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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舌尖食品好吃又方便

魏晋有“布头” 明朝有“萝卜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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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牙，这一重要的卫生保健习惯，从晚
唐到北宋末年， 用牙刷刷牙的风气逐渐形
成，有保健功能的揩齿药也随之发展得多种
多样。在宋代，刷牙作为一项卫生保健措施，

在社会上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普及。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诸色杂货”一节，

在“挑担卖……”之后所列的小商品名目中，

有“刷牙子”一项，临安城中的货郎沿街叫卖
日用杂货， 牙刷是其货担上的常供货品之
一。可见，作为南宋首都的杭州城中，市民普
遍有刷牙的习惯，因此才需要货郎们把牙刷
送到千家万户。

《梦粱录》“铺席”一节罗列临安的著名
店铺，则有“凌家刷牙铺”和“傅官人刷牙铺”

—————当时已经有生产、经营牙刷的专门铺
子。 文中还说明，“盖杭城乃四方辐辏之地，

即与外郡不同，所以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
无虚日。至于故楮羽毛，皆有铺席发客，其他
铺可知矣。 ”杭州作为当时最大的商品交易
中心，城中店铺主要从事面向各地的批发业
务，“凌家刷牙铺”和“傅官人刷牙铺”显然也
不会例外。

不仅如此，士大夫们也开始配制兼具药
物和香料两种性质的原始牙粉。

北宋大文豪苏轼配制过牙粉，他用松脂
和茯苓做原料，晒干捣末，拿小筛子筛一下，

然后装起来。但是这种牙粉并不结合牙刷一
起使用，苏轼刷牙的时候，用小勺子舀一勺
配好的牙粉，倒嘴里，喝一口水，咕嘟嘟，咕
嘟嘟，然后吐出来。这与其说是刷牙，不如说
是漱口。

北宋科学家沈括也配制过牙粉，他用的
原料很单一，只有苦参，同样是晒干捣末，拿
筛子筛细。 跟苏轼不一样的是，沈括刷牙是
要用牙刷的，马尾巴牙刷蘸清水，洒上牙粉，

左刷刷，右刷刷……打住，沈括用的不是高
露洁，是苦参末。

宋朝时除了牙粉，有牙膏吗？ 有。 北宋
末年，洪�编《香谱》，收录了十几个牙膏配
方，其中一个就是：沉香一两半、白檀香五
两、苏合香一两、甲香一两、龙脑香半两、麝
香半两，以上香料捣成粉末，用熟蜜调成糊。

如果说苏轼和沈括他们二位配制的牙
粉主要用来防治蛀牙的话，那么这种牙膏的
主要功能恐怕就是清新口气了。另外可以想
象的是， 这种牙膏在宋朝应该不会太普及，

因为造价太高，老百姓用不起。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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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舌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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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播，伴随着浓浓的俗语情怀，精致
的刀工、复杂的环节、巧妙的加工，吃货们再一次满足了舌
尖上的欲望。 那么在古代，抛开那些繁杂的程序，那个年月
的吃货们是否也能享受到方便且好吃的食品呢？

可食用的“备胎”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外出自驾游，往往会
在马车后面悬挂一个圆圈形状的东西。 不要乱猜，它
当然不是像今天越野车后面的备用车胎，而是一种便
利食品。至于制作工艺，首先发好一盆面，堆在面板上
揉搓，形成一个巨大的面环。完了下到锅里炸，至金黄
皮酥方可。 最后捞出锅，晾掉上面的油，悬挂起来贮
存。 待到外出的时候，就将炸好的圆环形状的油饼挂
在车后。路上累了饿了，停车歇歇脚，顺便就拿下来啃
两口，既方便又能填饱肚子。

串起来的“花骨朵”

到了宋朝有种比较常见的方便食品叫作“”，

也叫“骨朵”。 这种面食里面还带馅儿，制作工序类似
于包饺子，但比饺子还要复杂。先要擀好面皮，搁进肉
馅，完了对角折起，周边捏紧，作出一个三角形的模
样。然后把三角形的两个边角对折，捏紧，这样捏出来
的形状跟含苞待放的花骨朵一般。 最后逐一入锅炸
好，再用竹签串起来，留待日后食用。 《水浒传》讲得就
是宋朝的事儿，里面武大郎被毒害，武松为其报仇，叫
来街坊邻居作证， 问王婆的隔壁是谁家， 王婆回答：

“他家是卖儿的张公。 ”可见，张公卖，就是开
了家方便食品小吃店。

多功能“筑城砖”

明朝时期，有一种方便食品叫“萝卜砖”，名字同
样很奇怪。 它的主要制作原料就是大萝卜。 把萝卜洗
净去根、去皮之后，放入锅里蒸煮。冷却后，倒在盆里，

捣成泥糊糊。 将泥糊糊灌入准备好的模子里，脱成砖
坯形状，最后晾晒风干。 所以说，这是名副其实的“萝
卜砖”。萝卜砖还用于军事防御上来，明朝时期萝卜砖
就常拿来构筑内墙。当战火一起，全城戒严，处于防御
状态的时候，城里和城外隔绝，粮食短缺，这时候萝卜
砖就派上了用场。 从墙上取下几块萝卜砖来，搁到锅
里一煮，立即成了粥，用来充饥果腹。

最美味的“备荒粮”

清朝，又制作出了“耐饥丸”这种方便食品。 具体
做法，是将糯米炒至发黄，倒在石臼中晾晒。再将红枣
入锅蒸熟，去皮、去核，同样倒入石臼晾。 然后就用大
杵捣石臼中的糯米和红枣。 捣烂和匀之后，将糊糊取
出来，团成一个个鸡蛋大小的丸子。最后，铺到苇叶上
晾晒风干。 清人学者李化楠，他记载这种耐饥丸的效
果十分显著，吃上一丸，管保半天不饿。他在余姚任职
县令的时候，就曾经号召广大农民群众趁着丰收年多
制作些耐饥丸，以备灾荒缺粮时食用。

（据《大连日报》）

古人如何刷牙？

宋朝已有牙膏 苏轼配制过牙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