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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会把香和寺庙拜祭联系起来
香就只有这一种简单的作用吗？
品香、习香，为香文化的传承加薪添火

一炉真香起 静中开鸿蒙
这是一场嗅觉的修行

“以前做的工作都是那
种快节奏的，人很难静下来，
接触了香之后，发现它真是
个好东西，可以修身养性，可
以让人的心静下来平和下来
去品味生活。”宋欣桐在茶台
边点燃一炷香，然后开始泡
茶，优雅闲适，让人看不出她
的年纪。作为河南最大最专
业的一家经营香用品和传播
香文化公司的负责人，宋欣
桐认为，她这几年来的收获
远远超过以前职场十年。

香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
历史。现代人通常都会把香
和寺庙拜祭联系起来。那么
香在我国传统的文化里面就
只有这一种简单的作用吗？
古代文人诗词中那些对香的
描述又是来源于怎样的一种
环境与心境呢？

“习香的过程是修心与
文化、艺术、综合学养的升华
过程；初识香的人，都会觉得
和香一见如故，时间越久，越
会觉得，香与我们，并非一见
如故。香，本就是久别重逢
的故人。”宋欣桐说，孟子不
仅爱香，而且阐述了香的道
理，认为人们对香的喜爱是
形 而 上 的 ，是 人 本 性 的 需
求。香，作为中国文化无形
的脉，伴随着中华民族走过
了至少五千年的风雨兴衰。
历代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
才竞皆惜香如金、爱香成癖。

“香启迪了无数高贤大
德，孕育出独具东方神韵的诗
词歌赋，希望更多的中华传统
文化爱好者来香境品香、习香，
为香文化的传承加薪添火。”

郑州晚报记者 苏瑜 文/图

人之喜香如木之向阳
三年前的一个午后，回到郑州休假的宋欣桐来到

郑东新区天下收藏找朋友。朋友在这里开了一家紫砂
用品店，一直邀约她来玩。离朋友的店不远，突然一股
香气袭来，宋欣桐寻香而去，是一家装修别致的小店。
当时，宋欣桐并不知道这里就是台湾顶极香熏品牌富
山香堂的门店。

因为有事，宋欣桐匆匆离开了。待见到朋友后，朋
友迫不及待地拉着她往外走，边走边说，我给你推荐几
个小店，你一定很喜欢。朋友带她去的第一家店，就是
这家香文化用品店。

“一见如故。”在房产公司任多年主管即将升任经理
的宋欣桐，什么都不顾，放弃一切，彻底转行，开始习香。

回顾当时的绝然，宋欣桐笑了：“人之喜香如木之
向阳，蝶之恋花。在这儿我算是真正应验了。”

如今，提起传统香，我们大多只会联想到寺院里拜
佛用的那三根竹签香。至于香道，则每每与日本的香
道表演联系起来。“其实，传统香文化的根在中国，早在
距今 6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它就已经出现。黄帝
时，曾对各级官员提出‘香禁重’的规定，意思是说当时
人们用香太奢，要禁止过度用香。”从对香一无所知，到
熟知香文化，宋欣桐只用了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中国香文化》一书对宋欣桐的影响很大，该书是
被尊称为中国香文化奠基人的傅京亮先生所著。上世
纪 80年代初，他放弃了高校任教的工作，全心投入到
传统香文化的研究与推动中来。由于当时中国的香文
化已断层多年，可供参考的书籍与前例几乎覆灭，他只
能想尽一切办法去“抢救性地拜访那些曾经制香、懂香
的老先生们”。当时，文革浩劫刚过，许多香人早已被
迫放弃祖宗传下来的制香事业和爱好：香料被抄走丢
弃，香炉香具被悉数砸毁，“好多老先生甚至只能带着
儿孙在乡下种地”……傅老师一一前去探访学习，“有
一次夜里才将白天与先生的对话整理成档，第二日就
收到老先生驾鹤西归的消息！”正是这种抢救性的保
护，才使得香文化得以传承。

传统香文化的根在中国
“现在大家对传统香的了解很少，时尚人士会喜欢

香水和精油，其他大众最多是在端午节弄点艾草香。
而在中国古人眼中，香可是养德、养性、养命的美好事
物！”宋欣桐介绍说，其实香文化对生活的浸染无处不
在，譬如香港就是因为古时是沉香集散的重要口岸，日
久香重，而得名“香港”的。

中国人为什么要用香？从屈原那些歌咏香花香草
的诗赋中我们大概可以窥见，用香来修养道德，是古人
向大德美好趋近的一大诉求。另一方面，古人讲香气
主脾，而在中医理论中，脾脏又主思维与智慧，所以用
香也能达到开智慧和修养本性的目的。同时，
又因为香、药同源，许多香料同时也具有很强的
药用价值（譬如沉香就是一味重要的中药，
直到现在沉香价格炒近天价，在海南黎族
采香人手里，最好的沉香都不会拿出来交
易，而是为自己留作药用），所以传统香的养生
功能也自古就是百姓们最看重的。正因为香有如此
多好处，人们便把自己认为最好、最爱的东西献给祖
先和神灵来表达敬意，由此上香也成为祭祀的必备
品。

袅袅香烟，灵动飘逸，上通苍穹，下怡性情，净化
环境，因此它既能悠然于书斋琴房，又可缥缈于庙宇
神坛；既能在静室闭观默照，又能于席间怡情助兴；既
能空里安神开窍，又可实处化病疗疾。近些年，随着
传统文化在中华大地的复兴，和琴、书、画、茶等一样，
传统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

“香不仅适用于寺院、茶社、宾馆、写字楼等场所，
也很适宜家庭使用。读书、会客、写字作画时，点
一炷清香，可以养心益智，使人神清气爽，身心放
松。正因为需求广泛，各种香用品品牌也随之
兴盛起来。但这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于是，公司
又将注意力放在香道师的培训上。

现代人如何品香习香
那终究如何品香呢？宋欣桐介绍说，

品香最重要的自然是对香材的选用，这需
要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经济实力因人而
异、量体裁衣。香材首选沉香，我国的
两广地区和海南就是古代国内沉香主
要产区，俗称海沉，名冠天下，后来资源
枯竭，现在主要依靠进口，价格堪比黄
金，已经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其香味韵味
悠长。

檀香木也是古代使用广泛的香材，其
价格相对较为低廉，是一种理想的香材，但
现在很多商家用与檀香木近似的木材染色
后再用人工香精浸泡、喷洒来冒充檀香
木。其实如崖柏、黄花梨、紫檀等木材的碎
料都可以用作品香用材。

古人品香主要有古法埋炭法(使用香

料的原材)和古法香篆法(使用香粉)，香篆
也称香印，在焚香的香炉内铺上一层香灰，
将香粉用一模具压印成篆文形状、字形
或图形绵延不断，一端点燃后循线燃
尽。如果缺乏耐心的人可以把这两种
方法综合简化为：用工具在香灰中打一
洞，把香粉埋入香灰洞中，用直喷打火
机点燃香粉，然后用香灰覆盖洞眼，就
可以品享了，待香粉燃烧后取香料原材
一片埋入燃烧中的香粉中，再掩上香灰，继
续品香。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电子香炉也应运
而生，省略过程直接享受结果，是没有闲心
的人最好的方式，而且无烟安全。但最好
选择有定时功能的香炉。还有就是选用线
香，简单实用，缺点就是有烟。

和香的最高境界
香气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是美好、高

尚、吉祥和道德品质的象征。是人天、性
命、人与社会高度和谐的结果。儒家的

“修身、自省、仁”和道家的“无为”都是
人格完善的重要途径，佩香、用香正是
在这一完善过程中对自己到达预定目
标的标志和提醒。通过焚烧或对香品
加热而使香气弥漫于特定的空间，在不
同的环境中去感受香对人的不同作用。
所以香代表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一
个“和”字。

习香之后，宋欣桐对传统文化产生了
浓厚兴趣，工作闲暇，她在店里习练书法，
并到旁边的一家琴社抚琴。待人接物之
余，茶道也无师自通。

古人讲天地间一切只有“和”才能

“生”：阴阳和则生天地，天地和则生万物；
人与环境相和才能生存；事物与自然规律相
和才能延续；人体内的气血相和才能健
康。而这种规律放到香中也同样适用，
香材彼此相和才能制成好香；香与人的
体质相和才能产生功用；而制香所用的
香材也要与自然天地相和才能发挥最佳
效果——这也是如今好香难求的原因之
一。环境污染破坏严重，使得许多天然香
材数量锐减，品质下降，这正是人类不能与
自然相和导致的恶果。

“致中和”三个字正是一个香人终身努
力的方向——不偏不倚不极端，放下执念，
达到万事万物的和谐，这才是中国人的
香。宋欣桐说，关于这场嗅觉的修行，她才
刚刚入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