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貌“醍醐”

闭 甄

    沈栓期 《徒幸香山寺磨制》：“顾以醍醐参塑酒，遗将社苑富

秋汾。”成彦雄 《露》：“银河昨夜降醍醐 ，攫遍坤维莴象棘。”贯

休 《禅师》：“吾肺别是醍醐味，不是知心人不知。”檬统舒，“醍

醐”一祠在文献中频频出现，然而它究竟焉何物，有何作用？

    《集胡 · 模胡》：“醍，醍醐，酥之精液。”《大般涅架规 · 璧

行品》：“譬如徒牛出乳，徒乳出酪，徒酪出生酥，徒生酥出熟

酥，徒熟酥出醍醐。醍醐最上。”李峙珍 《本草铜目 · 默部》“醍
醐”修下引陶弘景 曰：“佛害稽乳成酪，酪成酥 ，酥成醍醐 ，色

黄白作饼，甚甘肥，是也。”又引棘恭曰：“醍醐出酥中，乃酥之

精液也。好酥一石，有三四升醍醐。熟抨辣，聍器中待凝，穿中

至底便津出，取之。陶言黄白作饼，乃未逢之言也。”故醍酗是

指徒酥酪中提取出来的最纯粹的奶油 。

    醍醐亦窟作 “能蝴”或 “能蝴”的。慧琳蟀绿霎公所释 《大

般涅架攫》第三卷中 “能蝴”云：“上徒奚反，下户姑反。棘中

精液也。规作醍醐，非正艘也。”霎公以能蝴篇正艘，可晃醍醐

是侗祀音字，追梗酥酪的精醇者由能蝴到醍醐大概舆酒的酸制有

阴。

    醍是速酸而成的一植薄酒，如 《靓文新附 · 酉部》：“醍，清

酒也 。”《橙耙 · 坊耙》：“醴酒在家，醍酒在堂。”《澧祀 · 擅通》：

“醴酸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赚溉集锐：“粢醍即 《周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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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醍膺，酒成赶赤色也。”“醍”之得名源於颜色，“醍”“提”是同

  源字。提是一幢丹黄色的栋藏品。《周橙 · 天官 · 酒正》有 “四

  曰提香”，郸注：“提者，成而红赤，如今下酒矣。”《靓文 · 系

  部》云：“提，帛丹黄色。”《急救篇》：“降提桂抽粽絮锦。”颜师

  古注曰：“提，黄赤色也。”以後，“提”假借指酒，又被颊化窟

  作 “醍”。《玉篇 · 酉部》：“醍，酒红色。”因此 “醍醐”之 “醍”

  因色而得名，追幢欲料呈丹赤，微带黄色，陶弘景的 《本草集
  解》靓它 “色黄 白”未妥。

      寇宗爽锐醍醐 “性滑 ，物盛皆透 ，镯黯卵鼓及壶薰盛之乃不

  出”。斡保异曰：“在酥中，盛冬不凝，盛夏不融者，是也。’心此

  二则材料靓明醍醐黄地细腻消滑，是不凝固的流艘，舆糊状汁液

  相似，故 “醍醐”之 “醐”徒 “食胡”之形状得名。 《雨雅 · 释

  言》：“食胡，擅也。”注：“糜也。”即稀粥。按：蝴、酬二字音似

羲同，二者篇同源字。

    古代中原地匾畜牧桨不够癸逢，乳崖品崖量低，因此醍醐在

古代是珍贵食品。 《太平御霓》卷八五八引漠服虔 《通俗文》：

“酥日醍醐。”醍醐是公韶的酥中精品，同卷引慕容晃 《舆颇和

害》曰：“今致醍醐十斤。”慕容晃篇前燕皇帝，将醍醐作篇高极

橙品赠送给漠族颖贵，可晃赏峙封醍醐的珍视。

    醍醐人撰有多梗食法，可舆频一起作原料加工成饼食，如唐

段成式 《酉踢雄俎 · 酒食》中列有 “醍醐饼”、“醍醐眼鳇”。醍

醐也可作蔡引子，唐昝殷 《食瞥心鎏》耙载：“捕虚、去夙潺痹，

醍醐二大雨，暖酒一杯，和醍醐一匙，服之。”又宋 《太平塑惠

方》曰： “治中夙烦熟、皮膺瘙瘩，醍醐四雨，每服酒调下半

匙。”也是舆酒调服。醍醐遗可直接人粟，唐孟铣 《食瘴本草》

卷中谓醍醐：“主夙邪，通消骨髓。性冷利。”徐思邈 《千金食

治 · J舄默》言其 “捕虚，去褚夙痹。百辣乃佳。甚去月触癔。添

髓捕中填骨，久服增年。”醍醐在粟用上最突出的性能是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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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治热瑙简L心，涂抹可去熟癔。唐持中多有吟咏醍醐清凉的持
句 ，如麒况 长雅 曲歌爵 · 行路欺 三首 》锐 ： “壹知灌值有醍酗 ，

能使清凉硕不熟。”崔珏 《道林寺》锐：“我吟杜持清人骨，灌顶

何必须醍醐 。”白居易 《磋鬓落》：“有如醍醐灌，坐受清凉集。”

元稹 《酬集天江楼夜吟稹持，因成三十胡》：“甘蔗销袭醉，醍醐

醒早眠。”

    後来人俩根捺醍醐的特默和性能，登展出三桓引申羲②：

    其一，佛教常以醍醐喻佛性之精粹。《正字通 · 酉部》：“梵

害以醍醐喻佛性。”唐持中常兄此颊用例。如杜甫 《大霎寺簧公

房》：“醍醐畏癸性，欲食遇扶衰。”惕偷笺注：“王沫注：‘释翘，

言简正法，如食醍醐。’潘鸿曰：‘按，《涅架》譬云，徒熟酥出

醍醐譬於佛性即是如来。”，修雅 《简烦 ＜法苹规＞歌》：“合目冥

心子细籍，醍醐滴人焦踢裹。”也是此羲。佛攫中常用醍醐灌顶

喻指通遇智慧答迪来使人崖生露感，徒而大撤大悟，如 《锥摩韶

耩规文》：“又所蒙虚分，令简难摩，简名如露人心，共藉似醍醐

灌顶。”持文中亦用以比喻清凉舒通，或封事理的豁然贯通，如

《水潇傅》第四十二回：“宋江凳得追酒馨香馥郁，如醍醐灌顶，

甘露灌心”。

    其二，醍醐是徙牛奶中精谏而得，故人俩又将精酸之酒稽篇

醍醐。如白居易 《早欲湖州酒 · 寄崔使君》：“手中稀琥珀，舌上

冷醍醐。”白居易 《答皇甫十郎中秋深酒熟兑信》：“醍醐渐氧味，

琥珀镶晶光。”皮日休 《酒中十咏 · 酒樽》：“少恐清醍醐，满凝

烘琥珀。”

    其三，醍醐既是精粹的乳裂品，十分敷得，故常用以比喻人

品的高漂。《新唐害 · 穆率傅》稽赞穆率的四侗兄子穆赞、穆鬓、

穆具、穆赏均具有非凡的品贸锐：“兄弟皆和粹，世以珍味目之，

赞稍俗，然有格，篇酪；贸美而多人，篇酥；员篇醍醐；赏篇乳

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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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引自李特珍 《本草铜目 · 默部 · 醍醐》第 2790真，人民衡生出版社
  1982年 11月。

②参晃王事 《＄Il 韶季原理》第 332页，中团圃隙魔播出版社，1996年
  8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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