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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
格
·
君
子
风
骨

中
华

文
化

向
来

强
调“

物
以

载
道

”，
无

论
是

海
南

沉
香

还
是

海
南

黄
花

梨
，都

具
有

中
华

美
学

的
独

特
意

境
与

韵
味

，透
过

这
一

意
境

与
韵

味
，我

们
可

以
看

见
传

承
千

年
的

文
化

品
格

。
海

南
沉

香
承

载
了

高
洁

清
雅

、淡
泊

洒
脱

的
志

趣
。“

焚
香

点
茶

，挂
画

插
花

。”
焚

香
名

列
宋

代
四

大
雅

事
之

首
，代

表
着

中
华

文
化

中
的

雅
尚

之
美

。
海

南
沉

香
是“

香
中

王
者

”，
自

然
更

是
雅

趣
十

足
。“

午
梦

初
回

理
旧

琴
，竹

炉
重

炷
海

南
沉

”，
南

宋
著

名
诗

人
陆

游
有

着
焚

香
抚

琴
的

雅
好

，海
南

沉
香

便
是

他
的

心
头

所
好

。
古

人
为

什
么

偏
爱

沉
香

？
一

方
面

，缘
于

沉
香

寄
托

了
他

们
冰

清
玉

洁
的

高
雅

追
求

，代
表

着
淡

泊
宁

静
的

人
生

态
度

；另
一

方
面

，也
因

为
沉

香
经

虫
蚀

鸟
啄

、风
摧

火
烧

方
能

结
香

，恰
如“

宝
剑

锋
从

磨
砺

出
，梅

花
香

自
苦

寒
来

”，
给

人
鼓

舞
和

力
量

。
人

因
有

人
格

而
可

贵
，
而

海
南

黄
花

梨
的

名
贵

，
也

在
有

其
“

格
”。
“

格
”指

的
是

树
心

部
分

，这
部

分
木

性
较

稳
定

，是
制

作
家

具
和

工
艺

品
的

首
选

。
正

因
有“

格
”，

才
使

得
海

南
黄

花
梨

色
泽

不
喧

不
躁

，气
味

清
新

淡
雅

，以
此

打
造

的
家

具
线

条
优

美
、造

型
简

洁
，这

些
特

征
与

中
国

古
代

文
人

洒
脱

、概
括

、简
约

的
旨

趣
相

契
合

。
如

果
只

看
一

株
黄

花
梨

树
，它

却
显

得
平

平
无

奇
，与

山
林

间
密

布
的

乔
木

并
无

二
致

,只
是

默
默

地
在

山
林

间
生

长
。

而
这

，正
与

中
国

人
所

倡
导

的
君

子
品

格
相

似
，
低

调
而

坚
决

，
坚

韧
而

内
敛

。
最

后
，
那

些
急

于
长

大
的

树
木

都
资

质
平

平
，
只

能
付

之
一

炬
，而

黄
花

梨
却

能
成

其
材

，流
传

千
古

。
时

至
今

日
，沉

香
花

梨
之

所
以

仍
能

俘
获

人
心

，本
质

上
是

无
形

的
文

化
观

念
在

起
作

用
。

不
管

是
沉

香
还

是
花

梨
，或

许
已

不
再

是
生

活
的

必
需

品
，但

它
们

却
永

久
地

成
为

了
人

们
心

灵
上

的
寄

托
，成

为
另

一
种

不
可

或
缺

的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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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
值
·
融
入
生
活

汉
中

藤
编

融
入

网
络

销
售

，成
为

当
地

脱
贫

群
众

持
续

增
收

的
特

色
产

业
；贵

州
苗

绣
结

合
传

统
与

时
尚

，成
为

推
动

乡
村

振
兴

的
地

方
特

色
品

牌
…

…
纵

观
他

山
之

石
，可

以
发

现
，守

正
创

新
，推

动
文

化
与

产
业

交
融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打

开
方

式
会

更
多

元
，文

化
价

值
的

实
现

也
将

更
为

高
效

。
传

承
沉

香
花

梨
文

化
，
同

样
需

要
守

正
创

新
，
激

活
相

关
产

业
。

海
南

在
这

方
面

已
先

行
一

步
，近

年
来

，作
为

海
南

大
力

发
展

的“
六

棵
树

”中
的

重
要

树
种

，海
南

沉
香

、黄
花

梨
等

特
色

林
业

品
牌

及
产

业
已

取
得

快
速

发
展

。
而

这
次

沉
香

花
梨

国
际

大
会

所
做

的
工

作
之

一
，就

是
为

海
南

沉
香

与
海

南
黄

花
梨

搭
建

一
个

融
入

现
代

生
活

、体
现

当
代

价
值

的
平

台
，为

沉
香

花
梨

文
化

提
供

更
多

的
转

化
途

径
。

大
会

设
置

了
许

多
与

时
俱

进
、促

进
产

业
创

新
发

展
的

议
题

，
如

沉
香

产
业

的
创

新
发

展
、黄

花
梨

传
统

工
艺

美
学

与
现

代
时

尚
融

合
、中

华
传

统
香

文
化

的
普

及
和

国
际

传
播

路
径

、海
南

沉
香

医
药

应
用

及
健

康
产

业
的

发
展

、国
际

沉
香

产
业

发
展

趋
势

与
文

旅
融

合
等

。
这

些
议

题
不

仅
内

涵
丰

富
、角

度
新

颖
，许

多
还

指
向

了
当

下
的

生
活

，
如

健
康

产
业

、文
旅

融
合

等
，
都

有
着

现
实

的
生

命
力

。
相

信
这

些
议

题
的

探
讨

，将
助

力
沉

香
花

梨
文

化
资

源
的

进
一

步
活

化
利

用
，让

越
来

越
多

的
年

轻
人

拥
抱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
同

时
，这

次
大

会
也

将
邀

请
众

多
国

外
嘉

宾
和

买
家

，让
全

世
界

更
好

地
了

解
中

国
沉

香
、黄

花
梨

，进
一

步
提

升
其

在
国

际
上

的
影

响
力

，助
力

传
播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讲
好

中
国

故
事

。
我

们
可

以
相

信
，通

过
这

次
大

会
，沉

香
花

梨
的“

文
化

味
”将

更
充

分
地

挖
掘

和
呈

现
，沉

香
花

梨
特

色
文

化
能

够
在

新
时

代
绽

放
出

更
多

光
彩

，其
文

化
价

值
能

够
闪

耀
在

更
多

人
的

生
活

中
。

▶ 传
承
·
守
正
创
新

有
时

候
，沉

香
花

梨
好

像
距

离
我

们
很

远
，但

其
所

蕴
含

的
品

格
、所

承
载

的
道

理
，
却

能
够

穿
越

千
年

击
中

我
们

每
个

人
的

内
心

，这
便

是
文

化
传

承
的

力
量

。
多

年
来

，海
南

为
传

承
和

弘
扬

沉
香

花
梨

文
化

做
出

了
许

多
努

力
。

如
在

省
博

物
馆

中
增

设“
香

中
魁

首
—

—
海

南
沉

香
陈

列
”

（
沉

香
馆

）
和“

木
中

皇
后

—
—

海
南

花
梨

陈
列

”（
花

梨
馆

）
，是

海
南

特
有

风
物

馆
。

此
外

，还
组

织
学

者
出

版
了
《

香
中

魁
首

—
—

海
南

沉
香

陈
列

》
等

一
系

列
研

究
著

作
。

今
天

，沉
香

花
梨

已
远

不
止

是
香

料
与

木
材

本
身

，而
是

我
们

共
同

的
文

化
记

忆
。

守
护

好
、传

承
好

这
份

文
化

记
忆

，是
我

们
义

不
容

辞
的

责
任

。
文

化
记

忆
虽

然
是

无
形

的
，但

其
传

承
却

有
章

法
可

循
。

如
果

仅
靠

部
分

人
的

热
忱

和
情

怀
作

支
撑

，沉
香

花
梨

的
文

化
传

承
往

往
难

以
为

继
；唯

有
守

正
创

新
，让

传
统

文
化

与
现

代
文

明
相

互
兼

容
，才

能
走

向
正

向
循

环
。

斗
香

大
赛

、品
鉴

会
、直

播
节

…
…

这
一

次
的

沉
香

花
梨

国
际

大
会

，将
举

办
一

系
列

精
彩

的
配

套
活

动
，便

是
要

以
时

下
流

行
的

方
式

，
以

年
轻

人
喜

闻
乐

见
的

活
动

，更
好

地
传

承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

在
古

代
，斗

香
不

仅
仅

是
品

味
香

料
，它

早
已

超
越

了
嗅

觉
的

享
受

，成
为

了
一

种
融

合
品

味
、艺

术
与

哲
学

的
文

化
交

流
方

式
，

一
次

斗
香

，便
是

一
场

深
层

次
的

思
想

与
艺

术
碰

撞
。

这
一

次
大

会
的

斗
香

大
赛

独
具

匠
心

，将
古

代
文

人
雅

士
聚

会
的

这
一

大
雅

事
，创

新“
改

良
”为

赛
事

活
动

，以
现

代
的

赛
事

组
织

形
式

为
斗

香
文

化
的

传
承

赋
能

。
对

历
史

最
好

的
继

承
就

是
创

造
新

的
历

史
。

这
次

大
会

还
将

邀
请

相
关

专
家

学
者

，围
绕

黄
花

梨
的

产
业

传
承

与
创

新
发

展
等

发
表

主
旨

演
讲

，并
将

分
享

黄
花

梨
、沉

香
一

树
一

证
种

养
制

度
与

交
易

集
成

创
新

案
例

，让
沉

香
花

梨
文

化
传

承
的

最
新

成
果

，在
这

里
呈

现
。

南
国
有
嘉
木
，沉

香
与
花
梨
。

沉
香
与
花
梨
出
海
南
者
，生

而
不
凡
、品

质
超
群
，是

一
方
不
朽
文
木
，更

是
一
段
天
涯
传
奇
。
海
南
沉
香
有“

香
中

王
者
”之

美
誉
，引

领
中
华
香
文
化
之
潮
流
，海

南
黄
花
梨
被
称
为“

木
中
皇
后
”，
成
就
了
中
国
古
典
家
具
的
巅
峰
。

花
非
花
，木

非
木
。
如
同
梅
花
象
征
高
洁
、不

屈
，荷

花
代
表
清
正
、无

邪
，海

南
沉
香
的
雅
洁
、淡

然
，海

南
黄
花
梨

的
温
润
、坚

韧
，早

已
深
深
熔
铸
于
我
们
的
文
化
谱
系
之
中
，形

成
独
特
的
文
化
价
值
。

传
承
文
化
基
因
，赓

续
中
华
文
脉
，更

需
与
时
俱
进
、守

正
创
新
。
11
月
2
9
日
至
12

月
1
日
，2
0
2
4
沉
香
花
梨
国
际

大
会
将
在
海
口
举
行
，助

力
传
承
和
弘
扬
沉
香
花
梨
文
化
，让

南
国
嘉
木
在
新
时
代
焕
发
新
活
力
、绽

放
新
光
彩
。

中
国

用
香

的
历

史
悠

久
，制

香
、焚

香
、斗

香
等

雅
事

一
贯

古
今

。
在

名
目

繁
多

的
香

料
中

，海
南

沉
香

以“
清

婉
”“

优
雅

”著
称

，自
古

便
受

到
文

人
雅

士
的

追
捧

。
早

在
宋

代
，
海

南
沉

香
便

享
誉

中
原

，
北

宋
宰

相
丁

谓
被

贬
海

南
期

间
撰

述
了
《

天
香

传
》
，成

为
为

海
南

沉
香

立
传

的
第

一
人

。
他

写
道

：“
琼

管
之

地
，黎

母
山

酋
之

，四
部

境
域

，
皆

枕
山

麓
，香

多
出

此
山

，甲
于

天
下

。”
《

天
香

传
》
使

海
南

沉
香

声
名

鹊
起

，此
后

几
百

年
间

渐
得“

冠
绝

天
下

”之
美

誉
。

北
宋

大
文

豪
苏

轼
谪

居
海

南
期

间
，恰

逢
弟

弟
苏

辙
六

十
寿

辰
。

于
是

，苏
轼

寻
来

一
沉

香
山

子
作

为
弟

弟
的

寿
礼

，并
寄

以
《

沉
香

山
子

赋
》
。

这
篇

精
彩

的
赋

文
对

沉
香

的
赞

美
毫

不
吝

啬
。

赋
中

写
道

：“
既

金
坚

而
玉

润
，亦

鹤
骨

而
龙

筋
”，

将
海

南
沉

香
写

得
形

神
毕

现
，

“
金

坚
玉

润
、鹤

骨
龙

筋
”，

宛
如

一
个

谦
谦

君
子

，也
是

苏
门

两
兄

弟
的

精
神

追
求

，后
人

称
“

海
南

的
沉

香
有

苏
东

坡
的

气
质

”。
明

代
医

学
家

李
时

珍
在
《

本
草

纲
目

》
中

盛
赞

海
南

沉
香

：“
占

城
（

越
南

）
不

若
真

腊
（

柬
埔

寨
）
，真

腊
不

若
海

南
黎

峒
。

黎
峒

又
以

万
安

黎
母

山
东

峒
者

，冠
绝

天
下

，谓
之

海
南

沉
，

一
片

万
钱

。”
千

百
年

的
积

累
，海

南
沉

香
一

次
又

一
次

被
推

向
顶

峰
，由

此
也

造
就

了
无

数
绮

丽
动

人
的

香
事

，形
成

了
悠

久
浓

厚
的

沉
香

文
化

。
沉

香
树

沉
潜

山
林

一
生

只
为

结
香

的
可

贵
品

质
，

间
接

呼
应

了
海

南
沉

香
沉

静
内

敛
、兰

心
蕙

质
的

文
化

底
蕴

，也
彰

显
了

文
人

雅
士

德
艺

双
修

的
道

德
操

守
。

“
百

年
添

得
一

寸
径

，千
秋

能
成

半
尺

材
。”

惟
有

经
历

千
百

年
的

岁
月

洗
礼

，方
能

孕
育

出
海

南
黄

花
梨

的
温

润
光

泽
。

千
年

前
，黄

花
梨

便
已

声
名

在
外

。
唐

代
医

药
学

家
陈

藏
器

便
在
《

本
草

拾
遗

》
中

称“
榈

木
出

安
南

及
南

海
，用

作
床

几
，似

紫
檀

而
色

赤
，性

坚
好

”。
这

种
说

法
后

来
也

被
明

代
医

药
学

家
李

时
珍

采
用

。
性

坚
好

，既
是

海
南

黄
花

梨
木

材
的

特
性

，也
是

它
文

化
品

格
的

写
照

。
人

有
人

格
，木

有
木

格
，

人
格

与
木

格
有

时
能

够
相

通
。

如
《

红
楼

梦
》
中

也
多

次
写

到
黄

花
梨

，其
第

40
回

中
写

：“
探

春
素

喜
阔

朗
，这

三
间

屋
子

并
不

曾
隔

断
。

当
地

放
着

一
张

花
梨

大
理

石
大

案
…

…
”

贾
探

春
既

精
明

能
干

、工
诗

善
书

，又
关

心
家

国
大

事
，颇

有
经

世
致

用
之

才
，是

一
位

亦
柔

亦
刚

的
姑

娘
。

她
的

房
中

放
的“

花
梨

大
理

石
大

案
”。

大
理

石
坚

硬
偏

凉
，花

梨
木

却
色

泽
温

润
，二

者
合

为
一

体
，有

刚
柔

相
济

之
美

，正
契

合
了

贾
探

春
的

人
物

特
点

。
《

易
经

》
中

说“
谦

谦
君

子
，卑

以
自

牧
也

。”
意

指
君

子
应

当
有

谦
卑

自
守

的
品

性
，海

南
黄

花
梨

不
正

如
谦

谦
君

子
吗

？
海

南
黄

花
梨

制
成

的
器

物
，色

彩
艳

丽
、纹

理
清

晰
，经

过
长

时
间

的
把

玩
后

，
会

呈
现

温
润

如
玉

的
质

感
，如

有
君

子
待

人
一

般
。

此
外

，
海

南
黄

花
梨

先
是

以
寻

常
树

木
之

貌
，
藏

于
深

山
数

十
年

，
终

成
惊

世
之
“

格
”
，
后

又
以

草
木

之
身

，
怀

金
玉

之
质

，
成

就
名

传
后

世
的

中
国

家
具

典
范

，
这

正
是

海
南

黄
花

梨
品

格
的

生
动

写
照

。

海
南
沉
香
。（
张
晓
武
供
图
）

海
南
省
博
物
馆
展
出
的

黄
花
梨
标
本
。
海
南
日
报
全

媒
体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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