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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B_8F_EF_BC_9A_E6_c34_234497.htm 饼是一种古老的食

品，它是由面粉和水揉匀后用煎、炸、烙、蒸、烤等方法制

成的。饼从古演变至今，各地都有制作，且品种繁多，风味

各异，常见的有大饼、锅饼、薄饼、烧饼、酥饼、馅饼等。

由于各地物产不同，烹饪方法各异，以及历史文化方面的原

因，因此形成了各自具有地方特色的名饼。而且这些名饼后

面大多有一段传说或故事。下面笔者就介绍一个有关苏州“

枣泥麻饼”的传说。 相传清朝年间，苏州木渎镇上有家专卖

“串芯饼”和“老斧饼”的糕饼摊，摊主是一个吝啬贪财的

小人。他做的饼不是面粉份量不足，就是糖放得太少了，因

此顾客越来越少，眼看糕饼摊就要倒闭了。 这时，他的师兄

决定帮他一把，建议他改做双面都有芝麻和猪油的“枣泥麻

饼”，他听从了师兄的劝告。当他的麻饼还在烘制时，芝麻

、枣泥和猪油的香味就飘出来，在镇上到处都可以闻到。这

样，引来了许多顾客，生意也渐渐好起来。当他一个人忙不

过来的时候，还请师兄过来帮忙。 不料这时摊主又旧病复发

。他怕师兄做饼时用料大手大脚，每次做饼时都是自己先配

好料，再交给师兄去做。而且各种原料都给得不足，特别是

糖给得太少，这样便很难保证麻饼的质量。 师兄没有办法，

只好将糖荷包上粘着的糖屑收集起来，以添补糖料的不足。

然而摊主仍不放心，于是让自己的儿子跟着师兄学艺，实际

上是暗中监视师兄。 几年以后，赚了大钱的摊主开了一家名

叫“乾生元”的麻饼店。帮了他几年的师兄对勤奋、忠厚、



聪明好学的徒弟即摊主的儿子 十分满意，于是在几年中把自

己的手艺统统传给了徒弟。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乾生元”麻饼店刚刚开张不久，一场大火就将麻饼店烧得

精光，摊主本人也葬身火海。 别处的糕饼店得知这一消息后

，纷纷前来聘请这位师兄到他们店去。师兄见徒弟已将手艺

学到，于是决定离开“乾生元”另谋他就。 临行前，师兄语

重心长地对徒弟说：“火可以烧掉万丈高楼，却毁不掉一个

人的志气。这‘枣泥麻饼’一定要做下去，‘乾生元’这块

牌子不能倒。现在你已经能独挡一面了，望你好自为之。” 

说完，师兄把徒弟带到作坊里原先放台板的地方，用铁耙扒

开瓦砾，从地下挖出十几个坛子，去掉坛口的泥巴，但见里

面都是装得满满的白糖。原来，这些白糖都是师兄平时从糖

荷包上收集起来的，他怕摊主减少糖的份量，砸了“枣泥麻

饼”的招牌。所以，一直暗暗把自己收集的白糖加进麻饼中

去，以确保“枣泥麻饼”的声誉。 徒弟见到这种情形大为感

动，决心遵照师父关于做饼的四句话：“粗粉细揉，用料准

足，多做少赚，知足常乐”，并且从父亲的经历中吸取教训

，把新开的“乾生元”办得更好。 师父帮助自己的徒弟开炉

后，就离开了木渎镇。以后，徒弟用这些在土中埋过的白糖

，做出来的“枣泥麻饼”更加甜香四溢，民间传说这饼的香

味几里以外都能够闻到。从此，“乾生元”的生意越做越红

火，“枣泥麻饼”的名声也越来越大，连苏州城内的糕饼店

都跑来订货，木渎镇“枣泥麻饼”的名声便通过苏州传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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