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日常用语中经常会用“一小撮”这个词形

容数量少，比如毛泽东主席在《国民党反动派由“呼

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一文中说，“一小撮死硬派

不要几天就会从宝塔尖上跌下去，一个人民的中国

就要出现了”。其实，“一小撮”之所以可以用来形

容数量少，是因为“撮”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度量衡领

域小量值的容量单位。

据记载，以人体为计量标准时即已出现“撮”这

个容量单位，比如成语“三指为撮”，就是指以人体

拇指、食指、中指三指抓物之量为“撮”。类似的还

有成语“撮盐入火”，其中“撮盐”即是指人用三个

指头捏取的盐量。以自然物为计量标准时期，“撮”

同样是容量单位，比如《孙子算经》曰，“量之所

起，起于粟。六粟为一圭，十圭为一撮，十撮为一

抄，十抄为一勺，十勺为一合[gě] [3]，十合为一升，

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hú]”，1 撮=10 圭。据紫

溪的《古代量器小考》一文中记载，现藏于中国国家

博物馆的新莽时期的量器“始建国铜撮”，经实测其

容量相当于现在的2 毫升，即1 撮≈2 毫升。“始建

国铜撮”铭文载“律撮，方五分而圜[ 圆] 其外，庣

[tiāo] 旁四豪，冥卌[xì，四十] 分五氂[máo]，深四

分，积百六十二分，容四圭”[4]。《说文解字》注，

“撮,四圭也”。“始建国铜撮”的铭文与《说文解字》

的注释吻合，这个“撮”量弥补了“龠[yuè]、合、

升、斗、斛”五量中最小量“龠”之下的更小量，

1 撮=4 圭，5 撮=1 龠。《汉书·律历志上》中记载，

“度长短者不失毫氂，量多少者不失圭撮”；《辞海》

注，“按六十四黍[shǔ] 为圭，四圭为撮”，同样

1 撮=4 圭。“量多少者不失圭撮”语出汉代，故用

汉代的容量标准来推算“撮”的量值大小：汉代的量

制1 斛=10 斗，1 斗=10 升，1 升=10 合，1 合=2 龠，

1龠=5撮，1撮=4圭；汉时的1升约合现今200毫升，

故当时1 撮≈2 毫升。

时至清末，1908 年3 月清政府农工商部会同度

支部上奏的《拟订度量权衡画[ 划] 一制度总表》中

规定了度量衡的名称、定位以及与公制的相互折合

关系，其中在容量部分规定“勺（十撮即升之百分

之一）”相当于“万分之一百零四立脱尔[ 公制的

升]”，也就是说当时清政府规定的容量单位1 勺=10

撮=104/10000升[公制的升]=0.0104升[公制的升]=10.4

毫升，由此可知，清末时我国度量衡制度中容量单

位1 撮=1.04 毫升[5]。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垮台，中华民国北京政府

[ 以下简称北京政府] 成立。1915 年1 月，北京政府

颁布的《权度法》规定“甲”“乙”两种并存的法定

度量衡制度。“甲制”沿袭了清代的“营造尺库平

制”；“乙制”则以“万国权度通制[公制]”为标准。

《权度法》的“甲制”中未明确规定“撮”量，但是

因为“甲制”就是清末的“营造尺库平制”，按照“营

造尺库平制”涉及容量的规定，营造尺库平制的1 撮

四舍五入后约等于1.04 毫升。不过《权度法》中明

确规定了“乙制”的容量单位有“公撮”，1 公撮=1

毫升。《权度法》还规定了“甲制”与“乙制”之

间的复杂的换算关系，其中涉及容量的换算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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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制”1 升=100 勺=“乙制”1.0354688 公升[ 公制

的升]≈1035毫升；“乙制”1公升[公制的升]=1000

公 撮=“ 甲 制”0.9657461 升；“ 乙 制”1 公撮

=“甲制”0.0009657 升[6]。1915 年2 月，北京政府农

商部颁布的《权度法施行细则》中规定度量衡器具的

公差时指出，对于“有分度之分量”的量器，其类

别为“十分之二勺以下/ 二公撮以下”时，公差规定

为“容量之二十分之一”[7]。当然，这里谈到的“公

撮”是《权度法》规定的“乙制”的法定名称，中国

科学社发表在《科学》杂志1915 年第1 卷第2 号上的

《权度新名商榷》一文中曾建议将“公撮”命名为“立

[ 方] 厘米”。后来1919 年中国科学社受科学名词审

查会的委托，起草包括万国权度通制[ 公制] 单位中

文名称在内的《物理学名词》时又提出将《权度法》

规定的“乙制”容量单位“公撮”命名为“竓[读‘毫

立’]”[8]。

北伐胜利后，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成立[ 以下简称

南京政府]。1929 年2 月，南京政府颁布的《度量衡

法》中规定“标准制[ 公制]”作为当时国家唯一的法

定度量衡制度，同时还规定了一个过渡辅制“市用

制”。《度量衡法》规定，“标准制”的容量单位

有“公秉、公石、公斗、公升、公合、公勺、公撮”

等，“市用制”的容量单位有“石、斗、升、合、

勺、撮”等。《度量衡法》还规定“标准制”的容量

单位的量值与相应的“市用制”容量单位的量值相

等，即“标准制”1公升[公制的升]=“市用制”1[市]

升，“标准制”1 公撮=“市用制”1[ 市] 撮=0.001 公

升[ 公制的升]=0.001[ 市] 升=1 毫升。[9]1934 年，国立

编译馆在其编著的《物理学名词》一书中曾建议将

《度量衡法》中规定的“标准制”名称予以修改，比

如建议将《度量衡法》规定的容量单位“公撮”改称

为“毫升”等[10]。1929 年4 月，南京政府工商部颁布

的《度量衡法施行细则》中规定度量衡器具公差时指

出，对于“有分度之分量”的量器，其类别为“二公

撮以下”时，公差规定为“容量之二十分之一”[11]。

另外，据有关资料记载，伪满洲国的度量衡制度中

也规定有“撮”这个容量单位，1 撮=0.001 升[ 公制

的升]=1 毫升[12]。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度量衡领域一度存在着“公

制”“市用制”“英美制”“营造尺库平制”甚至其

他“旧杂制”并存的局面，长度、重量、容量等度量

衡单位并不完全统一。为此，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

府为统一度量衡制度做出了不懈的探索和艰苦的努

力。在容量单位上，比如1952 年8 月6 日颁布的《广

州市度量衡管理暂行办法》中就规定，“[ 标准制即

公制] 公撮等于公升[ 公制的升] 千分之一……（与标

准制相等）市撮[ 市用制撮] 等于市升千分之一”[13]，

即1 公撮=1 市撮=0.001 升[ 公制的升]。1959 年6 月25

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中虽

然做出“原来以国际公制[ 公制] 为基础所制定的市

[ 用] 制，在我国人民日常生活中已经习惯通用，可

以保留”的规定，但是从该命令所附的《统一公制计

量单位中文名称方案》中可以看出，此时已经完全

取消了“撮”“勺”等原市用制的容量单位，规定市

用制容量单位最小为“合”，1 合=0.1 升[14]。

综上可见，“撮”这个小量值的容量单位在我国

自古以来就有，但其量值在历朝历代的更迭中还是

有差异的。近代以来“撮”还一度被确定为国家法

定的度量衡容量单位，北京政府的《权度法》、南京

政府的《度量衡法》将我们现在所称的“毫升”命

名为“公撮”，而且《度量衡法》中还规定了“1 公

撮=1[ 市] 撮=0.001[ 市] 升=0.001 公升[ 公制的升]”=1

毫升。虽然现在“撮”已经不是我国法定的计量单位

了，但是它还会出现在人们的口语中，也会借它曾

经是小容量单位的“身份”，来形容人数或东西数量

非常少，不过一般被用作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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