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考古发现的宋代遗存中，有大量以熏香、闻香、礼香等香事为主旨的考古图像和各类设计精巧

的香器、香具，展现了宋代文人士绅钟爱熏香雅事的社会风尚，相关材料散见于宋代砖石雕壁画墓和窖藏、瓷
窑中。传世作品如宋诗、宋词、宋画中，描绘宋人用香之处亦多。宋人爱香，一方面与宋代社会生活的精细化和

宋代文人倡导专修自身、务品尚德的思想以及广泛的佛道信仰相关，用香于敬神礼佛之中成为风俗。另一方

面，宋代社会对香料的喜爱和广泛运用，更有赖于经宋代“海上丝绸之路”远销而来的域外香料所提供的坚实

物质基础，丝路繁华的香料贸易也为宋代经济、文化发展带来了巨大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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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爱香，不仅于诸般生活雅事上敬香、礼
香、品香，更有意在刀凿斧刻的墓葬石刻、传世久

远的笔墨诗画里留心描绘各种熏香雅事，考古发

现的香事题材图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社会

生活中精致的用香情景。从考古和文献中可见宋

代上至皇室权贵、文化精英，下到地方士绅、市井

小民，都流行用香为药、和香为食，更在日常诸事

中与香为友、礼香崇道。宋代香事繁荣呈现出前所

未有的鼎盛局面，其社会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

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外来香料的流行和兴盛，更

是一个直接的原因。

在香具、香料上不断推陈出新是宋人爱香的

一个表现。考古发现的宋代香具数量众多、式样各

异，反映出宋代香具生产量大、在社会上使用广

泛，宋人钟爱熏香并力求香具雅致精巧，热衷于在

香事上精益求精、风韵幽雅。
目前已发现的宋代砖石雕壁画墓中，有多幅

以礼香焚香为主题的图像，既有高等级品官家族

墓，也有普通士庶之家的墓葬。宋代传世绘画中此

类主题也多有出现。品官家族墓葬中的熏香图，可

见于四川省华蓥市发现的南宋丞相安丙家族墓四

号墓，后壁龛龛内雕刻了一与人等高的大型香炉，

香炉下部为六边形变形兽足座，座上双层莲花，其

上放置宝珠顶香炉。左右两侧各立一位身穿交领

长裙的侍女（图 1）。①四川彭山虞公著夫妻合葬墓

西室安葬的是虞公著妻留氏，西室东壁后龛雕刻

两位头梳双髻、身穿圆领长袍的女侍，一位手捧仿

古铜鼎式样香炉，一人手捧香盒，相向而立（图 2）。
②陕西省甘泉县柳河渠湾村金墓的墓室东北壁图

绘香花供养图，图中左侧身穿白色方领窄袖长袍

的男子手持雀尾香炉，壁龛右侧女子手捧方盘，盘

中放置瓜棱香合和瓶花（图 3）。③

①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安市文物管理所、华蓥市文物管理所：《华蓥安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年，第 107 页。
②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彭山县文化馆：《南宋虞公著夫妇合葬墓》，《考古学报》1985 年第 3 期。
③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甘泉县博物馆：《陕西甘泉柳河渠湾金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6 年第 11 期。

图 1：四川华蓥安丙家族墓

四号墓后壁龛示意图

图 2：四川彭山虞公著夫妻

合葬墓西室东壁后龛侍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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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荥阳槐西宋墓壁画内容丰富，包括居家

图、梳妆图、备宴图、出行图、孝行图等。其中西壁

下部图绘墓主夫妇与僧侣的礼佛焚香图，反映宋

代士庶之家礼佛敬香的场景。图中墓主夫妇相对

而坐，目视前方，中间一张方桌，桌上放置茶盏两

只，杯形香炉一座，炉上香烟一缕，袅袅上升。图像

左半部图绘身穿袈裟的僧侣四人，一人双手托莲，

其余三人双手击钹（图 4）。①相同的杯式炉，还可见

于河南巩义米河半个店北宋石棺线刻和山西沁水

县宋墓雕砖。其中山西沁水县宋墓砖雕焚香图，刻

有一位身穿长袍的男子端坐椅中，前方香几上放置

一杯式炉。②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北宋赵光

辅《番王礼佛图》中一位供养人也手捧此类香炉。

四川广元杜光世夫妇合葬墓西室西壁高浮雕

一仿古铜鼎式样大香炉，炉边高悬一有仰覆莲盖

座的神牌，香炉右侧刻一树，树下一人侧身静坐。
香炉左侧刻有一用手捧香的敬香人，作躬身拜祭

状。③四川省泸州宋墓中出土有数块石刻熏香图，

编号 L0025 的狮子出香位于帷幔正中的矮几上，

左右侍女一持瓶花、一捧香合。此种香炉以圆台做

炉身，莲蓬为盖，香烟从兽口散发。安徽省博物馆

藏北宋元祐二年墓出土绿釉狻猊与之相仿。02434
号熏香图中间雕刻一张方香几，上置一简洁的敞

口式样香炉和胆瓶插花，两侧身穿长襦的男侍一

人手拿香合，一人拈香入炉（图 5）。02491 号石刻

熏香图与之相似。02432 号石刻中一位侍女手捧龟

形香炉，龟口香烟一缕缓缓升起，另一侍女手捧仙

鹤，鹤口衔锦书“龟鹤齐寿”。④

考古出土和传世的香具主要分为香炉、香盒、
香箸、香几等，其中香炉作为燃香的最主要工具有

着最为丰富的式样形态。例如，发现于四川彭州的

宋代金银器窖藏银质香炉和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

出土的南宋莲花纹银制大香炉⑤、安徽省博物馆藏

北宋元祐二年墓出土绿釉狻猊⑥、江西吉水南宋墓

出土铜制香鸭⑦、安徽合肥包绶墓出土青白釉博山

炉⑧等，都是宋代香炉流行的式样（图 6）。

①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荥阳槐西壁画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8 年第 5 期。
② 李奉山：《山西沁水县宋墓雕砖》，《考古》1989 年第 4 期。
③ 四川省博物馆、广元县文管所：《四川广元石刻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2 年第 6 期。
④ 泸州市博物馆等编：《泸州市博物馆藏宋墓石刻精品》，北京：中华书局，2016 年，第 125、138、140、141 页。
⑤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川市博物馆编著：《四川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年，彩版四七。国家文物局

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大全·金银玉石卷·金银器篇》，香港：商务印书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 年，图 152。
⑥ 安徽省博物馆编：《安徽省博物馆藏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年，图四四。
⑦ 陈定荣：《江西吉水纪年宋墓出土文物》，《文物》1987 年第 2 期。
⑧ 安徽省博物馆编：《安徽省博物馆藏瓷》，2002 年，图五四。

图 3：陕西省甘泉县柳河渠湾村金墓

东北壁彩绘

图 4：河南荥阳槐西宋墓西壁示意图

图 5：泸州市博物馆藏宋墓石刻熏香

图号 L0025、02434

图 6.1：四川彭州金银器

窖藏银质香炉

图 6.2：浙江宁波天封塔

地宫出土的南宋莲花纹

银制大香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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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香炉制作成仿古物式样，是宋式香炉的时

代特色，既达到焚香熏物的实际需求，也满足宋代

文人士大夫崇尚古雅、寻古考古的精神追求和审

美风尚。其时的鼎、鬲式样香炉造型仿造三代秦汉

时期的青铜器式样，形制娇小，是宋人最常用到的

一类。此类香炉大多无盖，适用于雅室燕居，室内

无风处烧之。
香炉有大小、材质、式样之分，体量巨大者通

常安置在正殿、庙堂。小型香炉式样多仿古青铜器

和各类祥禽瑞兽，既可以捧握于手，也可以置于内

室外堂，包括鼎、鬲、豆、杯、狻猊、麒麟、香龟、香

鸭、香毬等不同式样，或是堑刻上莲蓬等装饰纹

样，材质包揽金、银、玉、铜铁和陶瓷，形制不拘一

格。据传世文献《陈氏香谱》记载：“香炉不拘银、
铜、铁、锡、石，各取其便用，其形或作狻猊、獬豸、



载“蔡京一日宴执政，以盒盛二三两许，令侍姬捧

炉巡执政坐，取焚之”①的场景相似。三是焚香读

书，如文献记载梅溪先生“焚香读易”，“净扫一室，

晨起焚香，读书于其间”。②四是焚香静修。如宋臣

赵鼎“焚香静坐”，“堂之四隅，各设大炉，为异香数

种，每坐堂中，则四炉焚香，烟气氤氲，合于坐上，

谓之香云”。③正是在这些看似最为普通、最为细微

的家居生活处，展现了宋人每日居室熏香的典雅

与乐趣，可见宋人爱香，不仅品香之味，更意在礼

香、用香中装点生活。
宋人喜于外堂、正殿设寓意祥瑞吉庆的香薰

狮子等香兽。考古发现的宋代石刻中，有在香几之

上安置狮子（狻猊）出香的图像，这在文献中可与

之对应，如《老学庵笔记》卷四有记载：“故都紫霞

殿有二金狻猊盖香兽也，故晏公冬宴诗云：狻猊对

立香烟度，鸑鷟交(狮)-38(准(（)/F1 1 Tf�0 Tr1 1� Tr1 绣 Tr1 明�9.99461 0 0 9.99461 0 0 Tm�17.025608 52.814686 TD�2.5013杉��)-38(准(（)/F&1 Tf#.628033 0 0 5.628033 0 0 Tm�20.873064 123.032982 TD4�) 75金�88.73980 Tr�9.99461 0 0 9.99461 0 0 Tm�6.064444 52.814686 TD�1 15f�07(鷟)] TJ�/F1 1 Tf�



天，且以箸梜之，首得文纪，次得顗。”①泸州博物馆

藏 02432 号宋刻高浮雕两位妇人，左侧妇人手捧香

龟，龟口香烟袅袅，右侧妇人手捧一鹤，鹤口衔锦书

“龟鹤齐寿”，暗含着世人焚香敬礼以祈夙愿“上达

天听”的美好诉求：“以白金香鸭香龟数事，送于玉

霄。”②寄予了墓主人对来世生命长生不死的追求，

也表达了死者亲人渴望“上闻帝前，令某长生”③的

愿望，以及对生活安泰、健康长寿的美好祈愿。
焚香作为道教斋蘸仪式和佛教仪轨的重要组

成部分由来已久。两宋时期，佛道两教影响不断深

广，促进了焚香崇道仪式在宋代趋于鼎盛，大量香

料被用于宗教活动。《老学庵笔记》记载徽宗崇宁

年间修造道观神霄宫时：“群道士无赖，官吏无敢

少忤其意。月给币帛、朱砂、纸笔、沉香、乳香之类，

不可数计，随欲随给。”④宋人也把香料用于雕塑佛

像，如陶谷《清异录》云：“以龙脑为佛像者有矣，但

未见有着色者。”⑤《夷坚志》（志丙卷六）记述温州

人张八居购买檀香观音像、以香礼佛的故事。河南

荥阳槐西宋墓西壁下部的礼佛焚香图，图绘墓主人

夫妇与僧侣焚香礼佛的场景。湖南美术出版社收录

的《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中，有一幅现藏于日本西

大寺的“南宋说法图”，图中香兽、香盒并列安置于

佛前香案之上。⑥此外，浴香汤、立香佛也是以香崇

佛敬道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宋代张君房编著的道教

经典《云笈七签》卷四十一《七签杂法》第一条“沐

浴”，即引诸多道教经典证香汤沐浴的重要性。
不仅赵宋皇室笃信道家、礼香崇道，官绅百姓

在日常生活和重大节庆时礼香拈香、崇佛敬道、祝
天祈福活动也非常兴盛。集体焚香盛况空前，北宋

时，东京五岳观“每岁清明日，放万姓烧香游观”。⑦

相关焚香的盛况亦见于南宋史料，《梦粱录》记载：

“自结制后，佛殿起楞严会，每日晨夕合寺僧行持诵

经咒，燃点巨烛，焚爇大香。”⑧“五月五日天中节

……杭城人不论大小之家，焚烧午香一月。”⑨《东京

梦华录》记载，每年四月八日浴佛节，东京“十大禅

院，各有浴佛斋会，煎香药糖水相遗，名曰浴佛水”。⑩

（三）焚香辟邪，驱病避瘟

“香之为用，从上古矣”。輥輯訛中国人的用香历史，

可以追溯到先秦两汉，从日常生活以香为食、以香

为药，到占卜祭祀，均有用香、礼香的传统，以香物

标榜高洁、驱秽洁灵更是历代文人骚客的文化诉

求。商周时期，先民们对香料和香药的功用已有初

步的认识，意识到香料既能净化空气、带来令人愉

悦的感官享受，又能驱蚊辟邪、清洁身体，具有药

用和精神寄托的双重功能。我们在《诗经》和《离

骚》中可以见到有很多诗句描述了各类香草、香
花。最典型的范例即是屈原的诗作《离骚》，以华丽

的辞藻铺陈数十余种香草、香花隐喻自身高洁自

守、矢志爱国的高尚情操。这一时期的香料种类单

一，人们凭借着对大自然的粗浅认识，主要“以芸

为香，以兰为芬，以郁鬯为裸，以脂萧为焚，以椒为

涂，以蕙为薰”。輥輰訛

逮至秦汉以迄隋唐，时人对香料香药的使用

程度更加深广。在两宋之际，人们对于熏焚香料的

使用范围和功能有了更为广泛而深刻的理解。《海

药本草》《列仙传》《南州记》等文献当中，均有记载

大秦国“降真香”有“焚香辟邪”的功效：“主天行时

气，宅舍怪异，并烧之有验……烧之感引鹤降，醮

星辰，烧此香甚为第一。度箓烧之，功力极验。小儿

带之能辟邪气。”輥輱訛

宋人常在高堂静室、幽庭深院、佛堂道观放置

香炉，或是随身佩香毬、香囊、香玉，除前文所列焚

香以怡情养性的精神效用和崇佛敬道的宗教功能

之外，在香料选取、香方制作、香药配比方面的知

识技术不断精进，制作出很多流传后世的香方、香
药和香食，在颐养身心之外另求治病驱瘟、健身养

性。例如，“香茶”和合二物，以上等细茶配以片脑、
沉香、檀香、麝香、甘草制成茶饼，或以高茶配龙

①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第 9122 页。

② （宋）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卷 45，北京：中华书局，2003 年，第 1011 页。

③ （宋）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卷 120，第 2645 页。

④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第 25 页。

⑤ （宋）陶谷：《清异录》（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

⑥ 《海外藏中国名画·3·南宋》，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 年，图 206。

⑦⑩ （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59、202 页。

⑧⑨ （宋）吴自牧：《梦粱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年，第 156、157 页。

輥輯訛 （宋）丁谓：《天香传》，转引自：（明）周嘉胄《香乘》卷 2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44 册），第 572 页。

輥輰訛 《苏东坡全集》（上册），北京：中国书店，1986 年，第 544 页。

輥輱訛 （宋）洪刍：《香谱》（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44 册），第 2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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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麝香、白豆蔻等再于石上杵干，成为当时的著

名香药。宋代医药著作《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伤寒

总病论》，以及宋徽宗敕编《圣济总录》当中，均有

记载大量香药配方、使用方法和功能效用的内容。
正如美国学者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所

指出的：“中世纪的远东，对于药品、食物、香料以

及焚香等物品并没有明确的区分———换句话说，滋

补身体之物与怡养精神之物之间，魅惑情人之物与

祭飨神灵之物之间都没有明确的区别。”①

西汉凿通西域，域外香料得以经丝绸之路运

往中土，但汉代陆路寻香之途遥远艰险，香料是异

常贵重之物，汉晋时期还只供极少皇室、显宦、高
僧在重大场合使用，既象征着显赫身份和社会财

力，也在佛家典籍中暗含着某种神圣意义。《高僧

传》曾记载一则魏晋高僧佛图澄遣弟子西行求香

的轶事：“澄常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余弟

子曰：‘掌中见买香弟子，在某处初被劫垂死。’因
烧香呪愿，遥护救之。弟子后还云：‘……忽闻香

气，贼无故自惊。’”②

汉代以后，丝绸之路贯通东西，陆上丝路连接

南亚、中亚、西亚、欧洲等地，海上丝绸之路连接东

南亚、南亚以及阿拉伯半岛，丝路贸易的昌盛使得

通过海路和陆路运送而来的域外香料在种类和数

量上日渐增多，奠定了香料使用和推广的物质基

础。用香人群、用香数量在丝路贸易开通后的几百

年间经历了一个由皇室至贵族再至民间、由少及

广的漫长发展历史，域外香料与本土香料不断融

合，域外用香文化习俗与汉文化中的香料使用范

式也在发生碰撞和交融。在这一漫长的普及历史

中，用香雅趣和礼香文化在晋唐时期日渐丰富，逮

至宋朝，焚香用香之俗达到前所未有的繁盛，熏香

用香雅事成为上达皇室显宦，下至文人士绅日常

生活和重大节庆的重要活动内容，香料的使用已

完全渗透到宋人庙堂、家居、出行、敬神礼佛、食

物、医药的各个方面。可以说，宋代丝绸之路和高

度发达的丝路贸易推动了宋人用香习俗的鼎盛，

而宋时对香料的大量需求同样刺激了丝路经济的

再度发展和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互通，香事发展与

丝路繁荣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
丝路贸易的发达为宋代输入大量精良的异域

香料。在两宋时期，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均有显著

提高。宋代香料贸易是丝绸之路上贸易往还和文

化交流的重中之重，宋人以精美的瓷器和丝织品

销往海外，再用海船满载各种香药而归，这一时期

通过海陆丝绸之路贩运来的香料数量和质量较之

前代都有显著提高。其中香料的主要贸易通道南

海丝绸之路更被喻称为“香瓷之路”。1974 年，福建

考古文物工作者在泉州湾港内发现一艘满载香料

木和香药远洋回国的木造宋代商船（图 10），从船

舱中清理出土的遗存有香料木、胡椒、槟榔、乳香、
龙涎等，香料木包括降真香、檀香、沉香等多种，成

捆成捆的堆积在船舱中，总重量达 4700 多斤（参

见表 1）。③

有宋一朝，香料的进口数量不断增加。史料载

天禧末年诸州上供“香药珠宝三十七万五千斤”。④

① ［美］爱德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第 341 页。
②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卷 9，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351 页。
③ 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报告编写组：《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简报》，《文物》1975 年第 10 期。
④ （宋）王应麟：《玉海》卷 18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87 年，第 33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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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香（药）料木

胡椒

槟榔

乳香

龙涎

朱砂

水银

玳瑁

仓号名称

表 1：泉州湾宋代海船船舱出土香料

资料来源：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报告编写组：《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简报》，《文物》1975 年第 10 期。表内“·”记号

表示有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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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泉州湾宋代海船全貌

① 《宋会要辑稿》（第 16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9816 页。
②③ （元）脱脱：《宋史》，第 4559、4537 页。
④⑤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卷 9，第 346、347 页。
⑥⑦ （宋）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卷 37，第 816 页。

至熙宁年间，仅广州市舶司购买并纲运至京师的

乳香就达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宋会要辑

稿》载：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 年）从占城朝贡的

商品中，香料包括沉香在内多达十三种，其中仅乌

里香就多达“五五零二零斤”。①据宋代洪刍《香谱》
和赵汝适《诸蕃志》等资料记载，当时进口的香料

达一百多种，其中常见的有乳香、龙涎香、龙脑香、
沉香、檀香、白檀香、丁香、苏合香、麝香、木香、茴
香、藿香等数十种。香料的大宗进口，直到元代仍不

衰竭。
丝路贸易尤其是香料贸易为宋廷带来巨额税

收并极大促进了宋代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得到了

两宋朝廷的大力推广。宋代的香料贸易分为官方

贸易和民间买卖，官方贸易是朝廷对某些香料的

垄断经营，而促兴民间买卖则是获取高额税收的

重要途径，宋政府对香料贸易经历了从垄断经营

到“听市于民”的转变。据《宋史·食货志》载：“太宗

时，置榷署于京师，诏诸蕃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
两浙、泉州，非出于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其后乃

诏：自今惟……玛瑙、乳香禁榷外，他药官市之余，

听市于民。”②有宋一朝，茶、铁、矾和香料经济的收

入为宋廷收入之前四位：“宋之经费，茶、盐、矾之

外，惟香之为利博，故以官为市焉。”③可见两宋朝

廷趁着这股“焚香之热”，从海外香料贸易中获取

了巨大盈利。
不仅宋廷将香料贸易视为财政重要来源之

一，民间亦有相当数量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从事转

运香料、制作香方、打造香具、贩卖香物的相关商

业活动。宋代作品如《东京梦华录》《清明上河图》
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各式方法反映了宋代香料

贸易的兴盛繁华，香事繁荣极大地促进了宋代民

间商贸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外来宗教同时带来

的礼香文化与本土宗教用香仪轨相融合，是促进

香事繁荣的又一动因。佛教、景教、摩尼教在唐宋

时期流行于华夏大地，其中东传入中土的佛家重

香思想影响最为深远。香在佛教教义和佛家典故

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焚香用香更是作为

佛家仪式自汉传入中土而历代不衰，在《高僧传》
等典籍中，有诸多佛教僧人烧香的记载，如“（石

勒）召（佛图澄）问曰：佛道有何灵验。澄知勒不达

深理，正可以道术为征……即取应器盛水，烧香咒

之，须臾生青莲花，光色曜目。勒由此信服。”④“澄

坐绳床，烧安息香，呪愿数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

微流。”⑤

道教等本土宗教对用香礼香的重视和运用也

极大促进了香事在宋代的发展。香料、香具的使用

已成为宋代道教仪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道

教经典汇编《云笈七签》记载：“凡修斋主虔诚，斋

官整肃。至如香灯不备，亦曰疏遗。启圣祈真，莫先

于此。香贵在沉水旃檀，依上清香珠丸合和，不得

用甲麝。招真致灵，务存精志。如寒栖学真道士修

斋，单贫不可致者，亦宜以少为信，无令顿阙。若纯

以乳头，非道家所用也。”⑥道家认为熏香焚香时香

烟飞升，既可以使世人的愿望上达天听，也能使上

天之意借以传达：“香者，天真用兹以通感，地祗缘

斯以达信，非论斋洁，祈念存思，必烧香左右，侍香

金童，必为招真达意。”⑦

两宋统治者大力推崇佛、道二教和熏香雅事，

通过佛道二家圆融汇通并深入影响民众生活，与

之相关的宗教思想和礼香教仪也与民



①② 徐晓鸿：《〈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新释（八）》，《天风》2016 年第 12 期。
③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第 125 页。

施”，①并记载了“代宗文武皇帝，恢张圣运，从事无

为。每于降诞之辰，锡天香以告成功”。②摩尼教又

被称为明教，两宋时期主要在福建传播，陆游在

《老学庵笔记》中记载：“闽中有习左道者，谓之明

教。……烧必乳香，食必红蕈，故二物皆翔贵。”③宋

代景教和摩尼教的影响力虽不如佛道二家，但也

是两宋香事繁荣一股不可忽视的外在推动力。
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外来香料和医药文化与

中国传统医学以植物入药的治病方式相结合，发

展出诸多治病养身的各类香药香方。以香为药的

传统由来已久。伴随着唐宋医学发展、对药物（香

料）、药方（香方）认识更加深入，香料被广泛运用

于治病、醒神、强身，既满足民众的日常需求而在

社会上高度普及，亦迎合宋代统治阶层和文人士

绅追求精神高洁雅致、身体清健舒朗的品位追求。
在宋代的香事专著和医药典籍中，详细记载

宋人常用的香料名称、药用药性和香方工艺。例

如，在宋代香事的集大成之作洪刍《香谱》和陈敬

《陈氏香谱》中，详细介绍了龙脑香、婆律香、沉水

香等数百种香料、印香、香方的产地、来源、形色、
制作工艺、药用价值，其中 2/3 的香料是通过域外

传播而来。宋代医药著作除了《经史证类备急本

草》《伤寒总病论》，以及宋徽宗敕编《圣济总录》当

中大量记载香药配方、使用方法和功能效用的内

容外，在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寇宗奭《本

草衍义》等书中，还详细记载了沉香、丁香、乳香、
龙脑香等的药理药性和使用方法，不仅在日常生

活处用于通经健体、“去恶气”、明目清心，还被用

于医治伤筋动骨和妇科疾病等。宋代医药著作不

仅新增大量外来香药药性药理，并对前代香药的

使用方式进行改良，在汇总整理前代香药香方的

基础上出现了大量宋人新自研制的新方、新药。

由于对香药的药性药理理解更为深入，以香

入药、香药入食、以香入茶已成为宋人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除前文所述香茶外，还有《游宦纪

闻》中记载的“香药饼”、《梦粱录》中记载的“香药

木瓜”、《岭外代答》中记载的“香药槟榔”等食物在

两宋时期已较为普及。

爱香、礼香的文化历经千年发展，最终在宋代

达到鼎盛，这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化现

象。宋代制作、贩卖、使用香料的主要人群已经从

过去局限于皇室贵族，扩展为掌握知识、经济力量

的地方精英乃至普通的乡绅士民。这样庞大而广

泛的社会群体对香料的集体需求和多方面的利

用，其隐含于后的历史背景值得深入探讨。本文认

为，这既与宋代社会生活的精细化、文人化有密切

的联系，也与宋代丝路贸易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方面，巨大的社会需求、财政税收和商贸利益激

励着丝路香料贸易的兴盛繁华；而另一方面，通过

丝绸之路贩运而来的数量惊人的香料，以及与之

相关的熏香文化与本土文化汇融和合，又促进了

两宋香事的进一步发展。考古发现的大量相关遗

存和文献记载相互补充，正是这一时代风尚的真

实缩影和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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