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提 要要：：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究了广州跨

国移民的日常饮食实践如何促成多元的地理相遇，以

及这种相遇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跨国移民在不同

的饮食空间与东道国社会产生互动，促进了多元的地

理相遇，既带来不同民族身份之间社会融合的结果，

也由于个体与东道国的社会文化差异加深了隔阂。跨

国移民的日常饮食实践及地理相遇受到主体性因素的

驱动、社会性因素的强化与地方性因素的支持，这三

类因素之间相互作用，使跨国移民在东道国的日常饮

食呈现出矛盾的行为表征。本文揭示了跨国移民与在

地社会文化的微观互动过程，以饮食为线索的地理相

遇分析对于理解移民与迁入地的社会文化互动提供了

深入理解，对于促进在华移民的社会融入具有启发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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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global population mobility, the daily life practice and local meaning con‐

struction of transnational immigrants have become new research topics, and diet has become a key lens for

insight into the so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immigrants and host countries. This process inevitably has contact

and interaction with the host society, and directly contributes to diverse geographical encounters. To this end,

this paper raises three research questions: How do the daily dietary practices of transnational immigrants con‐

tribute to diverse geographical encounters? What are the results of geographical encounters? What is the

mechanism behind it? This paper intends to select Guangzhou as the case, invoke the concept of encounter in

geography, and adopt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focus on the geographical encounter between transna‐

tional immigrants and different subjects in the daily dietary practice, and analyze the significance of such en‐

counter for their integration into the host country society, with a view to enriching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encounter and migration geography in geography.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rans‐

national immigrants in big cities of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bil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ransna‐

tional immigrants interact with the host society in different dietary spaces, promoting diverse geographical

encounters. 2) The geographical encounter of transnational immigrants in the public eating space not only

promotes the result of social integration, but also deepens the ga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host country

due to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3) The daily diet practices and geographical encoun‐

ters of transnational immigrants are driven by subjective factors, strengthened by social factors and sup‐

ported by loc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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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全球人口流动的加剧，跨国移民的日常生活实

践与地方意义建构成为新的研究议题，而饮食成为洞察移

民与东道国社会互动的重要透镜[1]。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跨国移民的饮食实践是他们协商身份认同、构建

社会网络以及扩大地理活动范围的重要途径，这个过程不

可避免地与东道国社会产生联系与互动，直接促成了多元

的地理相遇[2-5]。地理相遇 （geographies of encounter） 是不

同社会主体在地理上的接近与互动，由此产生对在地社会

文化感知的多元结果[6,7]。在特定地理时空的相遇既会带来

文化差异共存的团结局面，也会由于偏见与歧视加深社会

主体之间的隔阂与矛盾[8-10]。因此跨国移民的日常饮食实践

及地理相遇分析有助于揭示移民个体与东道国社会的微观

互动过程，以此反思其在华生活所面临的难题[11]。

在东道国日常饮食实践中的地理相遇，如在公共饮食

空间吃饭，是移民重新定义、协商与重构“他者”身份边

界的核心[12-14]。例如，新西兰的移民妇女通过在移民社区分

享食物的方式跨越了种族差异，与来自各国的移民群体建

立起情感联系，以食物为媒介的跨文化接触促进了她们归

属感的形成[15]。又如，生活在广州的非洲移民日常生活以非

洲族裔饮食为主，就餐的首选仍然是非洲餐厅以及麦当劳

这样的“西餐”，鲜少主动去中餐厅吃饭，这种饮食实践背

后反映了他们对在地饮食的不适应以及缺乏本地社会网络

的支持，导致他们被隔离在东道国主流文化之外[16]。由此可

见，饮食实践在塑造移民的文化身份以及与东道国主流文

化的关系中具有重要意义[17]，移民正是在饮食实践过程中通

过与他人的相遇协商身份认同与建构地方意义，由此逐步

加深与东道国社会之间的互动[18]。

然而，跨国移民在城市公共饮食空间中的地理相遇既

促进了积极的社会融入，也隐藏着文化冲突与协商[19]。Lau‐

rier等以基于城市咖啡馆的人类学调查发现，陌生人之间的

手势传达了他们对于陌生人的友好、善意与热情，他们在

咖啡馆的相遇表明，咖啡馆为人们的独处提供了舒适的空

间，而这种独处也成为空间中其他陌生人独处的乐趣的一

部分[20]。然而，相对于城市内部相同社会文化背景的群体，

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移民群体在公共饮食空间中的相遇并

不总是和谐的，而是隐藏着矛盾与冲突[21]。Liu等以生活在

广州的穆斯林的饮食消费为研究对象，探究了他们如何使

用食物维系宗教身份，以及如何被融入或排除在中国主流

的汉族文化之中，其研究表明，公共饮食空间为穆斯林与

其他文化群体的相遇创造了机遇，但这种相遇由于不同文

化群体之间未形成清真规则的共识而产生分歧与文化冲

突[22]。因此，饮食消费空间中看似平常的饮食实践过程实际

上充斥着矛盾的情感，陌生人之间的互动既可能促进融合，

也会引致回避与隔离的后果[21]。如何更好地认识跨国移民的

日常饮食实践及地理相遇结果对于促进移民融入东道国社

会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研究以饮食作为分析线索，关

注跨国移民在东道国的饮食实践及其地理相遇，试图回答

如下研究问题，跨国移民的日常饮食实践如何促成多元的

地理相遇？产生了何种地理相遇结果？背后体现了何种机

制？本文拟选取广州为案例地，援引地理学中相遇的概念，

关注跨国移民日常饮食实践过程中与不同主体之间的地理

相遇，分析这种相遇对他们融入东道国社会的意义。

2 案例地与研究方法

2.1案例地概况

本研究的案例地是广州。广州的国际化发展水平较高，

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世界城市之一。在全球化发展浪潮之

下，广州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再加上广州的地理

位置优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吸引了大量跨国移民来穗

工作与生活[42]。数据显示，2017 年，广州市的跨国移民共

有 82714 人，以欧美日韩发达国家为主，占 46.9%①。2019

年，跨国移民的数量达到 86475人，以韩国、日本、印度、

美国和俄罗斯的移民为主。然而，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2020年，跨国移民的数量锐减至 30768人，有 5万余跨国移

民返穗受到影响②。而后，随着新冠疫情防控得当与经济社

会发展的需要，我国移民管理局调整了签证与入境政策，

在穗跨国移民的数量又逐渐得到提升，这为本研究提供了

充足的样本。特别地，跨国移民在广州城市内部的分布呈

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来自相同国家移民聚居

于同一个区域，形成独特的族裔聚居区。族裔聚居区指的

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少数族裔在一定空间范围集中居住的区

域[23]。目前广州形成了几个独具特色的族裔聚居区，主要包

括非洲人、日本人与韩国人族裔聚居区，分布于越秀区、

天河区与白云区等行政区内。

为了进一步聚焦案例地，本研究选择广州市内具有代

表性的族裔经济区作为案例地 （表 1）。具体而言，本研究

选择位于白云区远景路、越秀区环市路以及天河区天河北

路区域作为调研街区。这三个案例街区位于广州市内不同

的族裔经济区，分布着不同来源地的跨国移民与跨国饮食

空间，能够较好地保证研究的外部效度。同时，这三个案

例地的族裔文化鲜明，聚集了大量标准化的跨国餐厅[24,25]，

也催生了大量具有较高原真性的民族餐厅[26,27]，为跨国移民

提供了丰富的饮食空间，也为作者开展实地调研创造了绝

佳的条件。因此，本研究选择这三个案例街区能够保证案

例地的多样性以收集更加丰富的移民饮食实践信息。

2.2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法与深度访谈法开展研究。

研究团队于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3 月在广州开展多次实地

调研，共历时7个月 （表2）。首先，研究团队走访了广州天

河区天河北路、越秀区环市东路以及白云区远景路等在穗

跨国移民聚集的区域，初步了解跨国移民的生活、工作与

休闲活动空间。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选定了区域内的若

干个跨国移民最常光顾的公共饮食空间作为参与式观察的

地点。研究者首先向餐厅老板了解跨国移民到店消费的基

本情况，包括时间、菜式以及习惯等；其次征求餐厅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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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意，允许团队成员多次进入餐厅并停留若干小时以上，

在不影响餐厅经营的前提下在内部开展参与式观察。在参

与式观察过程中，团队成员以田野笔记的形式记录了跨国

移民的饮食行为、社会互动以及他们对饮食空间带来的影

响，并将此文本信息作为后续分析的资料。

其次，研究者在不同的餐饮空间内共对 32名跨国移民

展开了深度访谈，访谈对象涵盖来自亚洲、欧洲与非洲等

多个国家的移民，以留学生和务工者居多，一半受访者及

以上的在华居住时间超过三年，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如表 3所

示。访谈旨在获取跨国移民的日常饮食实践及其与本地社

会互动的信息，访谈问题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在地的

日常饮食情况，包括饮食消费内容、地点、同伴等基本信

息；二是饮食消费过程中对人与地方的感知，包括与他人

互动过程中的内心感受、对地方的情感体验等。访谈时间

在 1至 3小时之间，根据访谈顺序将被访谈对象编码为M-1、

M-2，…，M-32。

3 跨国移民的饮食实践及地理相遇

本文采用主题分析法对访谈信息进行分析。作为定性

研究中常用的资料分析方法，主题分析法要求在分散的质

性资料中识别、分析和报告主题，呈现主题之间的关系，

识别数据中的抽象规律[28]。这种将材料打散、重组，然后分

类、抽象、浓缩的过程有利于探究定性资料的内在联系和

意义[29]。经过严格的分析步骤，最终得出两大主题分析结果

（表 4）。下文将从移民在日常饮食实践中的相遇过程及结果

两个方面展开分析。

3.1日常饮食实践与地理相遇的过程

研究发现，跨国移民在本地餐厅和跨国餐厅里经历着

不同的地理相遇，他们在陌生的饮食文化环境中成为“被

凝视的他者”。同时，他们也在熟悉的饮食文化环境中联结

具有相同经历的移民共同营建了“临时社区”。

在本地餐厅里，由于语言障碍、饮食习惯的文化差异，

移民容易受到来自东道国社会主体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仅

强化了移民对民族身份的认知，也使他们成为了“被凝视

的他者”。

一位来自印度的移民 M-19表示，当他去本地餐厅的时

候，会先示意服务人员要一份菜单，然后看着上面的图片

点菜。受语言交流的阻碍，他点菜所花费的时间较于其他

表1 案例街区基本情况

Tab.1 Case Block Introduction

案例街区

白云区远景路

越秀区环市路

天河区天河北路

所处区域特征

地处城中村（棠下村）区域，

外来人口混杂，生活成本相

对较低

广州前CBD区域，拥有90年

代最繁华的商业与金融设施

以及最早的外国领事馆群

广州新CBD区域，跨国要素

集中，全球化联系紧密，是广

州目前最大的高档商务区

族裔经济形态

韩国族裔经济包括中韩贸易与物

流、韩国餐饮业与服务业（如超

市、美容美发等）

非洲族裔经济以中非贸易与物流

为主，存在部分非正规就业

日本族裔经济以日本族裔企业或

机构为主，餐饮和食品零售行业

居多

移民与饮食景观特征

跨国餐饮消费空间分布密集，同质

化程度高；公共餐饮空间多以亚洲

移民为主

跨国餐饮消费空间分布松散，同质

化程度低；公共餐饮空间多以非

洲、中东移民为主

跨国餐饮消费空间分布松散，同质

化程度低；公共餐饮空间以亚洲、

欧洲、北美与南美移民为主

表2 调研开展情况

Tab.2 Research Situation

调研区域

白云区远景路

越秀区环市路

天河区天河北路

调研走访地点

走访了远景路、机场路、广花三路；远景花

园社区

走访了小北路、淘金路、建设六马路；天秀

大厦、怡东大厦、重庆大酒店、御龙服装城、

通通商贸城、泓汇国际商贸中心、秀山楼

（中非商贸城）

走访了天河北路、猎人坊、爱丁堡国际公寓

驻点观察的跨国饮食空间

釜山海鸥韩国料理（二号店）

辛罗·肥肠队长（远景路1店）

金顺碳烤肉（2号总店）

麻蒲碳烤肉（远景路1号店）

African pot Restaurant（非洲餐厅）

Perma Bakery朴门面包店

MadamBah Restaurant（非洲餐厅）

清真弘汇西餐厅

Hayat imported food store进口食品超市

LittlePaPa印度尼泊尔菜

喀秋莎俄罗斯西餐厅

Antalya安塔利亚土耳其餐厅

Bandidos地道墨西哥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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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受访者基本信息

Tab.3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

类型

性别

年龄

在华居

住时长

职业

类型

来源地

男

女

20—29

30—39

40—49

50及以上

0—3年

3—6年

6—9年

9年以上

留学生

务工者

亚洲

欧洲

非洲

南美洲

北美洲

中东

数量

18

14

19

8

3

2

9

14

5

4

14

18

11

6

9

3

2

1

比例

56%

44%

59%

25%

9%

6%

28%

44%

16%

13%

44%

56%

34%

19%

28%

9%

6%

3%

顾客较长，并因此受到周围顾客的关注。“在一些人多的餐

厅，我在与服务人员沟通的时候，周围的顾客会看着我们，有

的人还会嘲笑我的语言……当他们看我的时候，让我觉得我

就是一个不属于这里的外来者”。从 M-19 的经历可知，来

自东道国陌生人的关注使其不断地强化自己是“外来者”

的身份定位，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与周围顾客的身份与文

化边界。

另外一名来自欧洲的移民 M-10则分享了他在广州喝早

茶的经历。当他走入热闹的茶餐厅的时候，他最初感受到

的就是来自其他顾客的“凝视”。“我一走进去，很多人都会

看着我，仿佛我的出现在这里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只能

找一个比较靠边的角落坐下”。他直言，在茶餐厅这个空间

中，自己是一个徘徊在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边缘群体，只

能模仿其他顾客的用餐行为，尽量使自己趋同于周围的顾

客以掩盖不同身份的差异。

在跨国餐厅中，来自相同国家的移民共同营建了一个

“临时社区”。这个“临时社区”不仅能够满足他们对族裔

饮食的需求，还能够使得他们构筑起坚固的民族文化身份。

在一家非洲餐厅，前来消费的非洲移民将本地服务人

员亲切地称呼为“mama”，因为在他们的文化里，为他们

提供食物的人被称呼为“mama”。他们在跨国餐厅里面处

于十分舒适和放松的状态，甚至让人遗忘他们身处的是具

有商业性质的公共饮食空间。一位来自津巴布韦的年轻女

性M-4，她熟练地与餐厅里的其他顾客打招呼，告诉服务人

员她想吃什么，在等待食物的过程中自己主动去服务台拿

水，与周围的顾客自然地用家乡语言聊天。据悉，他们都

是一群从事商贸行业的非洲移民，由于移民经历、工作性

质以及在华的居住时长较为接近，即使是互相不认识，在

简单的问候之后彼此都会熟络起来。

除了熟悉的源地社会网络的互动之外，“临时社区”的

关系维系还离不开传统的仪式。用餐的仪式减少了移民遭

遇社会差异的焦虑，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在我们

走访的大部分跨国餐厅内均设置了日常歌舞表演，以及传

统节假日的庆典活动。

在一家俄罗斯餐厅中，每到周末都会有来自俄罗斯女

歌手的歌舞表演。每到这个时候，来店消费的移民都会换

上具有仪式感的服饰，在用餐过后，在歌手的热情感染之

下参与舞动，以表达一种集体的欢腾。无论是民族食物、

歌曲的语言还是来自相同国家的移民，共同构成了“临时

社区”的重要角色，即使是素未谋面的移民之间也十分容

易在这样的氛围之中建立友好的联系。一位来自俄罗斯的

中年人 M-11 向我们表示，“在中国很少能找到家乡味道的

餐厅，这里是为数不多的一家，我第一次过来的时候就加入

了歌舞表演之中，在这个环境中让我感到非常放松和愉快，

我觉得我融入了一个新的集体，跟不同的人一起跳舞让我在

这座陌生的城市中找到很多的安慰”。因此，跨国餐厅中陌

生人之间建立的联系不仅仅是在公共空间中共同进餐，而

是基于用餐仪式建立了更加深刻的情谊，强化了民族文化

身份的认同。

3.2日常饮食实践与地理相遇的结果

研究发现，跨国移民在公共饮食空间中的地理相遇既

带来社会融入的结果，但也致使部分移民被排除在主流文

表4 日常饮食实践与地理相遇的过程与结果主题分析

Tab.4 Thematic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and Results of Daily Dietary Practices and Geographies of Encounters

主题

日常饮食实践

与地理相遇的

过程

日常饮食实践

与地理相遇的

结果

子主题

本地餐厅中经历

他者凝视

跨国餐厅中组建

临时社区

日常饮食实践促

进社会融入

日常饮食实践加

剧社会排斥

范畴

语言阻碍交流

饮食习惯差异

族群认同

用餐仪式

积极与本地人互动

接纳本地食物

排斥与本地人接触

排斥本地食物

初始编码

词汇不够、表达失误、不敢说话、中文差……

味道奇怪、喝早茶、吃饭很吵闹、口味清淡……

这里很温暖、我的家、朋友多、熟悉的人……

一起跳舞、唱歌、祷告、穿民族服装……

服务人员很友好、充满善意、印象深刻的服务……

寻求其他顾客的帮助、模仿他人用餐、期待回应……

不喜欢、不愿意、讨厌、不想、歧视、偏见、不公平待遇……

不想吃、吃得不开心、不想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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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外。在交流过程中，部分移民表示在公共饮食空间中

来自陌生人的善意令他们留下对中国的好印象，使他们更

加愿意以开放的心态去学习地方的传统饮食文化。来自委

内瑞拉的移民M-17表示，她经常去光顾的本地餐厅的服务

人员对待自己非常热情，在他们的热情招待下，她会逐渐

放下对陌生人的戒备，尝试用自己不太熟练的中文与他们

沟通。“在其他餐厅，可能你告诉他们你想要什么菜，他们就

去准备，没有太多的交流，但是在这里，他们会给我介绍这道

菜有什么食材、味道如何，我能不能接受之类的，尽管他们的

语言我不能完全明白，但是从他们会努力用简单的英文向我

解释清楚一些独特的菜”。

另外一位来自委内瑞拉的移民 M-13也表示，在本地餐

厅消费过程中，他发现汤是粤式饮食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

分。“当你认真观察（其他顾客）会发现，这里的人很喜欢喝

汤，几乎餐桌上的第一道菜就会是汤，而且口味非常独特，据

说是有养身的功效，这对我而言非常新奇”。有一次，当他

看到隔壁桌的顾客点了一煲汤，他主动向其询问并得到友

好的回应，尽管他当时并不完全明白，但是在多次的饮食

经历中，他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影响，在日常生活中也开始

模仿和学习本地人的做法。“去中餐厅吃饭让我爱上了喝汤，

我现在很喜欢喝汤，而且不同季节要喝不同的汤，因为它们

的功效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很讲究”。

然而，来自东道国社会主体的误解或者偏见也会导致

移民群体产生不信任感，进而采取主动疏离主流文化群体

的方式以维护自己的民族身份。一位来自乌干达的移民M-7

向我们分享了一段不愉快的相遇的经历。她曾独自去中餐

厅用餐，但却受到本地人的不友好对待，“我不会说中文，

我看不懂菜单，他们不愿意给我服务，我点菜的时候他们笑，

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嘲笑一个语言不通的人……你不能

相信他们，因为他们会欺负你语言不通，会骗你，会抬高价

格，或者干脆给你不好的东西……”。这些来自于东道国的

不友好的经历在个体与在地饮食之间形成了隔阂，来自在

地社会的负面反馈使M-7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侵犯。

在这种不愉快的经历之后，她转而减少本地餐厅的消

费，回避与本地人的接触。在访谈中，M-7告诉我们，“我

只吃非洲食物。如果我不得不吃中餐的话，我会选择我们非

洲的食物，或者用非洲的方法去烹饪”。这并不是因为她吃

不习惯中国食物，相反，她觉得中国食物是好吃的，而之

表5 日常饮食实践与地理相遇的机制主题分析

Tab.5 Thematic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Daily Dietary Practice and Geographies of Encounters

主题

主体性

社会性

地方性

影响因素

态度

偏好惯习

观念信仰

个人技能

源地社交

网络

在地社交

网络

饮食系统

地方文化

作用

表现了个体

的饮食倾向

决定了个体

饮食倾向

决定了个体

饮食消费行

为的准则

为维系源地

饮食提供支

持性条件

为维系源地

饮食提供便

利

促进对在地

饮食的接受

提供了饮食

模式的限制

条件，通常会

阻碍源地饮

食的获得

构成饮食环

境，影响跨国

移民在地饮

食经历

类型

积极尝试

消极拒绝

不在意

食物口味

食物种类

饮食习惯

宗教限制

个人观念

烹饪技能

语言技能

食物信息

物质支持

情感支持

信息支持

物质支持

情感支持

信息支持

食物可得性

食物易得性

文化包容性

编码示例

喜欢、好吃、很乐意、很好奇、很想试试……

不喜欢、不愿意、讨厌、不想……

不熟悉、比较随便、不太在意、没想过

喜欢清淡、喜欢辣、喜欢咸的……

喜欢主食、马来食物、豆制品……

不吃早饭、酒吧喝酒、凌晨宵夜……

不能吃猪肉、对厨房有要求、对肉有要求……

注重环保、要随心意……

会做简单的食物、会做很多、能熟练烹饪……

完全不会中文、会一点中文、中文流利、会一些方言……

食物功能、新鲜、便宜……

邮寄、携带运输源地食物、提供帮助……

好朋友、不孤独，家人的感觉……

提供源地食物购买信息、推荐民族餐厅，共享信息……

分享食物、分享烹饪方法……

归属感、亲密关系、在一起会很开心……

食物推荐、餐厅推荐……

买不到调料、找不到食材、有一些餐厅……

很容易买到、容易买错、食物距离很近……

歧视、偏见、不公平待遇、不欢迎、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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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严格的保持吃非洲传统食物的习惯是因为她在本地餐

厅经历的不友好的遭遇让她觉得这是个不欢迎她的地方。

“如果这个地方的人们不欢迎你，对你很不好，你会喜欢他们

的食物吗？你不会”（M-7）。对她而言，不吃中国食物并不

是因为身体的不适，也不是不愿意经历饮食调整的过程，

而是在不愉快的相遇中将对地方和人的态度转移到食物上。

在这个意义上，食物不再是单纯的获得温饱的物质，而是

成为了她用来表征民族身份认同的媒介。

3.3日常饮食实践与地理相遇的机制

本研究对访谈材料进行主题分析，提取了主体性、地

方性、社会性的三大影响因素 （表 5），以此分析跨国移民

日常饮食实践及地理相遇的内在机制。

主体性因素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

用、个人看法以及地位，即人的自主、能动、自由、有目

的地活动的地位与特性。对于跨国移民而言，影响其饮食

实践及地理相遇的主体性因素包括了态度、偏好惯习、观

念信仰、个人技能等。

在态度方面，对在地饮食抱有积极态度的跨国移民适

应在地饮食所需要的时间较少，且表现出对在地饮食更多

的了解。“来中国之后第一顿我就觉得中国食物很好吃，虽然

跟我们以前吃的食物很不一样，但是我大概只花了三天的时

间就适应了”（M-8），对在地食物的积极态度往往预示着个

体在跨国后会积极主动地尝试在地食物，对在地食物的包

容性和接受度都很高，也更愿意去本地餐厅消费。

在偏好惯习方面，即使是来自同一个国家的跨国移民

个体也可能表现出异质的饮食偏好，通常表现在对食物种

类、味道、烹饪方式等多个方面。一些与流入地饮食文化

较为接近的移民更愿意在中国餐厅消费，“我完全没有不适

应。我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时候吃过中餐，当时我就很喜欢。

来了中国之后发现中餐味道比我们国家的中餐更浓郁，更

辣，我喜欢辣的”（M-31）。

在观念信仰方面，穆斯林移民受宗教信仰的影响，表

现出相似的饮食观念与经历。在他们的教义中，“清真”的

食物才是“合法”的，即只能吃符合教义规定的食物，尤

其是肉类，更是有一套严格的标准，从宰杀到烹饪都有严

格的标准与流程。一位也门移民介绍，“我们不能在市场上

随便买肉类，因为我们有一些规定，动物是由一个有特殊身

份的人宰杀的，他要边诵经边宰杀，只有这种人宰杀的动物

我们才能吃。所以我们有专门的购买渠道”（M-5）。

在个人技能方面，拥有良好烹饪技能的移民往往能够

在东道国复制家乡食物，以维系原来的饮食模式。“我一日

三餐都是非洲食物，我自己做，我知道怎么做。食材和中餐

是一样的，只是做法不一样，调味不一样而已，而我知道怎么

做出正宗的非洲食物”（M-22）。也更容易接受新的食物，

“我在餐厅吃到好吃的（中餐），我就会去学，我会看他们是怎

么做的，然后回去我自己做。我会做很多中餐，我也经常做

中餐”（M-25）。

社会性因素通常是指由社交网络带来的与食物有关的

一些社会支持因素，如家人、朋友、社会群体的支持和帮

助等。一方面是在地社会支持，跨国移民对在地食物的接

受大多数受本地朋友的影响。“我舍友家人是广州人，她和她

家人吃饭的时候常常会带上我一起，所以我才吃到了很多很

好吃的食物，跟我之前（在家乡）吃过的中国食物很不一样，

但是很好吃”（M-6）。

从社交网络中获得的在地社会支持是跨国移民接受在

地饮食的催化剂，从能够帮助他们从最开始的不适应向适

应过渡，从而建立与地方的联系。

另一方面是源地社会支持，来自源地的社交网络的社

会支持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些在他乡保持传统饮食的便利，

“我会通过邮寄的方式，从我家乡购买一些食材，让家人邮寄

过来，这样我就可以在这边做我们的食物”（M-19）。在地城

市中的同乡也是源地社会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来自

同一个地方，但我们不认识，我们是来中国之后认识的，然后

成为了好朋友”（M-11），不论经历是否相同，同源的身份天

然地拉近了距离，更容易促成同质化群体的地理相遇。

地方性因素是指客观饮食环境，决定了居住地食物的

可得性与便利性。一方面是饮食系统，不管跨国移民是否

认为自己适应了在地饮食，都会提到源地食物的重要性，

“我很喜欢广州，因为在这里我可以交到很多朋友，我们都来

自同样的国家。我可以在这里工作，这里还有很多非洲餐

厅”（M-9）。这些跨国餐厅能够较好地缓解移民由于陌生饮

食环境所带来的饮食压力，同时也让其在东道国保持源地

饮食提供了客观条件的支持。

另一方面是地方文化，跨国移民与地方文化的适应程

度会被反映在他们对待本地食物的态度上。当他们觉得自

己被本地人排挤的时候，他们便不愿意去中餐厅吃饭，因

为“他们都像看病毒一样看我，甚至远离我”（M-7），这让他

们不得不去寻找能够接纳和包容自己的群体，和朋友一起

外出就餐则不会显得自己是个“异类”。而在独自外出就餐

的情况下，能够包容自己的空间是他们的首选，往往在熟

悉的跨国餐厅用餐不会觉得被“恶意凝视”。

主体性、社会性和地方性三者之间并非相互独立，而

是共同影响着跨国移民的日常饮食实践及地理相遇。主体

性因素决定了移民在面对两种不同的饮食模式冲突时的行

为模式，是饮食适应的内在驱动因素。社会性因素从跨国

移民与社交群体的关系出发，关注由个体的社交网络所产

生的对饮食适应的影响，主要是个体从社交网络中获得的

社会支持的影响。地方性因素从跨国移民与地方的关系出

发，关注地方客观饮食环境对饮食适应的影响。尽管地方

性决定了移民采取不同饮食模式的难易程度，但移民的日

常饮食实践及地理相遇主要取决于主体性因素，同时受到

社会性因素中社交网络不同程度的制约或支持。基于上述

分析，本文构建了包含主体性、地方性、社会性的跨国移

民日常饮食实践及地理相遇的内在机制分析框架 （图1）。

4 结论与讨论

4.1结论

本研究探究了广州跨国移民日常饮食实践及其地理相

遇，从中揭示了跨国移民与东道国社会之间的互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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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跨国移民日常饮食实践及地理相遇的内在机制

Fig.1 Mechanism of Daily Dietary Practices and Geographical

Encounters of Transnational Immigrants

与协商过程。首先，本文分析了跨国移民在不同类型的公

共饮食空间中的地理相遇过程。研究发现，跨国移民在公

共饮食空间中的地理相遇存在异质性，他们在本地餐厅因

为文化差异成为“被凝视的他者”，主动采取趋同本地饮食

文化的方式来转变这种被动的立场，同时，他们在跨国餐

厅与其他具有相似经历的移民共同营建了“临时社区”，通

过民族饮食及传统仪式维系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并与来

源国保持情感联系。

其次，本文探讨了跨国移民在公共饮食空间中的地理

相遇对社会融入的影响。发现跨国移民在公共饮食空间中

的地理相遇并不完全促进社会融合，而是在文化差异与冲

突中经历不断调适的过程。即与陌生人之间良好的互动会

促进移民的社会融入，但是由于不同社会文化之间的差异

所导致的分歧却会阻碍移民的社会融入，甚至会使移民选

择性地回避与东道国社会主体的相遇，以维护自身的民族

文化认同。而移民正是在主流社会文化与民族文化身份之

间进行协商，以构建融入东道国社会的生活方式[30]。

最后，本文揭示了跨国移民饮食实践及地理相遇的内

在机制，指出跨国移民的日常饮食及地理相遇受到主体性

因素的驱动，社会性因素的强化和地方性因素的支持，这

三类因素之间相互关联，在与移民与东道国的互动中不断

变化，共同塑造着移民的在地饮食。换句话说，跨国移民

的日常饮食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个体的态度、偏好惯

习、观念信仰与个人技能，来自源地和在地的社交网络，

以及在东道国的饮食系统和地方文化的交织影响下，经历

着多元的地理相遇。

4.2讨论

本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第一，以往的研究

更加关注公共饮食空间中主流文化群体的体验，忽略了空

间对于多元文化群体的意义[19]。本研究表明，本地餐厅中来

自东道国社会主体的凝视会给跨国移民造成无形的压力，

而源于陌生社会网络的理解与支持则会促进他们形成对地

方的归属感；同时，具有原真性的跨国餐厅为身处异国的

跨国移民提供了一个熟悉的社会场域，来自族裔关系网络

的支持不仅缓和了个体遭遇的在地文化差异，也赋予饮食

消费空间特殊的民族情感意义。

第二，以往的研究关于多样性融合和多元文化主义融

合的政策讨论很多，但是鲜少关注族裔区内移民日常生活

实践的研究[31]。本研究关注移民饮食实践及其地理相遇对社

会融入的影响，围绕个体在公共饮食空间的经历展开过程

性分析，多维度展演了跨国移民与东道国社会之间的互动，

有助于理解其在华生活的饮食实践模式。

第三，本研究提炼了包含主体性、社会性与地方性的

影响因素，总结出日常饮食实践及地理相遇的内在机制，

为理解跨国移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新的认识。同时，本研

究也呼应了以往关于跨国移民饮食适应及其因素探究的相

关分析[32,33]，从多维度分析了跨国移民的日常饮食实践及地

理相遇，揭示了他们在华饮食的行为表征及内在机制。

跨国移民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成为日益普遍的社会文

化现象。本文对于跨国移民日常饮食实践及其地理相遇的

关注不仅揭示了他们与东道国社会的日常互动，更是从个

体的角度反观大城市及其居民对跨国移民的接纳程度[10]。本

文认为，在华跨国移民的饮食实践并非简单的个体主动或

被动地融入东道国社会的行为，而是会伴随着他们的地理

相遇发生动态变化，存在协商甚至是抵抗的空间，进而影

响他们的社会融入。本文基于公共饮食空间中的地理相遇

分析呈现了个体与东道国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为理

解中国城市国际化发展进程中移民面临的社会融入的困境

提供了具象的过程性分析[34]。然而，本文尚未能针对跨国移

民的饮食实践进行历时性的跟踪分析，也未能明确哪国移

民与什么类型的公共饮食空间、在地饮食或人群等发生地

理相遇，以展示更加鲜活的跨国移民饮食实践图景。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http://gdga.gd.gov.cn/jwzx/jwyw/content/post_1089

623.html。

②数据来源于：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6943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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