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圈灣漢簡“膏餅”淺識

王子今

　　１９９１年面世的敦煌馬圈灣出土漢簡計１２１７枚。 吴礽驤、李永良、馬建華釋校

《敦煌漢簡釋文》發表了釋文， 〔１〕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發表了圖版、

釋文和《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發掘報告》。 〔２〕這批資料是１９７９年甘肅省文物工

作隊的發掘收獲，其中富含的歷史文化信息爲簡牘學界朋友所共知，已經多有學者研

究利用，豐富了漢代軍事史、民族史、邊疆史和西北地方社會生活史的認識。 然而由

於技術手段、設備條件以及釋讀經驗的限制，資料信息的完整性和真確性難免存在若

干問題，使得工作質量和研究水準受到影響。 隨着簡牘學的進步和時代條件多方面

的更新，以往資料以全新面貌推出，已經具備了更好的技術基礎和學術基礎。 特别是

照相技術利用紅外綫辨識簡牘字迹，提供了可能更清晰更精確的條件，而照排出版能

力的提高，也有革命性的變化。 整理研究可以利用多年學術積纍的成果，自然也是重

要因素之一。 張德芳著《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就是在這樣的學術基礎上，實現了簡

牘研究的重要的新貢獻。 《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最突出的成就，是發表了比較清晰

的紅外掃描圖版。 其效果確如著者所説，“過去很多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簡牘變色汙

暗和文字筆畫輕重難以辨認的地方，在紅外圖片上即可一目了然。” 〔３〕我們曾經指

出，著者在公佈每條簡文釋文之後，以“校釋”“集解”和“今按”的形式發表了研究心

得，其中體現了對王國維、勞榦等前輩學者學術風格、學術路徑的繼承，也參考了裘錫

圭、胡平生等學者對馬圈灣漢簡研究的成果。 著者自己創見的發表，尤其值得研究者

注意。 比如關於簡文所見“膏餅”，著者在有關“膏餅”與“脂”的討論中提出的新識，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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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中華書局１９９１年。

張德芳： 《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第３頁，甘肅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值得研究者重視。 “膏餅”見於文獻年代稍晚。 《方輿勝覽》卷六八 《巴州》言 “米膏

餅”， 〔１〕《本草綱目》卷三四《木之一》言“孩兒茶作膏餅”， 〔２〕都説和茶有關。 考察敦

煌漢簡所見“膏餅”，既有意義，也有意趣。 〔３〕

馬圈灣漢簡兩見“膏餅”簡文：

（１）膏餅一人直六十　 （１４）〔４〕

（２）膏餅一□

醯一器　（３６９）〔５〕

觀察圖版，（１） 釋文的“ ”符，或可考慮删除。 （２） “膏餅一□”第一行最後一字左邊

從“角”。 似是“斛”殘存。 “膏餅一□”可以釋讀爲“膏餅一■”。 “膏餅”與“醯”在簡文

中並列，應當同屬於飲食消費品。

對於（１），《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執筆者以【集解】方式發表如下解説：“膏餅，可

能是一種以動物油脂煎炸的餅狀食物。 膏，脂肪。 《詩·檜風·羔裘》：‘羔裘如膏，日

出有曜。’孔穎達疏：‘日出有光，照曜之時，觀其裘色，如脂膏也。’《楚辭·天問》：‘何

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狶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

能運方穿。’按： 居延和敦煌漢簡中多有‘脂’的記載。”（２） 【校釋】寫道：“‘膏餅一□’

原釋爲‘□□一斛’。” 〔６〕

《國語·晉語七》：“夫膏粱之性難正也。”韋昭注：“膏，肉之肥者。” 〔７〕正史中有關

“膏”的較早記録，又有《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所見“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

的著名的地宫設計形式。 〔８〕

“膏”通常指動物脂肪的意見是大致正確的。 我們看《説文·肉部》的相關内容：

膏，肥也。从肉。高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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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州“土産”條下列有“米膏餅”，又寫道：“米膏餅。 《廣雅》云：‘荆、巴間採茶作餅，既成，以米膏出之。

欲煮餅，先炙令色變，擣末甕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蔥畺芼之。’”［宋］ 祝穆撰，祝洙增訂，施和金點校：
《方輿勝覽》第１１８６頁至第１１８７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３年。
《本草綱目》卷三四《木之一》“箘桂”條：“木犀花，氣味辛，温，無毒。 主治同百藥煎，孩兒茶作膏餅噙，生
津辟臭化痰，治風虫牙痛。 同麻油蒸熟，潤髮，及作面脂。 時珍。”陳貴廷主編： 《本草綱目通釋》第１５７８
頁，學苑出版社１９９２。

參看王子今： 《簡牘學新裁———評張德芳著〈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光明日報》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５日。

張德芳著： 《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第５、１８５頁。

張德芳著： 《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第６３、２４３頁。

張德芳著： 《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第３７０、４７６頁。
《國語》第４３４—４３５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

王子今： 《秦始皇陵“人魚膏”之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陝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段玉裁注：“按肥當作脂。 脂字不廁於此者，許嚴人物之别。 自胙篆已下乃謂人所食

者。 膏謂人脂。 在人者可假以名物。 如無角者膏是也。 脂專謂物。 在物者不得假以

名人也。”又：

肪，肥也。从肉。方聲。

段玉裁注：“肥亦當作脂。 王逸《正部論説玉符》曰： 白如猪肪。 《通俗文》曰： 脂在腰

曰肪。 此假在人者以名物也。” 〔１〕

按照段玉裁的理解，“膏”就是“脂”。

“膏油”作爲軍事物資應用於火攻，見於《三國志》卷五四《吴書·周瑜傳》有關赤

壁之戰的戰争史記録。 〔２〕對照劉馥“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等相關史料， 〔３〕

可知這種“膏油”很可能是“魚膏”。 《三國志》卷五四《吴書·周瑜傳》裴松之注引《江

表傳》的記載，正明確説是“魚膏”。 〔４〕

關於“餅”這種食品爲當時社會所熟知的情形，漢代文獻記録已經有所顯示。 《急

就篇》第二章：“餅餌麥飯甘豆羹。”顔師古注：“溲麫而蒸熟之則爲餅。 餅之言并也，相

合并也。” 〔５〕《方言》卷一三：“餅謂之飥，或謂之餦餛。” 〔６〕《釋名》卷四 《釋飲食》：

“餅，并也，溲麪使合并也。 胡餅，作之大漫冱也。 〔７〕亦言以胡麻著上也。 蒸餅、湯

餅、蝎餅、髓餅、金餅、索餅之屬，皆隨形而名之也。” 〔８〕《説文·食部》：“餅，麪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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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許慎撰，［清］ 段玉裁注： 《説文解字注》第１６９頁，上海古籍出版社據經韻樓臧版１９８１年１０月影印版。
《三國志》卷五四《吴書·周瑜傳》：“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 瑜等在南岸。 瑜部將黄蓋曰：‘今
寇衆我寡，難與持久。 然觀操軍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
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 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 曹公軍吏
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 蓋放諸船，同時發火。 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 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
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中華書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２６２頁至第１２６３頁。
《三國志》卷一五《魏書·劉馥傳》記載，劉馥爲揚州刺史，於合肥建立州治，“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
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 建安十三年卒。 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余日，時天連雨，

城欲崩，於是以苫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爲備，賊以破走。”第４６３頁。 所貯“魚膏”數量驚人。
《三國志》卷五四《吴書·周瑜傳》裴松之注引《江表傳》：“至戰日，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荻枯柴積其
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上。 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蓋舉火白諸校，

使衆兵齊聲大叫曰：‘降焉！’操軍人皆出營立觀。 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
絶爛，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柴。 瑜等率輕鋭尋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公退走。”第１２６３頁。

有這樣的解説：“溲面： 以水和麵。 溲，此處指調和或淘洗。 餅： 面餅。 另，麵條稱湯餅。”管振邦譯注，

宙浩審校： 《顔注急就篇譯釋》第１１３頁，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周祖謨校箋： 《方言校箋》第８８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３年。
《太平御覽》卷八六〇引《釋名》：“胡餅，作之大漫汗。”第３８１８頁，中華書局用上海涵芬樓影印宋本１９６０
年２月復製重印版。

任繼昉纂： 《釋名匯校》第２０４—２０５頁，齊魯書社２００６年。



段玉裁注：“《麥部》曰：‘麪，麥末也。’‘麪餈’者，‘餅’之本義也。 《方言》曰‘餅謂之飥，

或謂之餦，或謂之餛’是也。” 〔１〕《四民月令·五月》：“是月也，陰陽争，血氣散；……陰

氣入，藏腹中塞，不能化膩；先後日至各十日，薄滋味，毋多食肥醲。 距立秋，毋食煮餅

及水溲餅。”本注： 夏月飲水時，此二餅得水即强堅難消，不幸便爲宿食作傷寒矣。 試

以此二餅置水中，即見驗。 唯酒溲餅，入水則爛矣。” 〔２〕

史籍所見“餅”在飲食生活中的普及，見於漢宣帝“買餅”故事， 〔３〕王盛、趙岐、

張柱“賣餅”故事， 〔４〕蕭彪之父“嗜餅”，蕭彪“每自買進之”故事， 〔５〕第五倫母得遺“一

笥餅”故事，〔６〕梁冀“進鸩加煮餅”毒殺漢質帝故事， 〔７〕“靈帝好胡餅，京師皆食胡餅”故

事， 〔８〕鍾繇“謂《公羊》爲賣餅家”故事， 〔９〕華佗言“賣餅人”附送“蒜韲”故事， 〔１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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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許慎撰，［清］ 段玉裁注： 《説文解字注》第２１９頁。
［漢］ 崔寔原著，石聲漢校注： 《四民月令校注》第４４頁，中華書局１９６５年。
《漢書》卷八《宣帝紀》：“數上下諸陵 ，周徧三輔 ，常困於蓮勺鹵中 。 尤樂杜 、鄠之間 ，率常在下杜 。

時會朝請 ，舍長安尚冠里 。 ……每買餅 ，所從買家辄大讎 ，亦以是自怪 。”第２３７頁 ，中華書局

１９６２年 。
《漢書》卷九九中《王莽傳中》：“按金匱，輔臣皆封拜，……京兆王盛爲前将軍、崇新公。 ……王盛者賣
餅。”“徙大阿、右拂、大司空豐，托符命文，爲更始將軍，與賣餅兒王盛同列。”第４１００頁至４１０１頁，第

４１２３頁。 《後漢書》卷六四《趙岐傳》：“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歴。 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
中。 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 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 密
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第２１２２頁，中華書局１９６５年。 事又見
《三國志》卷一八《魏書·閻温傳》裴松之注引《魏略·勇俠傳》，“賣餅”作“販餅”“販胡餅”。 第５５４頁。
《太平御覽》卷八六〇引《廷尉决事》曰：“廷尉上士張柱私賣餅，爲蘭臺令史所見。”第３８１９頁。
《太平御覽》卷四一二引《東觀漢記》：“蕭彪，字伯文，京兆杜陵人，累官巴郡太守，父老，乞供養。 父有賓
客，輒立屏風後，應受使命。 父嗜■，每自買進之。”“■”原注：“音‘餅’。”第１９０１頁。 吴樹平校注本《東
觀漢記》卷一九《蕭彪傳》“■”作“餅”。 ［東漢］ 劉珍等撰，吴樹平校注： 《東觀漢記校注》，中州古籍出版
社１９８７年３月版，第８４８頁。 《太平御覽》卷八六〇引《京兆舊事》曰：“蕭彪爲巴郡守，父老，歸供養。

父嗜餅，從至市，立車下自進之。”第３８１９頁。
《北堂書鈔》卷一三五引《東觀漢記》曰：“上問第五倫曰：‘卿爲市掾，有人遺卿母一笥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
笥，探口中餅出之。 倫對曰： 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爲生此語。’”第５４７頁，中國書店據光緒十四年南海孔
氏刊本１９８９年７月影印版。 《東觀漢記》卷一六《第五伦傳》，［東漢］ 劉珍等撰，吴樹平校注： 《東觀漢記校注》

第６６４頁至第６６５頁。
《後漢書》卷三四《梁冀傳》，第１１７９頁。 《後漢書》卷六三《李固傳》：“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

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絶而崩。”第２０８５頁。
《太平御覽》卷八六〇引《續漢書》曰：“靈帝好胡餅，京師皆食胡餅。 後董卓擁胡兵破京師之應。” 第

３８１８頁。
《三國志》卷二三《魏書·裴潛傳》裴松之注引《魏略·列傳》：“司隸校尉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
《左氏》爲太官，而謂《公羊》爲賣餅家。”第６７５頁。
《三國志》卷二九《魏書·方技傳·華佗》：“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

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韲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

第８０１頁。



禕“食餅”故事 〔１〕等。

有學者指出，“餅”“成爲漢代一種常見的主食類食品有一個過程”。 在秦及西漢

前期，“餅”還不多見，“這可能與當時磨的使用尚不普遍有關。”“《太平御覽》卷八六〇

引《三輔舊事》云：‘太上皇不樂關中，高祖徙豐、沛屠兒、沽酒、賣餅商人。’或據此以爲

餅在西漢初期即已出現。 按，《三輔舊事》晚出，在無其他史料印證的情况下，僅據此

孤證，似難以爲憑。”“到東漢時，餅類食品的種類明顯增多。” 〔２〕新豐“賣餅商人”事或

許並非“餅”早期出現的“孤證”，《太平御覽》同卷引《墨子》即有“見人作餅，即還而竊

之”語。 〔３〕但確實西漢中期以後，有關“餅”的信息在飲食生活史中的密集出現，是引

人注目的。

馬圈灣漢簡“膏餅”的發現，正與這一歷史文化現象相符合。

關於所謂“膏餅”，其實是可以在中國古代飲食生活史中發現其曾經存在的若干

迹象的。 除前引《方輿勝覽》“米膏餅”外，元佚名《羣書通要》壬集《方輿勝覽·中州郡

門》“風土”也説到“米膏餅”。 〔４〕明人高濂《遵生八箋》可見“豆膏餅方”。 〔５〕明人宋

詡《竹嶼山房雜部》列説“蘇梅膏餅”“甘露膏餅”。 〔６〕明人鄭麟趾《高麗史》言及“松膏

餅”。 〔７〕然而這些“膏餅”，顯然均與馬圈灣漢簡所見“膏餅”明顯不同。 如清人汪灝

等《廣群芳譜》所説“膏餅”的製作方式：“乘露摘取甘菊，去枝梗，用净瓦礶，下安白梅

一二個，放花朵至平口，又加白梅，將鹽滷汁澆滿，浸過花朵，以石子壓之，密封，收藏

至明年六七月。 取花一枝，用净水洗去鹽味，同茶末入椀，注滚湯，則茶味愈清而香藹

絶勝。 伴茶收藏，不若此法，或用净花拌糖霜，搗成膏餅，食亦甚清雅。” 〔８〕這樣的“膏

·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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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三國志》卷六四《吴書·諸葛恪傳》裴松之注引《恪别傳》：“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敕羣臣：‘使至，伏食
勿起。’禕至，權爲輟食，而羣下不起。 禕啁之曰：‘鳳皇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
‘爰植梧桐，以待鳳皇，有何燕雀，自稱來翔？ 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
磨賦，咸稱善焉。”第１４３０頁。

彭衛： 《秦漢時期的飲食》，徐海榮主編： 《中國飲食史》卷二，第４７３頁，華夏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太平御覽》第３８１９頁。 《墨子·耕柱》：“見人之作餅，則還而竊之，曰：‘舍余食。’”［清］ 孫詒讓著，孫以
楷點校： 《墨子閒詁》第３９９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６年。

清嘉慶宛委别藏本。
［明］ 高濂《雅尚齋遵生八牋》卷一三《飲饌服食牋》下卷：“豆膏餅方。 大黄豆炒，去皮爲末，入白糖、芝
蔴、香頭和匀，爲印餅，食之。”明萬曆刻本。
［明］ 宋詡《竹嶼山房雜部》卷六《養生部六》：“蘇梅膏餅。 用鮮紫蘇葉鹽醃二三宿，以梅酥調白砂餹染
之，晒，染乾細研，膏入模爲餅。 食之能下氣生津液。”“甘露膏餅。 用烏梅蒸，取肉一兩、白砂餹四兩、薄
荷葉爲粉四錢，三味爲膏，模爲小餅。 噙化生津止渴。”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 鄭麟趾《高麗史》列傳卷四三：“松膏餅，則取松白皮熟錬灰水，百杵，和蜜汁粘□乃作餅。”明景泰
二年朝鮮活字本。
［清］ 汪灝等： 《佩文齋廣群芳譜》卷五一《花譜》，清康熙刻本。



餅”，也許可以稱作“糕餅”。

馬圈灣漢簡所見“膏餅”的品質和形制，據張德芳主編《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判

斷，“可能是一種以動物油脂煎炸的餅狀食物”。 顯然，其推想所言製作方式之“煎炸”

和成品形態之“餅狀”，看來均需要證據。 以“煎炸”爲烹調程式解説漢代飲食，似乎有

必要提示更明確的史例。 而“餅”之字義，如前引《釋名》卷四《釋飲食》：“餅，并也，溲

麪使合并也。”並不一定形成“餅狀”。 馬圈灣漢簡所見“膏餅”，其實很有可能即採用

“動物油脂”爲主要材料製作的麵食。 所谓“以胡麻著上也”的説法其實值得重視。 即

“膏”作爲主要食料成分，不排除或“著”成品之“上”，或揉和“麪”中，“使合并也”的可

能。 這種方式，或類似所謂“以髓、脂合和麵”的“髓餅”製作法。 〔１〕成品因此實現口

味的“肥美”， 〔２〕是很自然的事情。

“胡餅”名義，或許並不僅僅由於使用“胡麻”籽或“胡麻”油，而是在製作理念和食

用禮俗方面體現了來自西北方向的異族飲食方式對中原居民的影響。 有學者討論

《釋名》卷四《釋飲食》所言“胡餅”“漫沍”，指出“互”反映的文化區别與文化交往：

……胡餅，作之大漫沍也。……（胡
獉
餅：漫沍

獉
）

《御覽》卷七九九《北狄一》“揔叙北狄上”引《風俗通》“胡
獉
者，互
獉
也，其被

髮左衽，言語贄幣事殊互也。〔３〕

論者特意標示出“胡”“沍”、“胡”“互”的關係，以提示人們注意這種以“胡”爲符號的

“餅”，其實是表現了“互”的文化關聯的。

討論“膏餅”，還有必要注意明人張雲龍《廣社》説到的“糫膏餅”。 〔４〕 《齊民要術》

所謂“膏環”，也許與此“糫膏餅”有一定關係。 《齊民要術》卷九《餅法》有“膏環”條：

膏環一名粔籹

用秫稻米屑，水、蜜溲之，强澤如湯餅麵。手搦團，可長八寸許，屈令兩

頭相就，膏油煑之。〔５〕

·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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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太平御覽》卷八六〇引《雜五行書》曰：“十月亥日食餅，令人無病。 《食經》有‘髓餅法’： 以髓、脂合和
麵。”第３８１９頁。
《齊民要術》卷九《餅法》：“髓餅法： 以髓脂、蜜，合和麵。 厚四五分，廣六七寸。 便著胡餅罏中，令熟。

勿令反覆。 餅肥美，可經久。”［後魏］ 賈思勰原著，繆啓愉校釋，繆桂龍參校： 《齊民要術校釋》第５０９
頁，農業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徐方敏： 《釋名研究》第２３７頁，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１９８９年。

明崇禎刻本。
［後魏］ 賈思勰原著，繆啓愉校釋，繆桂龍參校： 《齊民要術校釋》第５０９頁。



有農史學者説：“‘粔籹’，音巨汝，《説文》：‘膏環也。’”又説：“‘寒具’、‘蠍子’，和‘膏

環’是同一類的餅點。”“總之，糯米粉的，麵粉的，甜的，鹹的，各式各樣形狀的油炸饊

子都可以稱作‘寒具’。” 〔１〕《太平御覽》卷八六〇引桓譚《新論》説到“寒具”：“孔子，匹

夫耳，而卓然名著，至其冢墓，高者牛羊雞豚而祭之，下及酒脯寒具，致敬而去。”又“粔

籹”條下引录若干文獻：

粔籹

《通俗文》曰：“干■者謂之粔籹。”

《雜字解詁》曰：“粔籹，膏環也。”

《異苑》曰：“張驥，永初中於都喪亡，司馬茂往哭之。見驥憑几而坐，以

箸刺粔籹食之。”

《楚辭·招魂》曰：“粔籹蜜餌。”〔２〕

有的辭書也將這幾種“餅點”混並一説。 如三民書局版《大辭典》：“膏環： 食品名。 又

稱寒具、粔籹、粔■、饊子。 搓麵成細條，組之成束，扭成環狀，油炸即成。 也作膏糫。

《齊民要術·餅法》：‘膏環，一名粔籹，用秫稻米屑，水、蜜溲之，强澤如湯餅麵。 手搦

團，可長八寸許。’” 〔３〕《漢語大字典》寫道：“〔膏糫〕古代食品名，大約相當於今天的麻

花、饊子之類。 亦名‘粔籹’。” 〔４〕《漢語大詞典》：“【膏環】食品名。 以米麵粉和水搓成

細條，組之成束，入油炸而成。 也稱粔籹、寒具。 猶今之饊子。” 〔５〕所谓“膏環”“膏糫”

“寒具”“粔籹”“ 粔■”“饊子”這些“餅點”在形制特徵方面是怎樣的關係，也許還需要

認真研究。 前引所謂“‘粔籹’，……《説文》：‘膏環也’”，今本《説文》未見。 而《楚辭·

招魂》言“粔籹”與以上“餅點”是否在品質上一致，亦存在疑問。 這些“餅點”出現的年

代也有待考察。 〔６〕但是馬圈灣漢簡“膏餅”出土地方確實在後來若干“油炸”“餅點”

非常流行的區域，這是值得研究者關注的。

·１９２·

馬圈灣漢簡“膏餅”淺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後魏］ 賈思勰原著，繆啓愉校釋，繆桂龍參校： 《齊民要術校釋》第５１４頁。
《太平御覽》第３８２２頁。

三民書局大辭典編纂委員會： 《大辭典》第３８８５頁，三民書局１９８５年。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漢語大字典》第１３１７頁，四川辭書出版社、湖北辭書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漢語大詞典編纂委員會、漢語大詞典編纂處： 《漢語大詞典》第６卷，第１３６５頁，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

彭衛已論證“粔籹”等是“秦漢時期的點心類食品”，並借助《齊民要術》記載指出，“粔籹是用蜜和秫米粉
捏成環狀，而後用猪油煎熟的食物。”他不僅注意到宋玉《招魂》“粔籹蜜餌”文字，還寫道：“馬王堆遣策
有‘居女（粔籹）’簡文（簡１２０）；江蘇邗江漢墓出土的漢代食笥上書有‘居女（粔籹）一笥’。”這是非常重
要的提示。 彭衛： 《秦漢時期的飲食》，徐海榮主編： 《中國飲食史》卷二，第４７８頁。



《三國志》卷一八《魏書·閻温傳》裴松之注引《魏略·勇俠傳》説孫賓碩故事，涉

及趙岐“賣餅”情節：“常於市中販胡餅。 賓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 觀見

岐，疑其非常人也。 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賓碩曰：‘買幾錢？

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

開車後户，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 〔１〕所謂“買三十，賣亦三十”的價格信息，可

以充實中國古代飲食史和中國古代物價史的知識，與馬圈灣漢簡“膏餅一人直六十”

相比較，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王子今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出土文獻與

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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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三國志》第５５２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