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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饮食习惯对厨房收纳设计的影响 

王雅溪，KIM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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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区域饮食文化特性对厨房收纳设计的影响。方法 在深入调查我国区域饮食文化和饮食

习惯差异的基础上，对特定地区住宅厨房使用状况和收纳习惯进行归类分析。结论 区域饮食文化是厨

房收纳设计的基础，从各方面对厨房收纳设计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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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Regional Cooking Culture on Kitchen Storage Design 

WANG Ya-xi, KIM UN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430205,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influences of regional foo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n kitchen design. It classifies and 

analyzes the use status and storage habit of residential kitchen in specific area based on in-depth investigation in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al food culture and habit in China. Regional food culture is the basis for kitchen storage design 

and has great influences on storage design of kitchen from every a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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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文化是人类为了生存，在饮食生活中产生的

饮食观念、行为、技术及其饮食产品的总合，是人类

通过自然选择、约定俗成的与环境相适应的饮食生活

方式[1]。“民以食为天，食以厨为源”，厨房是人们饮

食生活方式的主要承载空间，这一空间承担着包括食

材储备、烹饪制作、满足富有地方特色的风俗习惯以

及其他精神享受等任务。由于我国饮食习惯跟欧美国

家存在较大的差异，而收纳设计这一理念却由西方引

入，很多符合西方文化的设计，并不一定能够很好地

解决我国富有区域特色的厨房收纳问题，因此，只有

从区域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出发，对不同区域的收纳

方式进行剖析和研究，才能最终探索出符合我国民族

文化特色的设计方向。 

1  饮食文化的区域分异 

饮食文化具有诸多特征，有的学者认为中国饮食文

化最重要的特性是区域性与民族性[2]。“近山者采，近

水者渔”，区域饮食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其自身地理环境、

作物生长、气候变化、文化习俗等因素的影响[3]，具有

地域性风格的菜系和饮食习惯经过一定的历史沉淀和

各项因素的长期演变而最终形成。 

从物质环境来看，人类的食物取决于生物资源，作

物类别受到环境和土壤条件的制约，从而形成不同区域

的饮食特色；不同区域的气候差异和水土特质影响着人

们的烹饪手法和口味；从人文环境来看，各地的经济状

况制约着当地饮食习惯的发展；各区域不同的文化意识

观念构成了当地的饮食文化属性；除此之外，政治、民

族、宗教等因素也影响着当地居民的饮食文化意识。不

同地区相应的区域意识构成了本区域的文化认同感，这

种认同感与其他因素一起，又具有相对的排他性[4]。中

国当代哲学家金岳霖在《论道》中指出，在人类文化领

域，每一个文化区域都会有其独特而独存的“中坚思

想”[5]，因此，区域饮食文化分异的原因或许可以从分

析区域不同的“中坚思想”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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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们对于区域饮食习惯的形成还有一些其他

表述，如蓝勇认为，太阳辐射和日照的时间长短以及

季节的冷湿是影响口味区划的两个关键因子。汤浩等

认为，除自然条件外，食具材料的不同也是饮食文化

区划的一个重要原因[6]。由于以上各种因素的影响，

各地区居民在饮食结构和习惯上呈现出复杂的地域

性差异，菜系和口味是区域性差异特征的直观表现。 

菜系是指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风味菜肴体系，是

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与发展离不开

区域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共同影响[7]。一直以来，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南米北面”，“南糕北饼”，“南

糯北奶”等饮食区划观念在民间广为流传，人们对此

表示普遍认同并习以为常，长久以往，形成了中国饮

食文化的区域分异认识模式。 

2  厨房收纳设计 

收纳是物与空间关系的诠释者，是通过一种人为

的方式去解决人与物以及空间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而

达到一种和谐状态。收纳与空间的关系可体现在收纳

对空间的有效利用上[8]。 

厨房虽小，却是家庭生活中最为复杂的活动空间。

在欧美等工业设计发达的国家，厨房早已变成了高科技

的汇聚地[9]。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厨房收纳的

操作顺序、功能分区、空间大小、设备位置以及环境因

素等都有了更加细致的要求。厨房收纳设计不仅需要满

足基本的物质储存功能，更要满足特定环境下的特定需

要，因此，如何创造性地挖掘和经营有限的空间，对于

在既定空间下的厨房来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在厨房收纳方面，美丽萨·斯科尔妮科在《合理的

储藏》中，阐述了如何创造性地挖掘经营可用空间，特

别对于厨房收纳，设计出的储藏体系应使每天要用的东

西取用方便，偶尔会用的东西存放合理，长期不用的物

品保证安全可靠[10]。目前，厨房的收纳系统集中体现在

橱柜设计中，然而近年来，我国橱柜大部分功能配件采

用国外进口，并直接套用国外收纳设计模式，橱柜收纳

设计趋于同质化，没有体现各自的产品功能差异。加上

目前市面上的大多数橱柜并没有严格的区域针对性，较

少有针对中国本土的特色设计，导致各区域人们对橱柜

的需求不同，对同一产品的满意度不同。这也是当下橱

柜不能很好的满足用户需求的主要原因。 

我国地域辽阔，传统饮食习俗内涵深厚，饮食种

类丰富，厨房文化的区域性差异明显，各地区在烹饪

时都有着一套复杂的流程和技法。一日三餐的加工制

作根据饮食文化的不同而各具特色，不同的地区不仅

使用不同的食材和工具，而且所需的收纳空间也各不

相同，人们往往依据厨房空间大小和物品的特色来决

定其收纳方式，因此在设计时应从不同地区的饮食文

化差异入手，寻求更为妥善的收纳设计方式。 

3  调查与分析 

研究的目的在于理解不同区域饮食环境中，使用

者在食物准备与收纳方面的日常生活习惯与行为差

异，从而分析不同区域饮食特性对厨房收纳设计的影

响。研究初步设定见图 1。 

 
图 1  初步设定 

Fig.1 Roughly framework 

调研目标限定在差异化明显，且各具特色的两大区

域——河北和四川地区。河北地区的调研城市锁定生活

习惯较为类似的石家庄和保定，四川地区锁定成都和重

庆两大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从中挑选每个城市 10 户，

南北各 20 户中产阶级家庭进行入户调研，受访者学历

多为本科/专科以上，三口之家居多，女主人做饭为主，

河北男主人参与程度较高，厨房面积多为 5～6 m2。将

受访用户信息统计后，建立家庭样本资料库，见图 2。 

 

图 2  家庭样本资料库 
Fig.2 Family sampl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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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发现，河北地区物品收纳共性统计见图 3。

由于河北地区住宅大部分都有储藏室，因此在厨房的

收纳物品总数较少，吊柜的使用率普遍较低；制作面

食的工具较多，操作时台面的需求更大；微波炉、豆

浆机没有合理的收纳位置；在烹饪区地柜和准备区的

吊柜存储大量的锅具；准备区地柜存储米面较多；砧

板、擀面杖较多，没有专门的存储空间。 

四川地区物品收纳共性统计见图 4。由于四川地

区饮食丰富，尤其热爱火锅等油性食品，以至于每

个家庭都有大量碗碟存储需求；泡菜坛较多，因体

积较大所以在狭小厨房移动困难，存取不便。部分

家庭有单独的小阳台专门放置泡菜坛；米桶、油桶

等体积较大的物品只能放置在地面上；吊柜利用率

高，储物空间分区不明显，干货调料相对较多且分

布杂乱；安装净水器的家庭较多，导致水槽柜没有

储物空间。 

 

图 3  河北地区物品收纳共性统计 
Fig.3 General statistics of article storage in Hebei 

 

图 4  四川地区物品收纳共性统计 
Fig.4 General statistics of article storage in 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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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区域饮食习惯对厨房收纳设计的影响 

1）对空间尺寸的影响。区域饮食观念的不同，

导致从买菜、烹饪前备餐、烹饪过程、用餐方式到餐

后清理的方式都有一定的区别，这些区别也影响了物

品储存的空间大小、位置需求等方面。北方人买菜，

量大且习惯囤积，收纳需求相对于南方更为粗放；南

方饮食精致，购买原料量小而种类繁多，相对于北方，

则更需要精致化存储空间的尺寸。 

2）对分类分区的影响。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

食物的天然分布致使不同地域的饮食结构各不相同。

最典型的作物分布可算是“南稻北麦”，就北方地区而

言，小麦产量富足，人们主要以面粉制品为主食，大

部分居民会在家制作馒头、饺子、面条、包子和烙饼

等食物，因此面粉的储备需求相对于南方更多；而南

方地区烹饪资源丰富，菜路广，作料多，对于蔬菜和

调料等食材的收纳需求会相对较多。 

3）对功能设计的影响。北方降水较少，气候干

燥，南方高温多雨，空气湿润。北方干燥的气候便于

人们制作干化食品，例如咸鱼干、笋干、红薯干等，

相对于南方，干货的存储空间需求较大；反观南方，

过湿的空气常常易使粮食霉变长虫，使食用盐与调料

等更容易因为吸湿而潮解，相对于北方，人们会更加

注重食品的防潮收纳。 

4）对特色需求设计的影响。厨具使用习惯的不

同是区域饮食文化存在差异的具体表现，这种表现也

是区域饮食观念的差别在各自饮食活动中的反映。北

方人在制作面食的过程中常会用到大号的面板和超

长的擀面杖；而说起四川地区的厨具就不得不提泡菜

坛子，无论是成都还是重庆，几乎家家户户都用很大

的坛子来腌制泡菜。由于南北地区使用厨具的习惯差

异明显，因此在厨房收纳问题中，自然对于各自特色

工具的收纳需求也就更为突出。 

5  结语 

厨房承载着我国传承千年的饮食文化与民族特

征，分析区域饮食习惯对厨房收纳设计的影响，对中

国传统文化习惯的尊重和保护有着重要意义。在现代

收纳设计中，应当摒弃一味引进西方设计的做法，更

加注重对区域文化的研究，充分理解厨房收纳设计与

区域饮食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把握区域饮食文化对

厨房收纳设计的诸多影响，深入挖掘我国饮食文化的

内涵，并将其应用到设计当中，让区域饮食文化在现

代橱柜设计中得到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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