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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文化》

前言

一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其整体生活的长期积淀，要探究一种文化的奥秘，亦须从整体入手、从历史入手
、从生活的诸现象入手去体察其脉搏，再反过来分析种种现象，从而把握这种文化的真谛。中国作为
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虽有过短暂的丧权辱国之耻，也有外来文化的渗透与冲击，但
“性命学说”与“人天整体观”这条中华文化的主线始终起着主导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文
化也不断呈现出新的面貌，但外在的变化并未改变其精髓。中华文化的总体发展是健康的，是可以令
炎黄子孙感到自豪的，她的辉煌成就所依靠的正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修筑的文化长城，是这座不朽的长
城护住了中华民族的千秋血脉，子孙万代，香火不断。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上，有一门与人们的生活息
息相关的文化被忽视了，这就是“香文化”。许多学者提出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时代，是中国文化的
时代，我们国家也描绘了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而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很重要的一点即在于我们能否
全面地、准确地、实事求是地去把握传统的文化。当前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范围之广，数量之众，堪称
空前。但是，对数千年来始终与国人同行的香文化研究却罕见踪影。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香在人
们的生活中销声匿迹了，后来又大多出现于祭祀与宗教领域。于是，许多人一提到香就首先想到祭祀
，想到迷信。使研究者望而生畏，或是认为香文化不足以成为一个有价值的课题。或许正是因为人们
忽略了它，冷落了它，任其自行发展，背道而去，才使它日益沦为迷信之物而流布于世。事实上，历
史上的香并非如此。所以，我们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来正视它，研究它，引导它，还其原貌，并以此增
进对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理解。二香文化是一个古老而全新的命题。中国的香，历史久远，远到与中华
文明同源。近可溯及2000多年前汉武帝的鎏金银竹节薰炉，战国时期的鸟擎铜钵山炉。远可溯及3000
多年前殷商时期“手执燃木”的祭礼，再远则有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及良渚文化的陶薰炉，还有6000
多年前城头山遗址的祭坛及更早的史前遗址的燎祭遗存。香，陪伴着中华民族走过了数千年的兴衰风
雨。它邀天集灵，祀先供圣，是敬天畏人的体现，又是礼的表述；是颐养性情、启迪才思的妙物，又
是祛疫辟秽、安神正魄的良药。历代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僧道大德也竞皆用香、爱香、惜香，两
千多年来的中国上层社会也始终以香为伴，对香推崇有加。炉热情暖，轻烟翠雾之中，不知引发了多
少灵感，增添了多少热情，降息了多少怒火，带去了多少祝福，催生了多少雄才大略、翰墨文章⋯⋯
它启迪英才大德的智慧，濡养仁人志士的身心，对中国哲学与人文精神的孕育也是一种重要的催化与
促进。它是中华文化无形的脉，无形的力量。香，物虽微而位贵，乃传统文化的和脉之品。香与传统
文化的诸多部类都有密切的关系。古代的医师、文人、名僧、高道等许多领域的学者都对香的发展有
重要贡献。广涉香药(芳香药材，近似现在的“香料”)、香方、制香、用香等多个方面。如葛洪、范
晔、陶弘景、孙思邈、李时珍等等。目前所知最早的香学专书即是范晔编撰的《和香方》。约自东汉
后期开始，香已成为各类典籍中的常见主题，包括医学书、地理(植物)书、史书、文学作品(诗辞歌赋
、志怪小说等)、类书、佛道典籍等等，如《异物志》(杨孚)、《西京杂记》、《抱朴子》、《博物志
》、《肘后备急方》、《名医别录》、《齐民要术》、《通典》、《千金方》、《梦溪笔谈》、《本
草纲目》等很多著名典籍都有关于香或香药的内容。三古代文献对先秦用香的记载大都与祭祀有关，
许多人也以为中国的香起源于祭祀。其实，古代的香一直有两条并行的线索：祭祀用香与生活用香，
并且都可以追溯到上古以至远古时期。早期的祭祀用香主要体现为燃香蒿、燔烧柴木、烧燎祭品(及供
香酒、供谷物)等祭法。如甲骨文记载了殷商时期“手执燃木”的“紫(柴)”祭，《诗经·生民》记述
周人的祖先在祭祀中使用香蒿(“萧”)，《尚书·舜典》记述舜封禅泰山，行燔柴之祭。从考古发掘
来看，燔烧物品的“燎祭”很早就已出现，可见于距今6000多年的湖南城头山遗址及上海淞泽遗址的
祭坛。距今4000～5000年间，燎祭的使用已十分普遍。(燔燎祭祀的遗存物不易分辨具体物品，统称“
燎祭”。)生活用香的历史也同样悠久，4000～5000年前已经出现了作为生活用品的陶薰炉。如辽河流
域发现了5000年前的陶薰炉炉盖(红山文化)，黄河流域发现了4000多年前的蒙古包形灰陶薰炉(龙山文
化)，长江流域也发现了4000多年前的竹节纹灰陶薰炉(良渚文化)。其样式与后世的薰炉一致(而异于祭
祀用的鼎彝礼器)，并且造型美观，堪称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奢侈品”。可以说，在中华文明的早期阶
段，祭祀用香与生活用香就都已出现，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折射出早期文明的灿烂光辉。先秦时期，
薰香风气(生活用香)已在一定范围内流行开来(另有佩戴香囊、插戴香草、沐浴香汤等用法广泛流行)
。战国时已有了制作精良的薰炉“博山炉”，其中，有雕饰精美的铜炉，也有工艺精良的早期瓷炉。
进入西汉之后，生活用香又有跃进性的发展，自此一路成长，两千多年长盛不衰。汉武帝前期(约
前120年)，薰香及薰炉已在南北各地的王公贵族中广泛流行；到东汉前期，所用香药的种类已相当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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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文化》

富，如沉香、青木香、苏合香、鸡舌香等等；魏晋时，用香风气扩展到文人阶层；北宋时已是“巷陌
飘香”，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元明清时期也得到了全面保持并有稳步的发展。可以说，中国
的香文化是肇始于远古，萌发于先秦，初成于秦汉，成长于六朝，完备于隋唐，鼎盛于宋元，广行于
明清。古代的香以芳香药材为主料，讲究配方，有多种养生功能。既用于祭祀，敬奉天地、日月、先
祖、神明；也用于日常生活，并且功用甚广，包括室内薰香、薰衣薰被、祛秽致洁、养生疗疾等等。
客厅、卧室、书房、宴会、庆典以及朝堂、府衙等政务场所、茶坊酒肆等公共场所都常设炉薰香。实
际上，早在唐宋时期，香就已成为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元素，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读书办公有香，
参禅论道有香，吟诗作赋、抚琴品茗有香，天子升殿、府衙升堂有香，宴客会友有香，婚礼寿宴有香
，进士考场有香⋯⋯对文人士大夫来说，香更是生活中的必有之物，许多人不仅焚香用香，还广罗香
药香方，亲手制香，并从各个方面来研究香。例如，苏洵即有诗写到制香：“捣麝筛檀入范模，润分
薇露合鸡苏。一丝吐出青烟细，半炷烧成玉箸粗。⋯⋯轩窗几席随宜用，不待高擎鹊尾炉。”(《香
》)此诗也是关于线香制作的较早记录。苏轼曾专门合制了一种“印香”(以调配的香粉框范成“连笔
的”篆字形图案)送给苏辙作寿礼，并赠诗《子由生曰，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诗
文亦多写香。黄庭坚也常自制薰香，还曾以他人所赠“江南帐中香”为题作诗赠苏轼：“百炼香螺沈
水，宝熏近出江南。”苏轼和之，有“四句烧香偈子，随香遍满东南；不是闻思所及，且令鼻观先参
。”黄庭坚复答，又有“一炷烟中得意，九衢尘里偷闲。”生活用香一直是推动香文化发展的主要力
量，从西汉的跃进到两宋的鼎盛，明清的广行，皆是如此。西汉香炉的普及、香药品类的增加、薰衣
薰被、居室薰香、宴饮薰香等都属生活用香的范畴。可以说，薰香在西汉兴起之时即被视为一种生活
享受，一种祛秽养生的方法。在“巷陌飘香”的宋代，香也有浓厚的世俗生活色彩，其极端代表即是
南宋杭州的酒楼上也有备着香炉的“香婆”随时为客人供香。香炉(及沉香、苏合香等多种香药)的使
用很可能也是源于生活(包括医疗)用香。较早的香炉可溯至西汉及战国时期的薰炉，其前身并非商周
祭祀用的鼎彝礼器，而是4000～5000年前作为生活用品出现的陶薰炉，是沿生活用香的线索发展而来
，即“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陶薰炉(生活用香)一先秦及西汉的薰炉(生活用香)一魏晋后的薰炉(生活用香
兼祭祀用香)”。公元前120年前后，薰香在西汉王族阶层已流行开来，(至少)一百多年之后，才有汉
晋道教佛教兴起并倡导用香，属于生活用香的薰炉(包括博山炉)和香药才逐步扩展到祭祀领域。(汉代
的祭祀用香与先秦相似，主要表现为燃香蒿、燔柴等祭法，生活用香则使用薰炉及沉香、苏合香等多
种香药。魏晋之后，祭祀用香也开始使用薰炉和沉香等香药。)四人类对香气的喜好，乃是与生俱来的
天性，有如蝶之恋花，木之向阳。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保健、养生须从“性”、“命”两方面入手才
能合和性、命，达到养生养性的目的。而香气不仅芬芳怡人，还能祛秽致洁、安和身心、调和情志，
有养生养性之功。可以说，“香气养性”正是中国香文化的核心理念与重要特色，与儒家“养性”论
有密切的关系。如《荀子·礼论》曰：“刍豢稻梁，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瑟，所以养鼻也
；⋯⋯故礼者养也。”性命相合得长生、性命相合得养生是中华民族古老智慧的结晶。中国的香文化
是养性的文化，也是养生的文化，对于主张修身养性、明理见性、以“率性”为主旋律的中国文化来
说，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香文化的形成与繁盛也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种必然现象。“香气
养性”的观念贯穿于香文化的各个方面。就用香而言，不仅用其芳香，更用其养生养性之功，从而大
大拓展了香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并进一步引导了生活用香，使品香、用香从享受芬芳进而发展到富
有诗意、禅意与灵性。就制香而言，则是遵循法度，讲究选药、制作、配方，从而与中医学、道家的
养生学及炼丹术、佛医学等有了密切的关系，并很早就将香视为养生养性之“药”，形成了“香药同
源’’的传统。如范晔《和香方序》云：“麝本多忌，过分必害。沉实易和，盈斤无伤。零藿虚燥，
詹唐黏湿。⋯⋯枣膏昏钝，甲煎浅俗，非唯无助于馨烈，乃当弥增于尤疾也。”(《宋书·范晔传》)(
言麝香、沉香等香药之特性，借香药影射朝中人士。)所以，古人的香也是内涵丰厚的妙物。它是芳香
的，有椒兰芬苣，沉檀脑麝。又是审美的，讲究典雅、蕴藉、意境，有“伴月香”，有“香令人幽”
，有“香之恬雅者、香之温润者、香之高尚者”，其香品、香具、用香、咏香也多姿多彩、情趣盎然
。它还是“究心”的，能养护身心，开启性灵；在用香、品香上也讲究心性的领悟，没有拘泥于香气
和香具，所以也有了杜甫的“心清闻妙香”，苏轼的“鼻观先参”，黄庭坚的“隐几香一炷，灵台湛
空明”。它切‘近心性之时，也切近了日常生活，切近了普通百姓。虽贵为天香，却不是高高在上的
、少数人的专有之物。可以说，中国的香文化能早期兴起、长期兴盛、广行于“三教九流”，都大大
得益于“香气养性”的观念。兴起于西汉的香虽属生活用香，却也并非仅仅被视为一种生活享受，其
发展速度之快、地域之广，与“养性”学说在当时的流行有很大关系。《苟子·正论》所言“居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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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文化》

神、动如天帝”的天子也以香草养生，“侧载军芷以养鼻”，盖可作为西汉王族薰香的一大注释。养
鼻何以能够养生？《神农本草经疏》云：“凡邪气之中，人必从口鼻而入。口鼻为阳明之窍、阳明虚
则恶气易入。得芬芳清阳之气则恶气除，而脾胃安矣。”正是香气养生的观念塑造、推动了西汉的生
活用香，推动了香炉与香药的使用，铸就了中国香文化的基石，也赋之以长久的生机并预示了它辉煌
的前景。五古人也留有大量咏香或涉香的诗文，亦多名家佳作，可谓笔下博山常暖，心中香火不衰，
千年走来，正是中国香文化的壮观写照：《尚书》：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诗经。生民》：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
为佩。《史记。礼书》：稻粱五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苣，所以养鼻也。《汉书·龚胜传》：熏以
香自烧，膏以明自销。汉诗：香风难久居，空令蕙草残。徐淑：未奉光仪，则宝钗不列；未侍帷帐，
则芳香不发。曹植：御巾襄粉君傍，中有霍纳都梁，鸡舌五味杂香。傅玄：香烧日有歇，环沉日自深
。范晔：麝本多忌，过分必害；沉实易和，盈斤无伤。谢惠连：燎薰炉兮炳明烛，酌桂酒兮扬清曲。
江淹：同琼佩之晨照，共金炉之夕香。萧统：爨松柏之火，焚兰麝之芳；荧荧内曜，芬芬外扬。王维
：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杜甫：雷声忽送千峰雨，花气浑如百和香。李白：盛气光引炉
烟，素草寒生玉佩。白居易：闲吟四句偈，静对一炉香。李商隐：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李璩：夜寒不去寝难成，炉香烟冷自亭亭。李煜：烛明香暗画楼深，满鬓清霜残雪，思难禁。晏殊
：翠叶苍莺，珠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欧阳修：沈麝不烧金鸭冷，笼月照梨花。曾巩：沉烟细细
临黄卷，凝在香烟最上头。晏几道：御纱新制石榴裙，沉香慢火熏。苏轼：金炉犹暖麝煤残，惜香更
把宝钗翻。辛弃疾：记得同烧此夜香，人在回廊，月在回廊。李清照：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
。陆游：一寸丹心幸无愧，庭空月白夜烧香。蒋捷：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筝调，心字香烧。马致远
：花满阶，酒满壶；风满帘，香满炉。文征明：银叶荧荧宿火明，碧烟不动水沉清。徐渭：午坐焚香
枉连岁，香烟妙赏始今朝。纳兰性德：轻风吹到胆瓶梅，心字已成灰。曹雪芹：焦首朝朝还暮暮，煎
心日日复年年。席佩兰：绿衣捧砚催题卷，红袖添香伴读书。六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受到了前所未有
的冲击，香文化也进入了较为艰难的时期。持续的动荡极大地影响了香药贸易、香品制作及国人薰香
的情致。曾长期支持、推动香文化发展的文人阶层在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
有日常用香的习惯。化学合成香料与工业技术也在很大程度上排挤、改变了中国的香，其用料、配方
与品质都大为下降。大多数的香不再使用天然香料(古代的“香药”)，仅是“合成香料与可燃材料的
混合”，不仅不能养生，反而可能有害于身心。时至今日，已很少见到遵循古法的传统香。近世之人
也大都将焚香、敬香当作一种形式，只是烧香、看香，而不再品香、赏香。于是，早已融入了书斋琴
房的香也渐行渐远，失去了美化生活、陶冶性灵的内涵，主要作为祭祀的仪式保留在庙宇神坛之中。
人们渐渐不再知道古代的香曾是一种妙物，不再知道古代的中国人曾经很喜欢香，也不再知道古人为
什么会喜欢香。香文化今日之气象固然使人心生忧虑，但令人振奋的是，走过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的
人们正开始以更加清澈的目光审视传统文化的是非功过，对其精华灿烂报以更加睿智的热爱与珍惜，
更有众多知香、乐香的人，兴味于传统文化的人们共同关心着它的发展。涉过千年之河的香文化，也
必能跨越波折，焕发蓬勃的生机。尘埃落处，月明风清；洗尽铅华，再起天香。七甲骨文的“香”，
形如“容器中盛禾黍”，指五谷之香。篆文变作从黍从甘，隶书又省略写作香。如《诗·生民》：“
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东汉之后，也用来指香药(香料)，如苏合香、鸡舌香
；或香药制作的薰香，如烧香、合香、印香、线香。对于“香文化”，大致可有这样的描述：中国的
香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围绕香品(薰香等香料制品)的制作与使用而形成的、体现中
华民族精神气质、民族传统、美学观念、思维模式与世界观之独特性的一系列物品、技术、方法、习
惯、制度与观念。香文化渗透于各个方面，对它的研究也需从多方入手，至少应涉及：香文化的历史
与现状；香药的种类、特点、炮制；香品的种类、制作、使用、鉴别；香具的种类、特点、制作；香
的故事(典故)；涉及香的文学艺术作品；香文化的中外交流；香文化与其它文化部类的关系(如文学艺
术、宗教、医疗养生)等等。笔者学浅识微，借此书抛砖引玉。若能使读者对香多一分了解，多一分兴
趣，则余之幸事。此书的问世得到了齐鲁书社及各方人士的热诚支持与帮助。陈擎光《历代香具概说
》、陈庆鸿《大明宣德炉总论》、刘良佑《香学会典》及其他同仁的诸多文论提供了卓有价值的参考
与启发，并有少兰亭先生修订了部分文章。心香飘千里，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一炷烟分今古，群香
缥缈人天。谨以此书向智慧的先贤致敬，为我们的民族祈福。傅京亮二O0六年五月于听月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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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香文化》对香的起源与发展、香的生产与使用、香的品种与特色、香与养生、香与宗教、香与
文学艺术，进行了全面的探究与阐述，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折射出华夏文明的灿烂光辉。香文化是一个
古老而全新的命题。中国用香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之久，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平民百姓无不以香
为伴，对香推崇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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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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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香烟始升：萌发于先秦大约4100年前的一个正月的吉日，在尧的太祖宗庙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典礼。
舜接受了尧禅让的帝位，查得天象瑞正，知道摄政顺乎天意，便行专门的祭礼，告于天帝。燔木升烟
，上达于天，以此“裎”祭之法祭拜日月、风雷、四时；郑重地遥望远近山河，以此“望”祭之法向
山川行了祭礼；继而又祭拜了其它神明。此后，舜收集了象征各地首领权力的五种玉器。又择吉日，
接受四方首领的朝见并颁发了五种玉器。二月，舜巡视东方，至泰山，燔烧柴木行祭，并依次遥祭各
大山川。这是《尚书·舜典》对舜帝登基的一段记载：“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
七政。肆类于上帝，裎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端。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远古时期，中华民族的先人们在祭祀中燔木升烟
，告祭天地，正是后世祭祀用香的先声。传统文化的许多部类都可溯至先秦，香的历史则更为久远，
可以一直追溯到殷商以至遥远的先夏时期，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6000多年之前，人们已经用燃烧柴
木与其它祭品的方法祭祀天地诸神。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已有了“紫（柴）”字，指“手持燃木
的祭礼”，堪为祭祀用香的形象注释。而中国的香还有一条并行的线索——生活用香，其历史也可溯
及上古以至远古时期。早在四五千年之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已出现了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的陶薰
炉。到春秋战国时，祭祀用香主要体现为燃香蒿、燔烧柴木、烧燎祭品及供香酒、供谷物等祭法。在
生活用香方面，品类丰富的芳香植物已用于香身、薰香、辟秽、祛虫、医疗养生等许多领域，并有熏
烧、佩带、熏浴、饮服等多种用法。佩戴香囊、插戴香草、沐浴香汤等做法已非常普遍，薰香风气（
生活用香）也在一定范围内流行开来，并出现了制作精良的薰炉。此外，以先秦儒家“养性”论为代
表的“香气养性”的观念已初步形成，为后世香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为西汉生活用香的
跃进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远古的香烟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在6000年前的祭祀活动中已经出现
了燃烧柴木及烧燎祭品的作法（常称为“燎祭”）。被誉为“中国第一古城址”的湖南澧县城头山遗
址的大型祭坛、上海青浦淞泽遗址的祭坛都发现了燎祭遗存。（燔燎祭祀的遗存物不易分辨具体物品
，紫祭、燎祭等常统称“燎祭”。所烧物品大致有两大类：一类是易于燃烧的植物，如柴木、草、粮
食等，另一类是陶器、石器、动物牲体等需借柴木之火焚燎的物品。由于植物遗存多为残灰，不易识
别，燎祭所用植物的种类尚待考察，应是选用一些品质较好的、含芳香气味的树木、灌木或草本植物
。）距今6000～5000年间（约为仰韶时代中晚期），祭坛规模更大，燎祭遗存更多，可见于辽西东山
嘴和牛河梁红山文化晚期遗址。从东山嘴到牛河梁的数十公里之内绵延分布有大型石砌祭坛、女神庙
、积石冢群等规模宏大的祭祀遗址，位于山梁上的东山嘴祭坛发现了大片红烧土、数十厘米厚的灰土
、动物烧骨等燎祭遗存物。此祭坛两侧对称，南圆北方，合于后世“祀天于圜丘在南，祭地于方丘在
北”的礼制；坛、庙、冢“三合一”的布局与“天地坛、太庙、陵寝”的布局相似；冢的结构与后世
的帝王陵墓相似；出土的龙形玉器也是我国最早的龙形器物之一。该遗址揭示出令人惊叹的史前文化
，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古老渊源。亦可看出，商周时期的燎祭正是对远古祭祀观念的继承。距今5000
～4000年间（约为广义的龙山时代），燎祭的使用已较为普遍。山西陶寺遗址的祭祀区发现了大型“
坛”形建筑，很可能曾用于观测天象和燎柴祭天（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此遗址很可能就是尧的都城平
阳）。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遗址也有大量燎祭遗存，司知该地区曾有浓厚的燎祭风气。良渚文化主要
分布于太湖及杭嘉湖地区，包括浙江余杭莫角山、反山、瑶山、汇观山、江苏常州寺墩、上海青浦福
泉山、江苏吴县草鞋山、张陵山、昆山绰墩、少卿山等多处遗址，其中有数十处大型祭坛及类似“金
字塔”的贵族坟山（人工堆筑高台，中间为墓地），其燎祭遗存分布广泛。距今4000～3000年问（夏
商时期），燎祭已遍及南方与北方、沿海与内陆的广大地区，商代尤为明显，可见于河南偃师商城、
郑州商城、郑州小双桥、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多处商代遗址。第一炉香：5000年前的薰炉从直觉上说，
薰炉似乎不应属于遥远的“新石器时代”、“远古时期”，可令人惊叹的是，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表
明，四五千年前的先民们的确已经开始使用这种“奢侈”品了。辽西牛河梁红山文化晚期遗址曾出土
一件之字纹灰陶薰炉炉盖（距今5000多年）。山东潍坊姚官庄龙山文化遗址曾出土一件蒙古包形灰陶
薰炉（距今4000多年），夹细砂灰陶，高17厘米，腹径14厘米，顶部开圆孔，炉身遍布各种形状的镂
孔（圆形、椭圆形、半月形等）。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遗址曾出土一件竹节纹灰陶薰炉（距
今4000多年），高11厘米，口径9.9厘米（略小于底径），呈笠形，斜直腹，矮圈足，腹外壁饰有6圈竹
节形凸棱纹，炉盖捉手四周有18个镂孔（3孔一组，共6组）。这几件薰炉“分散”于辽河流域、黄河
流域及长江流域，其样式与后世的薰炉一致（而异于祭祀用的鼎彝礼器），并且造型美观，堪称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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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时代末期的“奢侈品”，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折射出早期中华文明的灿烂。（牛河梁遗址的下限距
今5000年，姚官庄龙山文化遗址与福泉山良渚文化遗址的下限时间较为接近，但均在4000年之前。）
商：柴祭、燎祭、香酒殷商甲骨文已有“紫（柴）”、“燎”、“香”等字。“紫（柴）”字，形如
“在祭台前手持燃烧的柴木”，指“手持燃木”的祭礼”，堪为祭祀用香的一个形象注解。“燎”字
，形如“燃烧的柴木”，指“焚烧柴木的祭礼”，有单独的“燎”，也有“燎牢”、“燎牛”等烧燎
其它（动物）祭品的方法。（《说文》：“寮，紫祭天也。”“紫，烧柴寮祭天也。”）向神明奉献
谷物也是一种古老的祭法，“香”字即源于谷物之香。甲骨文中的“香”，形如“一容器中盛禾黍”
（禾黍边有小点，表示黍粒），指禾黍的美好气味。篆文变作从黍从甘，“黍”表谷物，“甘”表甜
美。（《说文》：“香，芳也，从黍从甘。”）隶书又省略写作“香”。如《尚书·君陈》有：“至
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德行之香至高，非黍稷之香气可比。（据笔者初步考察
）约自东汉开始，“香”也用来指某种香药（香料），如苏合香、鸡舌香等。自魏晋时，“香”也用
来指“香药制作的香品”，如和香、合香、薰衣香、印香、线香等等。商代有一种香气浓郁的贵重香
酒，名为“鬯”，多用于祭祀，也常用作赐品或供贵宾享用。一般认为这种鬯酒是用郁金、黑黍等制
成。黑黍在当时是一种珍贵的谷物，郁金则是一种芳香草本植物（今姜科姜黄属植物，也称郁金草，
并非郁金香花），其宿生块根黄赤芳香，茎、叶、花亦有香，也是一味常用药材。（另有观点认为上
古的鬯酒不用郁金，而用百草之花，或兼用郁金及百草之花。）鬯酒是商周时期最重要的祭品（礼品
）之一，使用频率很高。西周还有专职的“郁人”和“鬯人”负责用鬯之事，如《周礼·春官》载：
“郁人掌裸器。凡祭祀、宾客之裸事，和郁鬯以实彝而陈之。”“鬯人掌共柜鬯而饰之。”（裸
：guan，酌酒灌地或献宾。彝：盛酒器。柜：ju，黑黍。）西周春秋：燔柴、燃萧等祭礼西周春秋的
祭祀用香（沿袭前代）主要体现为燔烧柴木、燃香蒿、烧燎祭品及供香酒（鬯酒）、谷物等祭法。燎
柴升烟的祭礼常“燔柴”祭，细分则有“裎（yin）祀”、“实柴”、“槱（you）燎”等，盖为积柴
燔烧，在柴上再置玉、帛、牺牲等物，燔烧的物品有别，但都要燔燎升烟。《仪礼·觐礼》：“祭天
，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沉。祭地，瘗。”（瘗：yi，埋物祭地。）《周礼·大宗伯》：“以
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祗，以禋祀祀吴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
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埋沉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埋：将玉、谷物等埋
人土中以祭山神地神。沉：将玉、牲体等沉没入水以祭水神。血祭：以牲体之血滴于地。疈辜：plgu
，剖开、掏净牲体。）郑玄注：“禋之言烟，周人尚臭，烟气之臭闻者也。⋯⋯燔燎升烟，所以报阳
也”。孔颖达疏：“裎，芬芳之祭。”（对裎祀、实柴、槱燎之差异，说法不一，有人认为裎祀是用
玉、帛、全牲，实柴用帛、经过节解的牲体，槱燎只用节解的牲体。）《诗经·维清》赞颂了文王订
立了裎祀祭天的典制：“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肇裎。迄用有成，维周之祯。”这是周公祭祀文王的
乐歌，大意是：有了文王创制的典章，才有了政治的清明与光耀，从开创裎祀祭天的典制到今日的成
就，乃周朝的祥瑞。缉、熙：光明。肇：始。燃“萧”也是一种重要的祭礼。（“萧”指香蒿，香气
明显的蒿，盖指现在所说的黄花蒿（古称青蒿）、茵陈蒿等蒿属植物。）常焚烧染有油脂的萧（及黍
稷等谷物），并用郁鬯之酒灌地，认为萧与黍稷之香属“阳”，郁鬯之香属“阴”。如《礼记·郊特
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郁合鬯，臭阴达于渊泉。灌以圭璋，用玉气也。既灌，然后迎牲，致
阴气也。萧合黍稷，臭阳达于墙屋，故既奠，然后螨萧合膻芗。凡祭，慎诸此。”（焫：ruo，焚烧。
郊：郊祭，祭天。特、牲：牲体。臭：气味；圭：上圆（或剑头形）下方的玉。璋：形如半个圭的玉
。灌鬯的容器以圭璋为柄，用玉温润之气。）《诗经·生民》也有焚烧香蒿的记载：“取萧、祭脂，
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香蒿常被视为美好之物，如《诗经·蓼萧》以“萧”比君子：“
蓼彼萧斯，零露滚滚。既见君子，为龙为光。其德不爽，寿考不忘。”“兰”、“柏（松）”等芳香
植物也很受推崇，在生活和祭祀中都多有使用。（“兰”多指兰草，今菊科的佩兰、泽兰、华泽兰等
，有时也指兰科的兰花。）在荆楚一带，举行重要的祭祀前常沐浴兰汤，并以兰草铺垫祭品，用蕙草
包裹（一说熏烤）祭肉，进献桂酒和椒酒。如《九歌》：“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蕙肴
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三月春禊有浴兰的风俗。春秋两季要在水边举行修洁净身、祓除不祥的
祭礼，称“祓禊（fuxi）”。三月上巳（第一个巳日）为春禊，人们常集聚水滨，执兰草，沾水、洒
身，以祓除冬天积存的污渍与秽气。这种仪式也有“招魂续魄”的含意，如《韩诗》：“郑国之俗，
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祓除不祥。”此“招魂续魄”盖为生者而行，古人
认为魂魄不全则致疾病，故在春日召唤魂魄复苏或归于健全。（一说是为逝者招魂，使亡灵不扰生者
。）上巳春禊也是愉快的郊外踏春，青年男女交游的节日，如《诗经．溱洧》即写此风俗：“溱与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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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兰兮。⋯⋯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春禊在汉代常称“上巳
”节，魏晋后改为三月三日，祓禊招魂的含意渐弱，世俗娱乐色彩增加，演变为以水边的宴饮、交游
、踏青为主，王羲之《兰亭集序》即写此风俗。唐宋时，上巳节与寒食节、清明节合并为清明节，其
春游风俗即主要来自上巳节。枝叶清香的松柏也被视为香洁之木。制作鬯酒时即以柏木为臼，梧桐为
杵，盖取柏木之香，梧桐之洁白。《礼记·杂记》：“鬯臼以椈，杵以梧。”掬：柏的别称。孔颖达
疏：“捣郁鬯用柏臼桐杵，为柏香桐絮白，于神为宜。”棺椁之木以松柏为贵，《礼记·丧大记》：
“君松椁，大夫柏椁，士杂木椁。”夏商神明的牌位也常用松柏制作，如《论语·八佾》：“夏后氏
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也用柏木祛病辟邪，可见于《五十二病方》。后世用柏更多，植柏树
、食柏子、燃柏枝、赠柏叶、门前挂柏枝、饮柏酒等等。宋代大型祭祀也焚烧柏木，如《宋史·礼志
》：“今天神之祀·皆燔牲首，风师、雨师请用柏柴升烟，以为歆神之始。”柏是古代制香的重要原
料，柏子、柏叶、柏木、树脂等皆可入香（亦入药），还有专门的“柏子香”，柏木粉也是现在传统
香的常用原料。（柏树包括侧柏、圆柏（含桧柏）、刺柏、扁柏、福建柏、柏木等多个属种，福建柏
是中国的特有树种，侧柏也主产于中国。陕西桥山黄帝陵还有一棵4000余岁的侧柏“黄帝手植柏”，
相传为黄帝所植。）佩香、薰香等生活用香·战国熏炉除了用于祭祀，芳香植物还有香身、辟秽、祛
虫、医疗、居室薰香等多种用途。插戴香草、佩戴香囊。先秦时，从士大夫到普通百姓（无论男女）
，都有随身佩戴香物的风气。香囊常称“容臭”（臭：xiu，气味之总称），佩戴的香囊也称“佩帏”
。香草、香囊既有美饰、香身的作用，又可辟秽防病，在湿热、多疠疫的南方地区风气尤盛。《礼记
·内则》：“男女未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拂髦总角，衿缨皆佩容臭。”少年人拜见长辈时先要
漱口、洗手，整齐发髻，系好衣服的丝带，还要在衣穗上系挂香囊（以香气表恭敬，也可避免身上的
气味冒犯长辈）。《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披带江离和白芷，以秋兰（兰草
）作衣带的佩饰。扈：hu，披带。“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取粪土以满香囊，佩而带之
，反谓花椒为臭（近小人而远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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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传统文化的殿堂是我始终向往的圣地，那变幻莫测的万丈光华，字里行间的金玉之音，似乎时时有种
吸引和召唤。祖父惜智公和娘舅李公玉章先生是我最早的老师。祖父治学，讲求博览而后证，心悦时
当机体悟。老人家近九十岁时，仍每晚端坐在油灯下读书，伴一炉清香，还用蝇头小字做笔记。舅父
玉章先生，书本、实证功夫皆深，而且记忆力惊人，无论《康熙字典》还是《辞源》，随便问一个字
，他都能随即说出是在哪一页上，从无差错。他们两人都曾反复讲到，读书时若有一炉好香，则能有
助于思考，领悟，以至于彻悟。祖父的遗物，只有破四旧的烈焰中残剩下的一堆古籍，其中有部分关
于香的书，部分支离破碎的读书笔记，在很多书的批注中也反复强调香是养性养生的良药。多年前，
曾与一位在传统文化方面很有名气的学者讨论中国的香文化。他认为香非大雅之物，我则以为它是传
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对研究性命学说与人天整体观都大有意义，是中国文化的一条无形之脉。讨论持
续了一整天，最终没有改变那位学者的观点，却增强了我进一步研究香的决心。后来，得遇恩师张公
柏林先生，由此算是真正迈入了传统文化的殿堂，重新认识了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对于香也有了更
深的理解。这些年对儒释道医等传统文化的参研使我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香在中国文化中占有一个
十分重要、十分特殊的地位。中国的香，可以说是道深如海，现代社会对它的认识和利用远远没有达
到应有的水平。几年之前，在诸多师友的鼎力帮助下，成立了一个以继承、发展香文化为宗旨，以再
现、研制传统香为中心的实体，也是我对传统香进行试验的基地，这就是现在的山东慧通香业公司。
此后，一方面是以慧通的科研生产中心为基地，制作了一批较有代表性的传统香，涉及佛、道、儒、
医诸家之香，有历史名香，也有秘传之香，包括伴月香、状元伴读香、宣和御前香、寿阳公主梅花香
、花蕊夫人衙香、宣和御制香、百花通和香、百花至宝香、安神益智香、灵馨香(灵鹫大宝塔香)、灵
虚香(三神香)、睡宝香、唐宫柏子贡香、旃檀微烟贡香、七宝莲花香、祛疫避瘟香、百合至宝香、开
慧益寿香枕、香药护腰、护膝等等。首先是对传统的记载进行实证，进一步探寻其内涵，得其诀窍。
成功地香品先在师友中流传，后又渐次扩展开来。另一方面则是以慧通为依托，为发展香文化作了些
初步的工作。2003年建立了“中国香文化网”(www.xiangwenhua.org)，这也是我国第一个关于香文化
的专业网站，许多文章被各类网站、杂志转载。2005年10月举办了“首届中国香文化展”，以图片、
实物、解说等形式展示了悠久灿烂的香文化。2005年12月，协助中央电视台在慧通的科研生产中心摄
制了我国首部香文化专题片《中国传统香》，介绍了香文化的内涵及传统香的制作工艺。所有这些关
于香的工作，都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有形或无形的支持与帮助，人人事事，令人感动。在这些帮
助下，使我从常人难以承受的艰难中走了过来，同时，也给了我为民族振兴奉献力量的勇气。几年来
的经历也令我深切地感受到，现今仍有很多的人喜欢香，也不乏有识之士对香有浓厚的兴趣，愿意了
解它，研究它，弘扬它。同时，人们对香也还存在很多误解、偏见和浅见，现在的香文化也有待于誓
兴。慧通与我本人只能是尽力而为，研究工作虽有进展却微不足道，也有许多遗憾与欠缺。唯一可以
坦然的是，本人布衣素食，箪食瓢饮，已将所有精力投入其中，慧通也将全部的力量贡献于香的事业
，未有一分一厘的资财消耗个人之逸乐。香文化这条贯通中华文化的无形之脉，如影如幻，许多史料
隐迹于茫茫文海，研究中也常常会触及一些较为敏感的领域，有如履薄冰之险，神龙见尾之难，但也
有鼻观熏性之喜，闻香近道之悦。期望这本书能象香文化网一样，吸引更多的大德志士投入到研究、
发展香文化的事业中来，使这几千年来一直与中华民族风雨同行的文化瑰宝能为中国文化的振兴再展
辉煌。傅京亮二00六年五月于听月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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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香文化》是第一部全面系统记叙香文化的专著，填补了香文化研究的空白。全书计36万字，从
香文化史、香药、制香工艺、品香、佛教与香、文人与香等多个方面探究了历史悠久而意蕴深厚的中
国香文化。 该书不仅涵盖香文化的各主要领域，还从考古器物、古文字、文献史料、医药学、动植物
学等多个角度切入，较为系统地勾绘出中国香文化数千年的整体发展脉络，较为可信地将香的历史溯
至中华文化的史前时期，全景式地展示出香文化与哲学理念、中医药学、礼制风习、文学艺术等多个
文化部类的密切关系，同时就香学领域的一系列重要的基础问题作出了颇有见地的阐述，初步建构了
传统香文化研究的框架与思路，堪称香学领域的一部开拓性著作，对当代国学研究颇有贡献。书中有
严谨审慎的经史考证，也有意趣盎然的涉香诗文，可作香友雅士的怡情之书，亦可开阔国学专业人士
之视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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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研究中国传统香文化必读，山东老乡，良师益友傅京亮老师力作。
2、入门级书。一本看了就困 不是我一个人困的书。认真脸。
3、书整体还不错，还没看，先给满分吧
4、内容很详实，不过黑白图不是很清晰，如果是彩色就更好了⋯⋯希望能出精装版本，那样更具收
藏价值
5、一本好书，非常值得，评论晚了
6、很好，想了解“香”，值得买
7、历史说的还好
8、可以百度到葛资料实在没有出书的必要。
9、书是人类进步最重要的阶梯
10、很好的呢。我很喜欢。
11、大部分在《香典》一书中都有了。感觉是各处搜集整理敷衍出的一本书。本来以为能讲下和香有
关的文化，或者香席，以及香道的。结果就是一些知识堆砌，并未提供更多值得一读的内容。不值得
买。
12、香，古老的养生文化！现如今合成的香料横行，毒了心肝脾胃肾。只是品香这样的活计，我没能
力支付，且是了解一番罢了。
13、一般，此书。
对中国传统四大香讨论不详。作为一般了解稍看即罢即可。
14、嗯。。。没看明白这书的意义何在。
15、这书看着不像一个人写的，前后多有重复
16、写得一般，不过这类书不多，看看也算补充点知识
17、空有其形不见其神犹如行尸走肉；嚼之无味弃之可惜好似鸡肋
18、纸张和装订非常好，买来收藏的，里面引了大量的诗句，至于内容，我个人偏爱内容翔实有条理
的，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内容我觉得还蛮有用
19、中国香文化这本书非常好！
20、从香的历史开始叙述，有相关诗句、医疗作用，和一些香料的介绍像，沉香、檀香和龙涎香等
21、傅老师送的另一本，大师之作。
22、是一本概述性质的文章，对香文化的传播有一定的作用。
23、很失望的第一次购物
24、由宣传部、文化部、教育部、轻工联合会、世界手工艺教育联盟为指导单位，中国香文化艺术研
究中心、央视华人频道主办的 【嵩山问香】第二届香文化论坛 9.19日将在嵩山开幕！

开幕式将会在嵩山少林景区广场，这是一年一度的香文化盛会。

 

届时陈磊、石德义、俞天白、郑尧锦、傅京亮、贾天明、黄海涛等诸多香学大师会莅临讲学，与众多
香文化爱好者一同研讨中国香文化的发展。

 

期待一同云集嵩山哦！

 

这个是大会网址
http://www.xianglunt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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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作者的资料整理很翔实细致，值得收藏的一本书。
26、发觉讲沉香的书非常少,这本书讲沉香也很少,但还是可以看一下
27、不错，普及知识不错的
28、做參考書用，大概瞭解可以。關於香的文學藝術蠻愛讀。
29、旁征博引，蔚为大观，可以挑拣感兴趣的部分精读。褒天然香贬合成香基调了然，念及自身，顿
生煮鹤焚琴之感。各部分文笔迥然，感觉非出自一人之手，有拼凑之嫌。
30、重复内容较多，如果不是有意为之就是校对差错。我很能理解作者出身制香世家想把所有背景知
识历史故事都集结的美好愿望，但是此书的确有近一半都是废话，如能删去反而会变凝练
31、若是对香感兴趣的，此书不可不翻。  很全面很详细，只要与香相关的，基本都收了：  史（诗词
曲赋史小说，没有没引用到的。脉络清晰，整理地几近完整），香药（从来源，效用，想气，用法，
历史等多方面讲了），香品（就是实际用的香），香具（除实物照片外，还有细致的示意图），佛教
相关，文人相关（故事，诗词文等）。  就一香的百科全书。  只是，既是百科全书，就多是枯燥。有
人称工具书为“老婆”，她也算师，想到什么随手翻基本能查到。另外，文有很多处有重复，也算是
个不大的影响。============以前看过个网站，“中国香文化”，没想到是此书作者开的，他们研
究香还制香。
32、写的颠三倒四。
33、资料翔实，涉及古今中外，极具可读性。赞。
34、很一般的一本书~与想象中的差距太远~
35、就是前后重复有点烦，删删减减应该能压缩不少长度的ww~甚至例图还重复也是笑哭。
36、去年在老师那里看到此书一直想买，这次看到了得以完成心愿，
37、有些小错误没勘校出来，不过还挺解闷的一本书。
38、本书描述香文化，就是查遍古籍，生搬硬套。实在是太过浅俗了。不过作为一本中学生入门读物
还是不错的，所以给两星（本来我是想给一星的）
39、这一本很不错，关于中国用香的书
40、星是打給覆蓋面的。
41、中国香文化
42、介绍品种还真不少。不错。
43、香文化的初步介绍
44、泛泛之谈，让人记不住。
45、挺喜欢作者的后记。书中的小错误是不少的。懂香的人也很少，写香的书很少，有这样一本，权
且当做科普了解了。在过往，香同茶一样皆为文人墨客所喜，可惜茶延续，香远离。居家者点香甚少
，香火相传似乎只见于庙宇之中，这么说来，倒是对佛道之教心存感激了。
46、不喜欢矫揉造作的仪式，所以我只读了第二章-香药，不读不要紧，最大感想，古人怎么能发明和
发现这些~龙涎香，沉香，麝香。。。。想象力有点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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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印度香，在印地语以及其它印度语言中称为agarbattī。印度有着制作香的丰富传统，这种传统可
以追溯到一千年前。许多印度香有着独特的香型，在全球其它国家找不到同种味道。统一制作香的体
系最先开始于印度，尽管吠陀梵语文本记载了香的功效—除臭、制造令人愉快的香味。在经典文献《
吠陀经》中，有关于印度香的记载，这是印度香最古老的资料。在《阿闼婆吠陀》和《梨俱吠陀》详
细记载了印度香。熏香是一种令人愉悦的芬芳剂并具有一定的药用性。在《阿育吠陀》的第一段中介
绍了印度香的药用功效。因此，大部分香的制造是由僧侣完成的。在早期的印度教中，印度香的特殊
治疗功效并入了宗教行为。随着印度教不断成熟起来，佛教也相继建立，印度香成为了佛教的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在公元200年，一批佛教徒游走至中国，并引进了印度香。现代制作香的体系有可能是由
当时的药师所制定的。因此，现代的制作香与其发源的印度草药体系有着内在的联系。 印度香自汉唐
时代引进中国，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现代，随着瑜伽养生在国内的盛行，印度香薰产品也越来越多
的受到广大中国消费者的喜爱，形成一种养生、美容、品味及修养之风。 近年来，经科学家研究分析
证实，气味分子通过呼吸道黏膜吸收后，能促进人体免疫球蛋白的产生，提高人体的抵挡力；气味分
子能刺激人体嗅觉细胞，通过大脑皮层的高兴抑制活动，调节全身新陈代谢，平衡植物神经功能，达
到生理心理功能的相对稳定。这从现代科学的角度证实了香气对人养生的重要作用。　　 用香制成的
香药多属植物类，也既是现在中药类属中的芳香类药物。如乳香、沉香、檀香、丁香、苏和香等。目
前，人类已知且使用的香药有三千六百余种，常用的也有四百余种之多，制香常用的香药约为130余种
。香药的药性在《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等中医经典中都有具体地、权威的界定。它们的共同
点是具有“驱邪扶正、痛经开窍、疗疾养生”的作用。如《神农本草经疏》中说“凡邪恶气之中，人
必从口鼻入。口鼻为阳明之窍，阳明虚，则恶气易如。得芬芳清阳之气，则恶气除而脾胃安矣。” 在
古代，人们根据这些香药的综合药性，按君、臣、佐、辅（使）组成各种方剂，制成各种剂型、各种
外形的的香品，以供人们焚烧（香饼、香丸、线香、盘香等）、佩戴（帷佩、香包、香囊、帷香）、
铺枕（香枕、香被、香褥）和食用（香食、香粥、香饭），以达到养生保健、防病治病、陶冶性情、
营造和美化环境的效果。 印度香有大量的香料。根据阿育吠陀印度草药按摩原理，所有的香料分成5
个类型： 1. 天（果实）例如：八角茴香； 　　 2. 水（茎、枝）例如：檀香、沉香木、雪松木、肉桂
、乳香、没药、龙脑； 　　 3. 土地（根）例如：姜黄粉、岩兰草、姜、木香根、缬草、印度甘松； 4.
火（花）例如：丁香； 　　 5. 空气（叶）例如：天竺薄荷。
2、除了香的历史值得读下，其他都是泛泛内容，看不看都无所谓，感觉像七拼八凑来的，重点香料
介绍少的可怜，短短几行就结束。虽说现在市面关于香的书少之又少，但是实在不值得花费这个钱，
相比同样为入门读物的《闻香》，此书差的实在太多。如果想对香有了解的不妨读《闻香》一书，不
管是内容还是装帧都比此书好的多。想了解更深的，《闻香》之后，《香典》就不得不读了，再深的
，《本草纲目》《千金翼方》《景岳全书》《黄帝内经》也是必读之书。
3、说实话，如果不是因为这本书是目前市面上极少数香道丛书，我应该在粗粗翻阅后就放弃了。本
书内容是很全，从古至今，尽量做到了点滴不漏，值得称赞。同样诟病的是，书章节定义与内容分类
，很是拖沓。特别是些诗词引用和说明介绍性文字，感觉是不同的章节是不同的人在写，最后拼凑在
一起。但不得不说的是，依然感谢傅先生，切实填补了白话香道的一个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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