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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巡览 /

! ! ! !中国有着延绵数千年的香文化，从商周
用于祭祀、战国汉魏晋的熏衣燎室、隋唐礼佛
熏制，及至两宋元明文人香事习静参悟等各
种用途，由简而繁，逐渐旺盛，从而形成一条
清晰的历史线索和丰富的香学文化遗产。在
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下，香文
化也需要我们后人来研习并发扬光大，并从
中提升形而上的思想价值，以影响今人的文
化品格和审美趣味。

据“澄怀观道———历代文人香事文物特
展”策展人韩回之先生介绍，中国香文化的历
史相当悠久，“香”字最早出现于甲骨卜辞中，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释香字为“香，
芳也。从黍、从甘。”自汉武帝灭匈奴、通西域，
及东汉光武帝伐南越后，海外之香料源源不
断进入中国。其中最为主要，应用最为广泛的
几种香料。一为苏合香，气芳香，具有通窍辟
秽、开郁豁痰之功效。二是龙脑香，以洁白成
片如冰莹而呈梅花状名梅花瑙，亦称冰片瑙，
乃妙极上品。南洋群岛及南印度俱生有此树，
我国云南亦有产。三为沉香，亦作沉水香、蜜
香，具有通关开窍、畅通七脉、养生健体的神
奇效果。主产地在南亚、东南亚各国及我国广
东、广西、云南、海南等地。四是乳香，《抱朴
子》曰：俘焚洲在海中薰陆香之所出。薰陆香
木胶也，树有伤穿胶因堕，夷人采之以待估
客。主要生产于热带沿海山地，分布红海沿岸
至利比亚、苏丹、土耳其等地。

以上四种汉代至南北朝所用熏香料均为
外来香料，大部分由东南亚进入我国，少量由
西域进入我国。由于外来树脂类香料的大量
输入，也推动了熏烧方式的改变。自战国出现
熏炉，西汉早期由本土所产茅香、辛夷、高良
姜等草本类香料直接焚烧，故炉形多为楚式
的多孔扁圆形豆式熏炉为主，而到了西汉中

期开始大量出现了炉身较深的博山形熏炉。
西汉中期以后流行的博山炉使用的焚熏香材
为多种香料粉末调制的复合香料，已非战汉
之间使用的直接焚烧的简单方法，而是熏香
时使用专门制作的香炭来熏烤。合香，是香熏
史上的一个重要突破，由人工调制香料来达
到人们对自然单一香味的改变，并且由香炭
来熏烤从而改善烟气对香味的破坏，熏香的
发展至此走向蓬勃与成熟。

魏晋南北朝承两汉熏香之盛，并有很大
发展，与这一时期世人盛行礼佛、道，尚清谈
的时风也相吻合。香之妙用更上一层，闻香成
为了参禅悟道的一个门径。唐朝堪称中国历
史上之盛世，用香之盛与国之财力、“丝绸之
路”畅通及西域诸国大量的贸易有关。丝绸之
路中西交汇的重要节点之一吐鲁番，就是乳
香、安息香、冰片、苏合香、绛真香等贸易的集
散地，且规模甚巨。

而在宋代，皇宫贵族于各类庆典、祭祀、
雅集、宴会、出行等无不用香，“烧香点茶，挂
画插花”这四般事，已然成为宋代贵族、官僚、
文人雅士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乐趣。宋代
在科学技术、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每个文化
领域无不迸发灿烂夺目的创造激情，也将香
文化推向了高峰。陈寅恪因而有言：“吾华古
代文化于赵宋而臻于造极”之论。

明代农业、手工业、商业均有较大发展，
文人香事的仪规也进一步成熟，这在《香乘》、
《考槃余事》、《遵生八笺》、《长物志》等典籍中
有详细记载。及至清代，香事进入式微期，祭
祀性、礼仪性用香仅限于宫廷，士大夫及平民
层面用香已盛况不再。今北京故宫博物院、台
北故宫博物院、承德避暑山庄等还藏有清宫
遗留的沉香、檀香的雕刻艺术品及原料等。

进入新世纪以来，香文化在中国大陆有

复兴的可喜迹象。台湾逢甲大学教授刘良佑
先生在上海博物馆任客座研究员时，也着力
推广香文化，并设帐授课勉力推动。我有幸多
次拜访刘府，体验香文化的诸般奥妙。

刘教授在家中复原了古代香室的格局，
桌上罗列着全套香具，除瓷质品香炉外还有
取火罐、香炭盒、香盒和香渣碟等。纯银七孔
香插筒是南宋遗物，分别插着紫铜竹节款式
的香匙、香夹、押灰扇、探针、顶花、灰铲、香
帚。刘教授先向客人出示一段顶上棋楠，再拿
钢刀在香料切割一片比指甲略大的香，挟入
闻香炉内。此前炉内已铺了用松针和宣纸煅
成的灰，埋入一小块点燃的木炭，刘教授埋下
香料盖上炭，用灰押轻轻押出放射状花纹的
“小山”。此时，主客已按礼仪坐定，品香炉按
顺时针方向传递，客人右手接过后，闻香三
次，再用左手传于下一位。整套仪式古意盎
然，令人正襟端坐，滤去杂念，逸兴湍飞。

一炉香可传三至四遍，香气在传递过程
中会产生奇妙的变化，最后还得用偈句来表
达品香体会。如何做到准确而又富有诗意，就
需要灵敏的感官和丰富的想象力，还有诗性
的表达能力。
可恨天妒英才，!""#年，刘良佑教授在西

北高原采风时不幸因脑溢血而辞世，享年 $%

岁。但令人宽慰的是，他在上海亲灼的多位学
生传承衣钵，在香文化研究方面成绩斐然，此
次特展的另一位策展人吴清先生就是他的玄
字辈门生。

香文化在大陆与台湾的文化交流中也成
为一项重要内容。三年前初春，台北中华东方
香学研究会在上海汾阳花园举办过一场隆重
的品香会，马首者就是刘良佑教授的遗孀罗
曼丽女士，参与香席演示的研究会成员大多
是刘教授的学生。为时两个小时的品香活动，
素雅淡然，文质彬彬，古色古香，春水微澜，海
峡两岸的香客在品评一番香笺后，执手相视，
依依话别。人散后，一抹斜阳洒满草坪，一室
雅香久久不去。

今天在中国大陆沿海城市，品香、玩香、
藏香悄悄地作为一种时尚享受已经流行开
了，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香道会所与香馆也成
了交流香学、品香藏香的俱乐部。

中国人在闲暇中品香、吃茶、抚琴、吹箫、
挥毫、吟诗等所获取的那种乐趣，或称之为闲
情逸致，它们轻微地点化了中华民族的文明
史，成为中华民族“生活艺术化”的睿智体现。
在现今世界追逐名利的忙碌、紧张、纷乱、刻
板等压力下，通过恬静闲雅的香事获取短暂
的乐趣，诚为调节心身、荡涤凡尘的极佳方
式。诗人、画家闻一多喜欢焚香默坐，将此视
作东方人特有的一种妙趣，他还特别欣赏陆
游的两句诗：“欲知白日飞升法，尽在焚香听
雨中。”

! ! ! !在嘉定区韩天衡美术馆举
办的“澄怀观道———历代文人
香事文物特展”，无论规模还是
展品串起的历史线索及珍稀程
度，不仅在上海首屈一指，在全
国也难有比肩者，故而一开幕
即吸引众多观众，不少香文化
爱好者还特地从外省赶来一睹
历史芳华。
此次展览共征集到 $""多

件展品，历史跨度绵长，脉络清
晰，从春秋战国到当代香具都
有涉略，尽可能完整呈现出各
个时期的演变与传承。大部分
藏品源自私人藏家，为几十年
潜心收藏的结晶。其中一些重
要展品对中国香文化历史的梳
理起到了关键作用，如多件造
型典雅的陶瓷博山炉，器形硕
大，纹饰流畅大气，不仅体现了
汉、晋、唐、宋王朝的盛世雄风，
对中国陶瓷史的叙述也形成有
力补充。唐五代时期的铜莲花
形持炉和同一时期的铜宽沿蹴
鞠云纹高足炉等，均为中古时
期香具中的代表器具，以往只在壁画和
绘画作品中寓目，而实物比较罕见。明代
剔红渔翁得利幢盒流传至今有五百多
年，历经辗转而未曾失散，盒盖俱为原
配，品相精美，如有天佑。香料中令人大
饱眼福的是一串由著名书画篆刻家韩天
衡先生收藏的清代顶上土沉香朝珠，共
%"&颗，珠形硕大浑圆，包浆浑厚，香味
历数百年不散，愈为醇厚清神。
有些藏品还为我们探究古代香文化

提供了可贵的实据。日本的香道是在唐
代从中国传过去并稍作演变的，从现存
于日本正仓院的香道文物可知，不少器
物以沉香作为媒介，将沉香木切割成片，
在制作小桌、供器、刀柄或乐器时用于装
饰性镶嵌，以提升器物的品级。这也说明
唐代人们对沉香的理解与明清时期有所
不同，比较重视在器物层面的表现。此次
展览中有以沉香拼合的人物山子小杯等
藏品，为这个结论提供了佐证。另外，我
们也可从《清明上河图》上出现的“刘家
上色沉檀楝香”等内容，可知当时已出现
了一定规模、注重品牌的香铺，由此证
明，在北宋的北方城市，香文化已从士大
夫阶层向平民阶层延伸普及，也是“艺术
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自觉体现。故而
策展人也将宋、元、明列入此次展览的重
点，许多炉具、香盒、香道具都产自这一
时期，呈现一时之盛的局面。当然，广义
的香道文化，应该是以宋代为典范。这次
展览首次拿出私人秘藏让公众分享，对
推动香文化的研究与探索，加深人们对
于香道珍玩的赏识，起到了极好的榜样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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