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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牙 

楊政男 

做牙，是指每月兩次的祭財神活動。通常在農曆每月的初二、

十六舉辦，用牲儀祭拜當地土地神，以祈佑生意興隆、事業順利。 

民間認為：土地神能夠保佑生意興隆、五穀豐登、事業順利、

人畜平安，故祭拜土地公，不限於經商店家，平民百姓、勞工、農

家亦有之。做牙多屬個人家戶祈福、求財、保平安、保收成之意。

以農曆二月二日土地神誕辰日開始「做牙」，稱為「頭牙」，十二

月十六日則稱為「尾牙」。祭祀科儀簡單，沒有既定儀式；一般

擺上牲儀甜果，點香先朝外拜天公，向天神稟告祀拜旨意，接

著向土地公禱告：報上家戶地址、主戶姓名、祈求的願望（財

運、事業運、學業、健康、出入平安等），請土地公加持並保

佑全家平安（或工作順利，生意興隆）並擲筊，經聖筊後、香

枝燃燒過半的時間再燒金紙；燒完金紙後，雙手向天公、土地

公拜謝、收起牲醴，即禮儀結束。 

「做牙」一詞，常會讓人聯想到牙祭、打牙祭；它們有相似但

卻有差別，不可混為一談。「打牙祭」是指吃一頓有葷菜的盛食。

通常勞工百姓之家，沒逢上過年過節或婚壽吉慶難得有葷菜肉食，

找個某日吃一餐比平常豐盛、有葷菜肉食的加菜飯食，解解饞嘴，

享受豐盛的菜肴，便叫做「打牙祭」。它不必有祭祀的儀式，也不

限定月中的某日舉辦，類似客語說的「打鬥四」；不過「打鬥四」

重在彼此的聚趣，而「打牙祭」重在「解饞」祭口福。「做牙」則

偏重在祭祀的活動，有個特定日期，有三牲或五牲祭品祭祀、祈求

神明保佑的儀式。當然，做牙完後，會把祭拜過的豬肉，和眾人分

享食用。主家或包商宴請工人或師傅，加菜聚餐，犒賞員工，這餐

飯就叫「打牙祭」，在主家則叫「做牙」。 

牙祭，是祭牙旗的祭祀，牙旗是軍營的大旗。古代出師時祭軍

前牙旗的祭禮，古稱「禡牙」。兵旅出動是國家大事，不管征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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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獵，必先祭祀，目的在告知神祇，保佑出師順利。而祭牙旗的牲

畜肉，不可丟棄，分食於將士，稱為「吃牙祭肉」。依據《宋史‧

禮志》：「禡牙」係『禡』師祭也。軍前大旗曰『牙』，師出必

祭，謂之『禡牙』」。所以「牙祭」來自於軍中，是官方軍事體制

的活動，並非民間的信仰活動。 

「做牙」隨著時代的變遷，其意義內容、型態也起了變化：宗

教祭祀活動慢慢地被淡化；民間生活逐漸富裕，平常魚肉吃得膩

口，趁做牙來打牙祭解饞的情況也已不再期待。但是現在很多大企

業、公司工廠在年終犒賞員工、抽獎、發獎金，舉辦歌舞的同樂

會，也還是被稱為「做尾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