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咬牙锡”究竟篇何物？
― 《漠斋大铜典》裸收铜修捕正一例

黄宜凤

    《漠韶大祠典》 （以下筒稠 《大柯典妇 收祠 37. 5莴除徐，

是迄今篇止收祠最多，且 “古今兼收，源流业重”的一部大型藉

文醉害。敲害出版後，受到了鬃衔界的好抨。但随着研究手段的

改遭和研究视野的阴阴，也有不少鬃者指出其中存在的不足，业

徒收祠、释羲、溯源等方面篇其修钉提供了静多翔宵的资料。在

收祠方面，阴注较多的是漏收祠涤的简题，至於误收祠目简题，

却阴注不狗。今就 《大祠典》所收 “咬牙锡”展阴封渝，或可篇

古籍整理和醉害骗纂修钉提供一默参考。

    《大祠典 》云 ：

        【咬牙锡】即缪牙锡。一锺用参芽或殷芽熬裂而成，黏

    性很强的糖。古人常于元日食之。宋鹿元英 《文昌锥旅》卷

    三：“唐咸待筋物，元日则有屠辣酒、五辛整、咬牙锡。”

檬其所释，“咬牙锡”即 “缪牙踢”。查 《大祠典》“谬牙锡”，谓

“用多芽裂成的糖，食之黏菌，故名。曹俗常用作送灶特的供

品”，引南朝梁宗懔 《前楚崴峙祀》、唐白居易 《崴日家宴载示弟

侄等》持、清袁枚 《随圃持韶捕遣》载榭季墉 《送矗》持、鲁迅

《苹盖集擅骗 · 送灶日漫肇》等 4例篇害橙。“咬牙锡”舆 “腰牙

锡”释羲基本相同，可晃磨焉同一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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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牙锡”是曹俗送灶峙的常晃供品，又作 “腰牙糖”。如
《太平御霓》卷二十九引漠磨劭 《夙俗通 》：“於是下五辛菜 、腰

牙糖，各遭一雅子。”亦作 “腰牙糖”。清乾隆 《御裂持三集》卷

九缘于敏中持：“撒荔傅柑席待张，醴浃前宵蓝尾酒。甘除隔昔

腰牙糖，糜增授筒叨柴遇。”“锡”、“糖”、“糖”同。《集胡 · 唐

胡》：“糖 ，《方言》：‘锡渭之糖 。’或作锡。”（《漠藉大字典》按

韶谓 “《方言》卷十三作 ‘锡”,）唐慧琳 《一切规音羲》卷五十

二：“蔗糖，又作糖。以甘蔗篇糖也，今糖是也。”“腰牙锡”後

世持文晋晃，如唐白居易 《七年元日封酒五首》之三：“三盂蓝

尾酒，一碟腰牙锡。”宋范成大 《吴郡志》卷二： “二十四日祭

靠，女子不得预。二十五日食赤豆粥，云辟瘟，摹家大小然不

及，下至婢璞猫犬皆有之。⋯⋯除夜祭攀，则徨爆竹，焚着术及

辟瘟丹，家人酌酒，名分崴食物，有腰牙锡，守崴篮。”吴自牧

《萝粱缘》卷六 《十二月》：“二十四日不以窜富，皆满食锡豆祀

靠。此日市简及街坊叫育五色米食花 （阴）、腰牙锡、箕豆聱，

叫聱鼎沸。”元 方 回 《十二月大暖雨二十 四叠夜二 十五 日始雪 》

持：“夜来阴祭髦，猫育腰牙锡。”亦省作 “腰锡”，《大祠典》收

缘，谓 “稠厚的始糖”，引宋洪遇 《夷坚乙志 · 小郗先生》一例。

亦晃於其他文献，如宋曾矍 《椽督集》卷一 《乞如顾》：“来紫姑

口甘有兮，松骗揉以兮腰锡。”明王肯堂 《橙治华瓢》卷二十四

《建中加木瓜柴胡温》： “每服一雨，水三萎 ，煎一袭半 ，去查 ，

下腰锡雨匙服。”

    按，“锡”亦作 “锡”。《貌文 · 食部》：“锡，胎和徽者也。
从食 ，易聱。”纽玉榭校缘 ：“此即糖之正文 ，富从易作锡 。”清

程隙盛 《耕字分笺》卷上 《始锡》注：“锡、锡一物，初煞二羲，

其分篇二字雨音，赏自隙以後也。”以 《夙俗通》 “腰牙糖”舆

《前楚崴峙祀》“腰牙锡”（《四库全害》本作 “缪牙锡，’） 例之，

《大祠典》所攀 白居易持 ，《白氏畏蔓集》卷二十四 “腰牙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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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徐盈切”，白氏 《七年元日封酒五首》之三以 “锡”（亦有窟

作 “锡，，者）、“事，，篇娟，元方回持以 “锡，，、“聱，，篇胡，程氏

之貌是。明田汝成 《西湖迸霓志除》卷二十：“十二月二十四日

渭之交年，民简祀髦以缪牙锡、糯米花糖、豆粉圃篇献。”

    祭灶所用 “腰牙锡”，其作用是黏住灶神的嘴，以免到玉皇

那兑去貌是貌非。《前楚咸峙耙》注谓 “腰牙者，盖以使其牢固

不勤 ，取缪 固之羲”，宋元 以来颊害 ，如朱腾非 《甜珠集》、曾糙

《颊貌》、元陶宗傣 《貌郛》等所载多出於此。清袁枚 《随圃持韶

捕遣》卷七载榭季墉 《送靠》持貌得更加直白：“莫向玉皇言善

恶 ，勤君多食腰牙锡 。”

    就具艘捂境而言，《前楚崴暗祀》提到的食品有椒柏酒、桃

渴、屠棘酒、腰牙锡、五辛篮，《夙俗通》有五辛菜、腰牙糖，

《文昌雄缘》有屠棘酒、五辛篮、咬牙锡。“五辛菜”即 “五辛

篮”，明李特珍 《本草铜目 · 菜一 · 五辛菜》：“五辛菜，乃元日

立春，以葱、蒜、韭、蓼篙、芥辛嫩之菜，雄和食之，取迎新之

意，渭之五辛篮。”则 “五辛篮 （菜）”、“缪牙锡 （糖）”或 “咬

牙锡”篇三害共同提及，因此，“腰牙锡 （糖）”、“咬牙锡”榷育
鹰篇 同一食品。但 以 《四库全害 》全文版统舒 ，“腰牙锡”正文

54晃，注文 18晃；“腰牙锡”正文 29晃，注文 14晃；“咬牙

锡”则祗有 《文昌雄缘》1兄 （晃文渊篙本 862册 668真下 6

行）。徒数量上封比，“咬牙锡”追一例十分可疑，祝且，宋胡仔

《涣隐蓑括後集》卷六引 《文昌雄绿》作 “腰牙锡” （文渊篙本

1480一417下 10)，蔡萝弼 《草堂持括》卷上引作 “腰牙锡”（文

渊阴本 1481一522上 12)，均不作 “咬牙锡”。我佣多方查考庭

代持文，未晃有作 “咬牙锡”者， “咬”疑篇 “胶”字形视。

“胶”字最早晃於南朝梁颇野王 《玉篇》，雌然意思舆 “缪”的筒

艘 “胶”字不同，但不排除宋以来民简有以 “胶”代 “腰”字的

用法。又，《四库全害》“缪锡”正文 5晃 ，未晃 “咬锡”，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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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一步橙明 “咬牙锡”的 “咬”焉 “胶”形娱，正如元程文海

《雪楼集》卷二十六 《己丑除夜留速寮十艳》之六：“何年呼得靠

篇君，鼻是烟意耳是给。深夜乞露余不含，但令分我腰牙锡。”

“踢”焉 “锡”字形娱，音糖，否则失箱。《大祠典》“咬牙锡”

谓 “即腰牙锡”，其＄Il 释理捺亦莫知所本，恐因褊纂者失於考校

而误立祠 目，磨予删除焉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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