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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文化在袅袅青烟中醒来香文化在袅袅青烟中醒来

诗词飘香

诗歌四首
◆郭纹铭

梅
高洁精神伟岸情，
裁寒剪雪暗香盈。
一枝独俏凌峰绽，
傲骨不陪春色争。

兰
幽姿素雅吐英魂，
恬婉清香品性尊。
不媚虚华只为净，
深山空谷显昆仑。

竹
谦然挺秀素枝纷，
竞物丛中品自欣。
拔节脱俗无媚气，
听风濡雨是贞君。

菊
晚秋时节傲然成，
冷艳凌霜寂寞行。
淡定清君独放后，
任她进退满峥嵘。

■编者

香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
粹。从古至今，人们爱香赞
香，只因天地万物有其香气，
香乃自然的产物。人们对香
木香草不仅取之用之，而且歌
之咏之，托之寓之。如屈原

《离骚》中就有很多精彩的咏
叹：“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
以为佩”；“朝饮木兰之坠露
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制香、焚香、品香、惜香，在
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生活用香
渐渐成为一种文化，它是传统
的产物，也是自然的恩赐。读
书以香为友，独处以香为伴；书
画会友，品茗论道，无香何以为
聚由？对于文人雅士来说，香
不仅是嗅觉的功用，更是一种
精神寄托和灵性修炼。

随着时代变迁，经历了
香文化的沉寂后，如今一股香
道之风又扑鼻而来。其根源
自然是传统文化的复兴，一大
批爱香人士极力推广。香道，
不仅是文化遗产，也是一种活
的精神。在传习香方、香艺、
香用时，更传承了一缕更久不
息的香之文脉。

喜欢听故事，因此喜欢去有故事的地
方方。。成都成都就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有一次有一次去成都，我住在了琴台路，不
为别的，只是因为那里有故事。就是在此
地 ，司 马 相 如 与 卓 文 君 相 遇 ，以 琴 传 情 。
司 马 相 如 是 西 汉 的 一 位 名 士 ，以 辞 赋 闻
名，卓文君亦是当代才女，司马相如抚琴
做赋，以一首《凤求凰》倾诉对卓文君的情
愫，两人情投意合，当夜私奔。卓文君的
父亲不认同这门亲事，两人生活窘迫，开
饭店为生。有情人终成眷属，夫唱妇随，
成为一段千古佳话。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爱情故事，但有美
满结局的不多，什么桃花扇、杜十娘怒沉百
宝箱、孔雀东南飞，每每让人扼腕叹息。成

都辈出才子佳人，才子如愿配佳
人，或许与成都一方水土有关呢。

琴台路走到头就是望江楼公
园，里面有一口薛涛井。薛涛是唐
朝的四大才女之一，她不满意市场
上的信笺，就自己做纸。以木芙蓉
皮为原料，加上芙蓉花，制成了粉色
的诗笺，在世上广为流传，被称为

“薛涛笺”。据说薛涛造纸从一口井

中取水，此井被称为“薛涛井”。尽管现在已经
见不到“薛涛笺”了，但想想也觉得风雅，成都
本是一风雅之地，才出了如此妙人雅事。

成都历史上出了两个皇帝，一个是刘
备，名号是昭烈皇帝。刘备的陵墓叫惠陵，
明朝以前与武侯祠相邻，从明朝开始并为
一处，现在都是从武侯祠的大门进入，所以
很多人只知武侯祠，却不知道刘备也埋在
院子的一个角落里。这种君臣合祀的庙全
国唯一，也算是成都的稀罕之处了。尽管
君臣同居一处，但是诸葛亮的位置远在刘
备之上，赞美诸葛亮的楹联比比皆是，刘备
着实被冷落了。也难怪，蜀国偏于一隅，蜀
国之君分量不够，得不到重视。其实关羽
的声望更在刘备之上，诸葛亮也不如他。
中国历朝对关羽都有褒奖加封，关羽曾被

封为关圣大帝，与孔子并封为“文圣”和“武
圣”，佛教将他尊为珈蓝菩萨，道教尊为护
法。看来刘备虽然贵为皇帝，但是其影响
力和社会地位远不及他的二弟和军师了。

蜀国还出了一个皇帝是王建，五代十
国时天下乱战，王建拥兵自重，攻城略地，
被朝廷封为蜀王，死后加封为皇帝。他的
陵寝叫永陵，如今是个小公园，不收门票，
为市民遛弯健身的场所。王建的名气太
小，知道的人不多。同为草莽皇帝，但他的
名气远不及黄巢和李自成。

成都几乎十步一景，百步一故事。浣
花溪，多美的地名。相传一个姑娘在溪水
旁洗衣，一个云游和尚走过来，要姑娘为
他洗身。他脱下衣服，满身泥垢疥疮，姑
娘毫不嫌弃，为和尚擦洗，只见水面上浮

起朵朵莲花。此水被称作浣花溪，它真正
出名还是因为杜甫在此结庐，就是著名的
杜甫草堂。

成都有一条街叫锦里，府南河原来叫
锦江，成都历史上叫锦官城和锦城。成都
地名多带锦字，与锦结缘，是因为成都历
史上素以织锦闻名天下。蜀汉时期，蜀锦
行销全国，朝廷特设管理锦绣经营的机构
和官员，被称为锦官。有水清冽，最宜于
濯锦，故此水被称为锦江。锦里则是一条
繁 华 的 商 业 街 ，遍 布 锦 绣 商 贩 ，故 称 锦
里。成都不仅盛产锦绣，而且满城开遍芙
蓉花，花团锦簇，灿若云霞，所以也叫做锦
城 。 以 锦 得 名 ，如 锦 似 绣 ，锦 之 城 ，花 之
都，美哉成都，妙哉成都。如今漫步成都
大街小巷，已看不到当年的美景盛况，只

有地名留下了追思和遐想。
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名人雅士在成都留

下诗篇，点睛之笔，更活现成都当年美景。
李白诗云“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
州”。杜甫描写成都的绝句千古传唱，“两
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
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西岭距离成
都约两百里，在成都城内推窗遥望西岭雪
山，可见当年成都空气质量极佳，没有大气
污染问题，能见度超好。当年锦江贯通长
江 水 系 ，江 浙 的 商 船 可 沿 长 江 直 达 成 都
城。可见成都不仅盛产锦绣，繁荣富庶，而
且交通便利，环境优良。人称“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此言差矣，竟然漏掉了成都。
情有可原，成都被大山阻隔，蜀道难，难于
上青天，孰不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也不能说成都今不如昔，成都美，美在
当年。近年来成都政府对府南河进行了多
次整治，如今又在疏通周边的水系，建成湿
地公园，既净化水体，又添美景，供市民休
闲游玩。

游走成都，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看不
尽的美景，听不完的故事。美景没看够，故
事没听够，皆因不一样的成都。

不一样的成都
◆李 松

松下乱弹

人物志

药香世家李时亮

提 起 李 时 亮 ，一 个 翩 翩
公 子 、谈 吐 自 若 的 形 象 便 浮
现在人眼前。出生于药香世
家 的 他 ，坚 持 用 传 统 手 工 的
方式制作药香，取名为“乾恒
香品”。这套技艺包括“煮、
蒸、炒、灸、炮、烘焙、水飞、炼
蜜、煆炭、合香、捣香、收香、
窖藏”等几十道工序，每道工
序 均 由 手 工 制 作 而 成 ，以 此
保证香品品质的纯正。2009
年 ，手 制 药 香 技 艺 入 选 北 京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李时亮坚持每道工序均
用手工，药香取材也要来自天
然。比如，做药香和料、醒料、
入 窖 都 要 用 到 老 北 京 的 泥
盆。最正宗的泥盆是用河泥
做成的，比如蛐蛐罐用的是河
泥 的 浮 灰 ，做 香 用 的 是 头 层
泥，都有讲究。而现在北京却
很难找到干净的河泥，只能到
外地去找。环境污染对药香
也是极大的影响。

2010 年 ，李 时 亮 荣 获 世
界教科文组织的最佳传承人
大奖和世界青年眼中最美手
工艺大奖。在这里，他把中国
药 香 文 化 的 香 气 飘 向 海 外 。
李时亮回忆 2010 年的比赛时
说：“首先是香道表演——日
本人叫香道，咱们中国人说是
香席，现场制作一款香。当时
我做了 3 款。很多西方人觉
得东方文化很神秘，他们花很

多钱消费在香水、香皂上，但没
见过手工制作的药香。中国的
药香使品香、用香从享受芬芳，
进而发展到富有诗意、禅意、灵
性与养生，更是让西方人很惊
奇。我曾经参加在德国的展
览，要香的人太多了。因为带
的香也不多，后来只好一根一
根卖，一欧元一根。”

在 李 时 亮 心 中 ，香 如 君
子。他理解为，所谓君子，德
才兼备者也。一说才。香取
材多来自珍贵中药材，依照传
统 中 医 理 论 研 制 ，有 药 之 功
效，谓之药香。燃不同香品，
带给人们不同感观，但都是一
种沁入身心之大享受。香，能
够唤醒人心底的共鸣。很多
时候，人们一路低头赶路，总
以为有很多东西要去追求，总
以为前方风景是最美的，却都
忘记观照内心，忽略了身边美
景。所谓浮躁，来源于人心。
于是，燃一炷香，把心沉下来，
哪怕是安静地打坐，也能观照
内心。

二说德。香有君子之品
格，清幽而淡雅。在案头、在床
边、在客厅、在书房，香，淡淡的
给予人能量或灵感。仿佛两个
老友，熟悉到见面已经无需寒
暄，只是各自端坐一角，做自己
喜欢的事，互不打扰，又相互陪
伴。香，只管忘情燃着，没有付
出与索取的俗套。

藏·尼木藏香
尼木藏香，是指西藏自治

区尼木县生产的藏香。尼木藏
香制作历史悠久，以其在制作
过程中不伤害生物和独特的原
料配方而深受人们青睐，是西
藏著名的藏香源产地之一。其
制作技艺被列入中国第二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黔·水磨制香
这是流传于贵州省安龙县

香车河两岸的布依族传统的手
工水磨制香技艺。香车河，因其
河边有木质香粑水车常年转动
而得名。之所以称为水磨制香，
是其中一道工序需利用香车河
的天然水流为动力，让香粑车转
动使安装在香车上的制香木料
与磨石摩擦，最后制成香。

闽·永春篾香
永春篾香，是一种选用上等

芳香植物和中药材配制的名贵
香料。永春篾香是唐宋移居福
建省泉州市的阿拉伯人蒲氏家
族后裔，于明末清初引进、发展
起来的。它历史悠久，驰名闽南
和东南亚各地。

苏·竹泓制香
江苏泰州的竹泓制香远近

闻名，主要以榆面、木粉、柏香
为主要原料，再根据不同香型，
配以 40 多味不同的香料，整个
制作过程从选料、备料到插香、
切块，接着冷藏、压榨，到撂香、
晒香及整形包装全部采用手工
完成。如今，“竹泓制香制作工
艺”已经被列入泰州市第四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记者：你是如何对香文化产生浓厚兴趣的？
唐欣：每个人都会在生活中慢慢发现自己感

官的优势。有的人善于说话，是说法者；有的人
善于拍摄，是审美者；我的优势在嗅觉。最早我
对西方的芳香精油产生了兴趣，继而学习了很
久。在学习西方的香文化时，我一直思考，中国
的香文化又是怎样的？可是四五年前，正是中国
香文化无处可寻的时期，那时候我去日本，却发
现日本人把咱们国人的文化传统发扬了。可惜
日本只品沉香，设置香席，把品香的形式做到极
致。我觉得完全不够，中国人需要把自己的传统
文化延续、发扬、深化，于是我开始求学中国香
道。我的老师是傅京亮（编辑注：中国著名香道
大师），有幸成为他的弟子，跟随他学习了一年。
从他身上，感悟到中国香文化的博大精深，那是
将人的道德、情操与香融为一体。

记者：在追随傅京亮大师学习的过程中，最难
忘的事情是什么？

唐欣：是证香。比如我们拿到一个窖藏的
香，说是汉代的香。如何证明呢？傅老师当时
说，证香的过程没有教师、没有裁判，全凭自己感
悟。那就带着香，去往泰山后山，凝心打坐，燃起
一炉香，与天地共品，在大自然中体会。根据自
己的修养、学识，给出最后的结论。

记者：为何要推广香文化？
唐欣：自古以来，中国人喜欢用香来比喻精

神和气节，比如明德惟馨、万古流芳、芳兰竟体
等成语，就是形容一种品质的。据说孔子在从
卫国返回鲁国的途中，于幽谷之中见香兰独茂，
不禁感叹说：“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
草为伍！”这样的典故很多。而老百姓喜欢用一
词：香火永续。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也好、老百姓
心目中也好，香是和人紧密联系的，香是集天地
之正气。

但是，有人，才能传承文化。四大文明古国
为什么消失了 3 个？那是他们的文化消失了。
所以印度还要从中国探寻他们 7 世纪以前的历
史，那是在寻根啊。所以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传授
和推广，能让今天的中国人重拾老祖宗的文化传
统，让更多人对传统文化感兴趣。

你深入了解后会发现，中国香是不息的脉
搏，它香若游丝，博大精深，且香药同源。我记得

《甄嬛传》开播以后，我的手机都快被打爆了。很
多学生都关注一个问题：《甄嬛传》里面说到的麝
香对女性的危害是不是真实的？事实上，麝香自
古以来就是名贵的中药，《神农本草经》里将其列
入上药：“麝香，味辛温，主辟恶气，杀鬼精物，温疟

蛊毒痫痉，去三虫，久服除邪，不梦寤魇寐。”麝香
不会轻易让女性流产，反而对女性养生有温补的
疗效。还有《甄嬛传》里提到一个词“椒房之宠”，
古代的皇帝洞房用花椒涂墙，因为花椒有香气还
有养生保健的疗效。所以椒房成为古代后宫的
称谓。《汉书·车千秋传》颜师古说：“椒房殿名，皇
后所居也，以椒和泥涂壁，取其温而芳也。”

所以，我推广香文化还有一点原因是，希望
以正视听，让大家对香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传播
正确的香文化。

记者：香文化复兴的原因是什么？
唐欣：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实力

的复苏和强盛。表面看是香文化复兴，实际是整
个传统中华文化的复兴。为什么这么说呢？不
论文学还是艺术，在什么时候有最大的生命力？
一定是盛世。人们有了足够的物质底蕴后，才会
要求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其次，国人开始在现
今的一系列成就中找到自信。我们开始自省祖
辈的优秀文化，觉得应该重新把它复兴起来。近
年来我们很多传统文化都在强势回归，其中以香
文化为一个代表。可以说香文化的复兴是应运
而生、顺理成章的事情，是必然，不是偶然。

记者：香文化中最应该汲取的是哪个部分？
唐欣：是一个“和”字。中国文化讲究“天人

合一”。香料取自自然，如何运用不同的香料进
行调和，为我所用？这是一道学问。天之道，损
有余而补不足。每一款香料，都有自身的味道和
属性。怎样把它们调和在一起，这就需要香方。
古代，香方和药方是分开而来的。我们知道，中
药的处方一般由十多种药味组成，名称剂量各不
相同，这让外行人看得莫名其妙。其实，每张处
方里的每一味药，根据在方中的作用，都有自己
独特的身份和地位。用中医的行话讲就是“君臣
佐辅”。香方也是，一味主香为“君”，其他的香为
辅佐或者起协调、调和的作用。比较常见的香方
是“一君五臣九佐十八辅”，如此调和后，就能去除
主香的火气，使香气和谐自然。

记者：授课时主要侧重香文化的哪些内容？
唐欣：主要是 4 部分：一为香源，讲香文化的

起源。二为香史，讲历史文化和香的传承。三是
香具、香器。四是和香，也就是认识香药，这个部
分需要手工实践。另外，我们会引导学生学习四
书五经，以增加品香的修养。大概需要一年的时
间才能把全部课程学完。总体而言，香文化渗透
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对香文化的学习和研究
也应从多方面入手。

在 我 国 古 代 ，品 香 与 斗
茶、插花、挂画并称为上流社
会 优 雅 生 活 中 的“ 四 般 闲
事”。古人云：“焚香看画，一
目千里，云树蔼然，卧游山水，
而无跋涉双足之劳。”

斯是斗室，悠悠然焚香一
炉，品茶半响，但见眼前的山
水佳画，行云流水，遥挂前川，
便徒生了一日神游天下，而无
舟车劳顿的惬意悠然。宋朝
之 后 ，坊 间 流 行 起“ 隔 火 熏
香”：香炉中放置木炭，先将木
炭 点 燃 ，将 其 大 半 没 入 香 灰
中，在木炭上隔一薄片，再在
薄片上面放香品。至此悠哉
地“熏”烤，既可以消除烟气，
又 能 使 香 味 的 散 发 舒 缓 、弥
散。从此，香道成为古人们怡
情养性的方式，香文化走向了
鼎盛。

到近现代后，在特定的社
会背景下，香文化逐渐被淡忘
甚 至 扭 曲 ，被 人 视 为 封 建 迷

信。今天重谈香文化，是一个
既陌生又熟悉的课题。多数
人以为，香是敬神礼佛的仪式
用 品 ，而 对 传 统 药 香 祛 病 除
邪、防病保健、净化空气等功
能知之甚少。香文化博大精
深，药香不仅兼具文化功能，
还有养生的妙用。

然而，现今香市场中大量
化工原料的添加，不仅礼佛祭
祖少了诚意，更对身体有害。
和其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
样，药香也面临后继乏人的局
面。药香所采用的原料和辅
料都采自无污染环境的天然
香 木 和 动 物 香 料 ，品 质 要 求
高，原材料数量有限，有些必
须从国外进口，所以生产成本
偏高。而且由于药香生产全
程手工选料、制作，生产效率
低、产量少、利润薄。因此，年
轻人不愿学习此项技艺，传统
的手工艺也面临失传的危机。

图说香道

温故知新

我国的手制传香

面对面 ●●唐欣唐欣 徐行坊徐行坊中国香文化研究员中国香文化研究员

香 炉 、香 具 都
是 品 香 的 重 要 工
具。首先要平心静
气理好香灰，再用
香夹把香放在埋好
炭的香灰上，方才
能开始品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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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 张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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