热量过高是由于 ‘亚洲人’ 饮食习惯的增加 (配合米饭食用的面包、
土豆、 豆类过多)”⑥ꎮ 还有人将其上升至种族和性的高度ꎬ 认为中餐的饮食

结构缺乏肉类和蛋白质ꎬ 会导致秘鲁人失去阳刚之气ꎬ 影响秘鲁男人的生殖

能力ꎬ 从而导致 “亚洲人勾引和利用秘鲁女性”⑦ꎮ 通过对中餐馆的攻击ꎬ 秘

鲁社会呼唤政府承担起保护和改善工人饮食条件的责任ꎮ １９２７ 年秘鲁 «世
界» (Ｍｕｎｄｉａｌ) 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ꎬ “这些 (亚洲) 食物在冬季几乎

总是生冷的ꎬ 而到了夏天则不断发酵众所周知的是ꎬ 人有其自然的身体

—１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Ｒａｍóｎꎬ Ｌａ Ｍｕｒａｌｌａ ｙ ｌｏｓ Ｃａｌｌｅｊｏｎｅ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ｃｉóｎ Ｕｒｂａｎａ ｙ Ｐｒｏｙｅｃｔｏ Ｐｏｌíｔｉｃｏ ｅｎ Ｌｉｍａ ｄｕｒａｎｔｅ
ｌａ Ｓｅｇｕｎｄａ Ｍｉｔａｄ ｄｅｌ Ｓｉｇｌｏ ＸＩＸꎬ Ｌｉｍａ: Ｓｉｄｅａ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 ２０９ － ２１０

Ａｄａｍ ＭｃＫｅｏｗｎꎬ “Ｉｎｍｉｇｒａｃｉó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ｌ Ｐｅｒúꎬ １９０４ －１９３７: Ｅｘｃｌｕｓｉóｎ ｙ Ｎｅｇｏｃｉａｃｉóｎ”ꎬ ｅｎ Ｈｉｓｔóｒｉｃａꎬ
Ｖｏｌ ２０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９６ꎬ ｐ ７１

Ｈａｒｍｋｅ Ｋａｍｍｉｎｇａ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 (ｅｄｓ )ꎬ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１８４０ －
１９４０ꎬ Ｂｒｉｌｌ Ｒｏｄｏｐｉꎬ １９９５ꎬ ｐｐ １２ － １３

Ｐ Ｄｒｉｎｏｔꎬ Ｌａ Ｓｅｄｕｃｃｉóｎ ｄｅ ｌａ Ｃｌａｓｅ Ｏｂｒｅｒａ: Ｔｒａｂａｊａｄｏｒｅｓꎬ Ｒａｚａ ｙ ｌａ Ｆｏｒｍａｃｉóｎ ｄｅｌ Ｅｓｔａｄｏ Ｐｅｒｕａｎｏ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ｄｅ Ｅｓｔｕｄｉｏｓ Ｐｅｒｕａｎｏｓ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１２１

转引自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ｈｕｈｕｅ Ｈｕｍáｎꎬ Ｃａｐóｎ: ｅｌ Ｂａｒｒｉｏ Ｃｈｉｎｏ ｅｎ Ｌｉｍａꎬ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ｄａｄ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ａ ｄｅ
Ｌｉｍａ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４２

Ｊａｉｍｅ Ａ Ｂｅｄｏｙａꎬ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ｌｉｍｅｎｔｉｃｉｏ ｄｅ Ｌｉｍａꎬ Ｃａｌｌａｏꎬ ｙ Ｂａｌｎｅａｒｉｏｓ ”ꎬ ｅｎ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Ｍéｄｉｃａ
Ｐｅｒｕａｎａꎬ Ｖｏｌ １４ꎬ Ｎｏ １５８ꎬ ｆｅｂｒｅｒｏ １９４２ꎬ ｐ ５４

Ｐ Ｄｒｉｎｏｔꎬ “Ｆｏｏｄꎬ 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 Ｃｌａｓ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ｅｓ Ｐｏｐｕｌａｒ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ｉｎ １９３０ｓ
Ｐｅｒｕ”ꎬ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ꎬ Ｖｏｌ ６２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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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耗ꎬ 因此国家应注意保护人力资源ꎬ 促使资本家们维持这些人力资源的力

量和活力ꎮ 如果这些人力资源缺乏食物或被供给有缺陷的食物ꎬ 那么其生产

力将大大降低ꎮ”①

与此同时ꎬ 以肉类为代表的秘鲁食品价格上涨迅速ꎬ 劳工阶层成为直接

受害者ꎮ 华人食品贸易商被秘鲁社会上下描绘为贪得无厌、 囤积居奇的无良

商人ꎮ 有一则新闻如此描述ꎬ “华商垄断了肉类零售ꎬ 他们形成了无数寄生虫

一样的裙带组织ꎬ 这些组织都是广大消费者所供养起来的”② 在 １９１９ 年

食品价格上涨而引起的大规模抗议中ꎬ 激进的工人抗议者与利马的下层民众

一起ꎬ 组成排华的主力军ꎬ 再一次重创秘鲁的华人社区 “奥泰萨”ꎮ③ 由此可

见ꎬ 对华人食品商贩和中餐的污名化是导致利马华人聚居的 “奥泰萨” 大街

被清洗的直接原因ꎮ
总结而言ꎬ 秘鲁政治、 经济以及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是造成中餐和华人

饱受敌意的主要原因ꎮ 政治上ꎬ 一方面统治精英阶层深受实证主义和 “现
代化” 思潮影响ꎬ 期盼将秘鲁变成一个 “欧式” 国家ꎬ 因此公共卫生的改

善成为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任务ꎻ 另一方面ꎬ 秘鲁寡头政治体制开始受到中

产阶级和工人的挑战和冲击ꎮ 国际上的无政府主义、 工团主义、 共产主义

思潮也对秘鲁的政治生态产生重大影响ꎮ 经济上ꎬ 蓬勃发展的外向型经济

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ꎮ 社会上ꎬ 秘鲁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涌、 波澜

壮阔ꎮ 经济的发展促进人口向城市迁移ꎬ 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ꎬ 城市

工人成为新的历史主角ꎮ 他们一方面是中餐馆和华商的主要受众ꎬ 另一方

面又是排斥中餐与华人的主力军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 新一代华人商业巨擘在

秘鲁统治精英眼中代表着商业和进步ꎬ 他们可以合理地利用秘鲁国家的现

存资源ꎬ 同时在政治上又不那么激进ꎬ 能够适应特权社会的运转模式④ꎬ 也

因此成为 “实践进步的奇迹” 和 “对抗懒惰的实用性政治” 的左膀右臂⑤ꎻ
然而另一方面ꎬ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成为当局转移社会矛盾以笼络人心的

—２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ｕｎｄｉａｌꎬ ２１ ｄｅ ｏｃｔｕｂｒｅ ｄｅ １９２７
Ｌａ Ｒａｚóｎꎬ １０ ｄｅ ｍａｙｏ ｄｅ １９１９
Ｉｓａｂｅｌｌｅ Ｌａｕｓｅｎｔ －Ｈｅｒｒｅｒａꎬ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ｔｏｗｎ ｉｎ Ｐｅｒ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ꎬ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ꎬ Ｖｏｌ ７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６９ － １１３
Ａｄａｍ ＭｃＫｅｏｗｎꎬ “Ｉｎｍｉｇｒａｃｉó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ｌ Ｐｅｒúꎬ １９０４ －１９３７: Ｅｘｃｌｕｓｉóｎ ｙ Ｎｅｇｏｃｉａｃｉóｎ”ꎬ ｅｎ Ｈｉｓｔóｒｉｃａꎬ

Ｖｏｌ ２０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９６ꎬ ｐｐ ５９ － ９１
Ｊｏｒｇｅ Ｂａｓａｄｒｅ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ｌａ Ｒｅｐúｂｌｉｃａ ｄｅｌ Ｐｅｒúꎬ Ｐｅｒｕａｍéｒｉｃａꎬ １９６３ꎬ ｐｐ ４２１９ － ４２２４



饮食文化视域下秘鲁华人与当地社会关系研究　

牺牲者ꎮ 华人群体保持着对经济活动的热诚的同时ꎬ 不得不小心谨慎地处

理政治、 经济与种族语境下的纷争ꎮ

四　 “吃饭” 与 “人民餐馆”:
身份认同与文化纷争中的秘鲁华人 (１９３０—１９４０ 年)

正如加里艾伦芬 (Ｇａｒｙ Ａｌａｎ Ｆｉｎｅ) 所说: “身份与消费之间的联系

使食物在创建社会团体中发挥了核心作用ꎬ 我们通过饮食来传达身份的公共

印象ꎮ”① 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 一方面ꎬ “Ｃｈｉｆａ” (吃饭) 的逐渐流行不仅反映

出中餐逐渐被秘鲁主流社会接受ꎬ 更标志着新一代中秘文化 “混血儿” 在秘

鲁社会中的存在越加醒目ꎮ 另一方面ꎬ 在秘鲁民众主义风起云涌的背景下ꎬ
秘鲁 “人民餐馆” 应运而生ꎬ 成为 “Ｃｈｉｆａ” (吃饭) 的有力竞争者ꎮ 因其廉

价的食物和 “科学、 尊严、 质量” 的经营理念ꎬ “人民餐馆” 不仅在经济上

试图以 “自己” 的餐馆取代 “亚洲餐馆”ꎬ 同时试图在文化上建构工人阶级

饮食的 “国民性”ꎬ 以区分 “亚洲餐馆” 的 “他者” 形象ꎮ 在这场运动中ꎬ
中餐馆的经营受到巨大冲击ꎬ 其遭受的文化和种族上的排斥与秘鲁政府全面

禁止华人移民输入的政策交相呼应ꎬ 秘鲁的排华情绪被推至顶峰ꎬ 华人在当

地的社会融入愈发艰难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 随着秘鲁当局对华人移民控制越加严格ꎬ 进入秘鲁的华

人移民逐年减少ꎬ 土生华人 (Ｔｕｓáｎ) 在秘鲁社会中的存在越加显现②ꎬ 华人

移民及其后代与秘鲁社会、 文化乃至生态环境双向适应和影响的进程逐渐加

深ꎮ 随着混合中秘饮食元素的 “Ｃｈａｕｆａ” (炒饭) 的流行ꎬ 一个中餐馆的新称

谓——— “Ｃｈｉｆａ” (吃饭) 在秘鲁社会中流行开来ꎮ③ 有学者认为ꎬ “Ｃｈｉｆ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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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Ｐｈｉｌｉｐ Ｓｃｒａｎｔｏｎ (ｅｄｓ )ꎬ Ｆｏｏ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ｌｌｉｎｇ Ｔａｓｔｅ ｉ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２ꎬ ｐ ２

Ａｄａｍ ＭｃＫｅｏｗｎꎬ “Ｉｎｍｉｇｒａｃｉó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ｌ Ｐｅｒúꎬ １９０４ －１９３７: Ｅｘｃｌｕｓｉóｎ ｙ Ｎｅｇｏｃｉａｃｉóｎ”ꎬ ｅｎ Ｈｉｓｔóｒｉｃａꎬ
Ｖｏｌ ２０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９６ꎬ ｐｐ ５９ －９１

据温贝托罗德里格斯帕斯托尔的研究显示ꎬ “Ｃｈｉｆａ” 一词来源于中文拼音中的 “Ｃｈｉ －
ｆａｎ”ꎮ 当时ꎬ 秘鲁当地民众常听到华人说 “吃饭”ꎬ 因此将该词与中餐馆联系起来ꎬ “Ｃｈｉｆａ” 自此成为

中餐馆的代名词ꎮ 参见 Ｈｕｍｂｅｒｔｏ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Ｐａｓｔｏｒꎬ “Ｄｅｌ Ｋｏｎ Ｈｅｉ Ｆａｔ Ｃｈｏｙ ａｌ Ｃｈｉｆａ Ｐｅｒｕａｎａ”ꎬ ｅｎ Ｒ Ｏｌｉｖａｓ
Ｗｅｓｔｏｎꎬ Ｃｕｌｔｕｒａꎬ Ｉｄｅｎｔｉｄａｄ ｙ Ｃｏｃｉｎａ ｅｎ ｅｌ Ｐｅｒｕ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 ｄｅ Ｓａｎ Ｍａｒｔｉｎ ｄｅ Ｐｏｒｒｅｓꎬ １９９３ꎬ ｐｐ １８９ － ２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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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意义上的土生中华文化ꎬ 它的身份是秘鲁的ꎬ 而不是中国的ꎬ 这不仅体

现在其食材和口味上的变化ꎬ 以及西班牙语对中餐食材和菜名的直接音译

中①ꎬ 也体现在中国调料在秘鲁的广泛使用和本土化生产中ꎮ 秘鲁 «东方月

报»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１９３１ 年的一则广告显示ꎬ 甚至有利马的奇恰酒生产厂家开始

兼做豉油ꎮ② “Ｃｈｉｆａ” 不仅丰富了秘鲁的饮食文化ꎬ 也丰富了秘鲁国家认同的

内涵ꎮ 它既是华人移民及其后裔身份属性的一种标志ꎬ 也是秘鲁多元饮食文

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反映出中秘文化在饮食上的融合ꎮ③ 在此背景下ꎬ 中

餐逐渐从偏远地区流行至城市ꎬ 从穷苦民众风靡至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群体ꎮ
研究中国移民问题的秘鲁著名学者劳森特埃雷拉指出ꎬ “这反映出复杂而不

知足的秘鲁社会的复杂之处: 在不断增加的反亚裔运动热火朝天之际ꎬ 一种

异域的吸引力也在慢慢被发掘ꎮ”④ １９３５ 年 ５ 月ꎬ 秘鲁著名记者、 作家费德里

科莫雷巴里奥努埃沃 (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Ｍｏｒｅ Ｂａｒｒｉｏｎｕｅｖｏ) 在 «铃铛» (Ｃａｓｃａｂｅｌ)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感谢中国ꎬ 秘鲁也能够学习吃的科学和艺术» 的文

章ꎬ 作者感叹 “中餐馆里既有权贵ꎬ 也有无产阶级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

顾客来此用餐有钱人可以享用竹荪鸭和燕窝ꎬ 而穷人用不超过 ４０ 分钱也

能喝上一碗杂碎汤或享用一块里脊肉ꎮ”⑤ 著名的秘鲁社会活动家多拉马耶

尔 (Ｄｏｒａ Ｍａｙｅｒ) 也是中餐的忠实爱好者ꎬ 她积极维护中餐的名誉和价值ꎬ 并

从为中餐的喜爱上升至赞扬华人身上聪明、 勤劳和勇敢的品质ꎬ 从为华人的

辩护中反思秘鲁社会隐藏的种族歧视传统ꎮ⑥ 除了马耶尔之外ꎬ 著名的左派政

治家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 (Ｊｏｓé Ｃａｒｌｏｓ Ｍａｒｉａｔｅｇｕｉ)、 秘鲁诗人塞萨尔
瓦列 霍 ( Ｃｅｓａｒ Ｖａｌｌｅｊｏ )、 作 家 阿 夫 拉 姆  巴 尔 德 洛 马 尔 (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Ｖａｌｄｅｌｏｍａｒ) 也都经常光顾中餐馆ꎮ⑦ 一家名为 “汤继城” (Ｔｏｎ Ｋｉｎ Ｓｅｎ) 的

广东风味餐馆成为秘鲁中产阶级经常用餐的地方ꎮ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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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例如 “Ｋｉｏｎ” (姜)、 “Ｓｉｌｌａｏ” (豉油) 等ꎮ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ꎬ Ｎｏ ５ꎬ ２０ ｄｅ ａｇｏｓｔｏ ｄｅ １９３１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Ｃａｓｔｒｏ Ｏｂａｎｄｏꎬ “Ｌａ Ｅｓｅｎｃｉａ Ｔｕｓáｎ: Ｖａｌｏｒｅｓ Ｉｎｖｅｎｃｉｂｌｅｓ ｅｎ ｌａ Ｔｅｒｃｅｒａ Ｇｅｎｅｒａｃｉóｎ ｄｅ

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ｅｎｔｅｓ Ｃｈｉｎｏｓ ｅｎ ｅｌ Ｐｅｒú”ꎬ ｅｎ Ｏｂｅｒｖａｔｏｒｉｏ ｄｅ ｌａ Ｐｏｌíｔｉｃａ Ｃｈｉｎａꎬ ２０１５
Ｉｓａｂｅｌｌｅ Ｌａｕｓｅｎｔ －Ｈｅｒｒｅｒａꎬ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ｔｏｗｎ ｉｎ Ｐｅｒ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ꎬ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ꎬ Ｖｏｌ ７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６９ － １１３
Ｃａｓｃａｂｅｌꎬ ｍａｙｏ ｄｅ １９３５
Ｄｏｒａ Ｍａｙｅｒꎬ Ｌａ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ｌｅｎｃｉｏｓａ ｙ Ｅｌｏｃｕｅｎｔｅꎬ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Ｒｅｎｏｖａｃｉóｎꎬ １９２４
Ｍ Ｂａｌｂｉ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ｓ “Ｃｈｉｆａｓ” ｉｎ Ｐｅｒｕ: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ｃｉｐｅｓ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 ｄｅ Ｓａｎ Ｍａｒｔíｎ ｄｅ

Ｐｏｒｒｅｓꎬ Ｅｓｃｕｅｌａ ｄｅ Ｔｕｒｉｓｍｏ ｙ Ｈｏｔｅｌｅｒíａꎬ 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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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ꎬ 经济危机席卷世界ꎬ 秘鲁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的经济结构使

其受到巨大冲击ꎮ 经济危机造成大规模的失业潮ꎬ 使得民生艰难ꎮ 莱昂西

奥帕拉西奥斯的研究表明ꎬ 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 秘鲁工人阶级的一半收入

用于解决饮食问题ꎬ 而住宿和衣物的开销总共只占其收入的 １ / ４ꎮ 大部分秘

鲁工人的饮食结构失衡ꎬ 几乎都为热量食物ꎬ 缺乏肉类与蔬菜ꎮ① 经济危机

也引发秘鲁国内政局动荡、 内战频发ꎮ 在此背景下ꎬ １９３１ 年上台的桑切斯
塞罗 ( Ｓáｎｃｈｅｚ Ｃｅｒｒｏ ) 和 １９３３ 年 上 台 的 奥 斯 卡  贝 纳 维 德 斯 ( Óｓｃａｒ
Ｒ Ｂｅｎａｖｉｄｅｓ) 政府施行以团结工人为目的的民众主义政策ꎬ 满足工人阶级

的饮食需求成为其重要任务ꎮ 因此ꎬ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ꎬ 作为 “国家营养

计划” 的进一步发展ꎬ 以提供廉价、 有营养的饮食为目的ꎬ 以政府为运转

保障的秘鲁 “人民餐馆” 运动应运而生ꎮ 自 １９３２ 年起ꎬ “人民餐馆” 开始

建设ꎬ 据秘鲁社会保障局 １９３８ 年的数据显示ꎬ 该年共有 ８６０ 万人曾在其中

用餐ꎮ② “人民餐馆” 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需要招收大量的人力ꎬ 如时任总

统贝纳维德斯所说 “这些工程成为对抗失业的最佳办法ꎮ”③ 除了提供工人

就业机会之外ꎬ “人民餐馆” 也给工人提供廉价和有营养的食物ꎮ 根据 １９３９
年利马一家普通餐馆的菜单显示ꎬ ０ ３ 索尔只能购买一份里脊肉配饭④ꎬ 而用

同样的价格能够在 “人民餐馆” 购买到 ３ 份同样的餐食ꎮ⑤ 提供廉价美食的

“人民餐馆” 无疑成为广大劳工阶层所依赖的中餐馆的有力竞争者ꎮ 在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期的 «铃铛» 杂志中有人谈到ꎬ 有 １３５ 万余人曾在这些餐馆用

餐ꎬ 消费总额达 ６８ 万索尔ꎬ “民众们因此没有将如此巨量的财富用在资助

北平的消费中”⑥ꎮ
“人民餐馆” 对中餐馆的冲击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ꎬ 更重要的是体现在

文化和精神层面ꎮ 在 １９３６ 年由秘鲁政府撰写的 «秘鲁的人民餐馆: 对大众

饮食问题研究的贡献» 一书中ꎬ “科学、 尊严、 质量” 被强调为优化工人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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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Ｌｅｏｎｃｉｏ Ｍ Ｐａｌａｃｉｏｓꎬ Ｅｎｃｕｅｓｔａ ｓｏｂｒｅ Ｐｒｅｓｕｐｕｅｓｔｏｓ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ｅｓ Ｏｂｒｅｒｏｓ Ｒｅａｌｉｚａｄａ ｅｎ ｌａ Ｃｉｕｄａｄ ｄｅ Ｌｉｍａ ｅｎ
１９４０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Ｍａｙｏｒ ｄｅ Ｓａｎ Ｍａｒｃｏｓꎬ １９４４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ｏ ｄｅ Ｓａｌｕｄ Ｐúｂｌｉｃａꎬ Ｔｒａｂａｊｏ ｙ Ｐｒｅｖｉｓｉóｎ Ｓｏｃｉａｌꎬ Ｄｉｒｅｃｃｉóｎ ｄｅ Ｐｒｅｖｉｓｉóｎ Ｓｏｃｉａｌꎬ Ａｃｃｉó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ｌ Ｅｓｔａｄｏ ｅｎ ｅｌ Ｐｅｒúꎬ Ｌｉｍａ: Ｓ Ｐ Ｉꎬ １９３８ꎬ ｐ ６

Ｍｅｍｏｒｉａ ｄｅｌ １ ｄｅ Ｅｎｅｒｏ ｄｅ １９３５ ａｌ ３１ ｄｅ Ｄｉｃｉｅｍｂｒｅ ｄｅ １９３６ꎬ Ｖｏｌ ＸＩＶＩＩＩꎬ Ｌｉｍａꎬ １９３６
“Ｍｅｎú ｄｅｌ Ｄíａ”ꎬ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ｅ Ｅｌ Ｍｏｒｒｏ Ｓｏｌａｒꎬ ９ ｄｅ ｎｏｖｉｅｍｂｒｅ ｄｅ １９３８
Ｐ Ｄｒｉｎｏｔꎬ Ｌａ Ｓｅｄｕｃｃｉóｎ ｄｅ ｌａ Ｃｌａｓｅ Ｏｂｒｅｒａ: Ｔｒａｂａｊａｄｏｒｅｓꎬ Ｒａｚａ ｙ ｌａ Ｆｏｒｍａｃｉóｎ ｄｅｌ Ｅｓｔａｄｏ Ｐｅｒｕａｎｏ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ｄｅ Ｅｓｔｕｄｉｏｓ Ｐｅｒｕａｎｏｓ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１３７
Ｃａｓｃａｂｅｌꎬ ２ ｄｅ ｎｏｖｉｅｍｂｒｅ ｄｅ １９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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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的核心目标ꎮ 具体而言ꎬ “科学” 不仅体现在餐馆的精确选址、 食品的新

鲜度以及对食品营养的精确计算ꎬ 同样还有餐厅内部功能的科学性设置ꎻ
“尊严” 体现在保证大众高度精准的供餐时间ꎻ “质量” 则体现在极佳的室

内装潢材料和一流的服务ꎮ “人民餐馆” 使得秘鲁工人阶级通过饮食建立起

具有道德和尊严的共同体以及由此而生的身份认同ꎮ 与 “科学、 尊严、 质

量” 的 “人民餐馆” 相比ꎬ “亚洲餐馆” 的食物被认为既不健康又营养低

下ꎬ 在就餐环境方面也缺乏基本的卫生条件和健康保证ꎮ
１９３７ 年ꎬ 秘鲁日报 «工人之声» 的一则新闻透露出对 “亚洲餐馆” 卫生

和健康条件方面的不满ꎬ “最严重的问题并不是他们垄断了小饭馆和小咖

啡馆市场ꎬ 而是其经营的方式ꎮ 这些餐馆的商品和服务在健康、 卫生以及清

洁打扫方面存在诸多隐患ꎮ 这样的就餐条件是否会对那些经常前去就餐的人

带来健康方面的风险也未必可知”①

由饮食而生的竞争不仅折射出不同种族和文化上的纷争ꎬ 也反映出秘鲁

社会内部阶层间的撕裂ꎮ 正如保罗德里诺特所说ꎬ 将 “人民餐馆” 与 “亚
洲餐馆” 平行并举有着三方面的意义: 一是助推了城市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ꎻ
二是为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语境下对 “亚洲餐馆” 的歧视煽风点火ꎻ 三是以

此建构工人阶级的自我认同ꎮ② 与舒适、 健康、 体面的 “人民餐馆” 相比ꎬ
落后、 简陋的 “亚洲餐馆” 无疑与之差异巨大ꎮ 透过饮食的差异ꎬ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秘鲁工人阶级从中看到了文化和种族上的高贵与低贱ꎬ 而一部分秘鲁

社会精英也从中发现了自身没有的 “科学与艺术”ꎮ 对中餐不断高涨的排斥情

绪与秘鲁全面禁止华人移民的政策交相呼应③ꎬ 折射出华人移民在秘鲁社会融

入的艰辛ꎮ

五　 结语

在 １９ 世纪末至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ꎬ 餐饮业和食品贸易成为秘鲁华人的立足

之基ꎬ 伴随他们从苦力劳工发展成为一个颇具经济与社会影响力的移民群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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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 Ｖｏｚ ｄｅｌ Ｏｂｒｅｒｏꎬ １９ ｄｅ ｍａｙｏ ｄｅ １９３７
Ｐ Ｄｒｉｎｏｔꎬ “Ｆｏｏｄꎬ 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ｅｓ Ｐｏｐｕｌａｒ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ｉｎ １９３０ｓ

Ｐｅｒｕ”ꎬ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ꎬ Ｖｏｌ ６２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２６７ － ２６８
１９３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ꎬ 桑切斯塞罗政府颁布 «全面暂停华人入境条例»ꎬ 即使在秘鲁有家室或

已拥有秘鲁国籍的华人也不例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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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餐饮业和食品贸易的中华饮食文化的影响力逐步扩大ꎬ 秘鲁社会对中国

饮食一直表现出 “爱恨交加” 的心态ꎮ 一方面ꎬ 中餐和中餐粮杂商品逐渐扎

根于秘鲁社会ꎬ 它是当地社会不可或缺的基本生活品ꎬ 常常出现在劳工阶层

的日常饮食中ꎻ 华人与当地女性的结合更使得中餐饮食习惯逐渐扎根于秘鲁

社会ꎻ 中餐食材的多样性、 高超的烹饪技术和其中所透露出的华人优良品质

也被一部分秘鲁精英所接受和赞赏ꎮ 另一方面ꎬ 中餐馆的卫生条件、 异国的

饮食风俗和简陋的外在形象招致当地社会的抨击ꎻ 华人食品商业的壮大也招

致一定的排挤和攻击ꎮ 作为族群身份和文化的载体ꎬ 以中餐和粮杂贸易为代

表的中华饮食文化在秘鲁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遭遇ꎬ 反映出华人融入秘鲁社会

的复杂多变ꎮ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ꎬ 既有全球范围内近代饮食及卫生文明普及

的冲击ꎬ 中餐饮食风俗及其与异族的交汇所带来的矛盾冲突ꎬ 还有秘鲁社会、
政治运动的鼓噪和激荡ꎮ 上述遭遇不仅展现了华人艰难的融入过程ꎬ 也展现

了秘鲁社会的曲折发展ꎮ 由此可见ꎬ 秘鲁社会如今所呈现出的多元化和包容

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ꎬ 在处理与中华饮食文化和华人关系的过程中ꎬ 秘鲁社

会曾经迟疑、 徘徊、 反复ꎮ 中华饮食文化和华人作为秘鲁历史发展进程中的

一幅画面和一种场景ꎬ 带有强烈的代表性和示范性ꎬ 一方面形象地呈现了 １９
世纪末中国逐步走向世界的过程ꎬ 另一方面生动反映了异域文化和本土文明

之间相互交融、 共存共生的一般规律ꎮ
(责任编辑　 王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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