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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上，不論寒門還是富戶，每天的生活，柴米油鹽醬醋茶七樣

東西，都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上世紀三十年代我年幼時，常聽大人

們聊天，說家務很煩心，政府稅重，油鹽柴米醬醋茶都貴；特別是

鹽，我們棗陽本來吃淮鹽，抗戰淮鹽不能來，曾吃河東鹽，後來吃川

鹽，川鹽從四川水運到湖北三斗坪，最後有人挑運到棗陽，所以鹽的

價錢很高；我家對面鄰居王明善就是販鹽爲生，他從三斗坪挑鹽到棗

陽，窮人吃不起，就吃硝鹽，甚麽是硝鹽，可能現在很多人不知道，

當時棗陽城內書院街南邊，小北街天主堂的東邊，有人在那裡熬硝，

在人家墻根刮土，土中有硝，副產品硝鹽，鹽只占大約百分之八十，

餘為雜質，不是很衛生。 

「開門七件事」的諺語始於何時，雖然有待考證，但一般認爲始

於宋朝。南宋（AD 1127-1279）吳自牧(生卒年代不詳)著《夢梁錄》

謂「蓋人家每日不闕者，柴米油鹽醬醋茶。」元人雜劇（元代 AD 

1172-1368）《劉行首》二折有段唱詞曰「教你當家不當家，及至當家

亂如麻；早知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明代（AD 1470-

1524）唐伯虎（唐寅，1470年生，1523年逝世，字伯虎，江蘇吳縣

人，畫家、文學家。）《除夕口占》詩云「柴米油鹽醬醋茶，般般都

在別人家；歲暮清閒無一事，竹堂寺裡看梅花。」明一人納妾尋歡，

其妻作詩曰「恭喜郎君又有她，儂今洗手不當家；開門諸事都交付，

柴米油鹽醬醋茶。」清無名氏（清代 AD 1644-1911）《避債》詩曰

「前門索債亂如麻，柴米油鹽醬醋茶；我亦管他娘不得，後門逸出看

梅花。」又一首《百嘆》的詩曰「柴米油鹽醬醋茶，而今件件費綢

繆；吞聲不敢長嗟嘆，恐動高堂替我愁。」另有一小吏愧對其妻，有

詩謂「開門七件愁煞她，柴米油鹽醬醋茶；好在三味不用買，肚中盡

是苦酸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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