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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大诗人苏东坡
一生与香为伴，无论在朝
为官还是被贬流放时，哪
怕睡个午觉，身边也得焚
着香，熏着香气酣然入
梦：“日射回廊午枕明，水
沉销尽碧烟横。”他是史
上著名的合香高手，是对
香有着深入研究的香论
大家，他对合香的时节、
香料、用具都非常讲究。
在给“苏门四学士”之一、
被称“香痴”的另一位大
诗人黄庭坚的诗《和黄鲁
直烧香二首》中，苏东坡
写道：“不是闻思所及，且
令鼻观先参。”意即香要
用心去品味，古人称之为
“听香”，此境界非一般人
所能抵达。

海南沉香。

（明）周嘉胄所撰《香乘》，载有
“雪中春信”香方。

雪里已知春信至

苏东坡玩香，可谓已到极
致。宋《陈氏香谱》有载，“梅花
香”有好几种不同配方，尤有一道

“雪中春信”，无限清冷幽静，却暗
藏盎然生机。“雪中春信”即为苏
轼所创制。苏东坡历时七年，只
为和出早春寒意料峭时梅花初绽
的香气。宋哲宗元祐五年（公元
1090年）初春，一场春雪洒落杭州
城。彼时的杭州城太守苏东坡，
缓缓踱步来到院中，盯着落了一
树白雪的梅花丛，凝神良久。随
后他唤来爱妾朝云与侍女，从博
古架中取下一个精致锦匣，从中
拿出一只羊脂玉碗，交于朝云，殷
殷叮嘱她，趁着此时春雪正盛，到
院中取一些梅花芯中之雪，取雪
时要有感存天地和爱梅之心，一
定要摒弃杂念，以毛笔轻轻扫动，
切不可伤到梅花。苏东坡又让书
童从香窖中拿出炮制好的沉香、
檀香，烘干的丁皮梅肉，以及朴硝
等香药，按照他给的配方一一称
出。这些香药，早在年前他就已
制好，只等今天这场大雪。待爱
妾与侍女采雪归来，碗中的雪部
分已经融化，带有花粉的雪水闪
着淡而晶莹的光泽，散发出幽幽
梅香。他把配好的香药铺撒于和
香盘中，用鬃刷弹上一层玉碗中

“梅魂雪魄”的花露，再铺一层香
药，待香药润透后，开始和香。而
后，用和好的香粉做成篆香并将
其点燃，那氤氲香气，如同万梅吐
幽，苏东坡闻之，自言“百日窖藏
后其香韵则会更加悠长”。

“沉檀为末各半钱，丁皮梅肉
减其半，拣丁五粒木一字，半两朴
硝柏麝拌，此香韵胜殊冠绝，银叶
烧之火宜缓。”此香气味幽凉，闻
之使人心安，“雪中春信”就此成
为香谱中最美的一味，流传千
年。这大概也是苏东坡创制的最
浪漫的一味香，于冷香中嗅得花
开之味，雪里已知春信至。

明朝文学家屠龙曾如是评价
苏东坡的和香：“和香者，和其性
也；品香，品自性也。自性立则命
安，性命和则慧生，智慧生则九衢
尘里任逍遥。”苏东坡的品性，与
他的香一样高洁宜人。

值得一提的是，今人陈云君
为了纪念苏轼和苏辙两位大文豪
的才气及其兄弟间的深厚感情，
特别在他的集子《燕居香语》中提
出了一款和香“二苏旧局”，名字亦
是风雅至极。据称此香由沉香、檀
香、乳香、琥珀、炼蜜、茉莉花调制
而成，温熏后花香褪却，几不可闻，
有古书卷纸间的草木气息。这香
气缥缥缈缈地衔接起苏东坡的“雪
中春信”，绻缱了近千年。

“苏黄”以香唱知己

在宋代文学史中，“苏黄”
代表着一种高度，“苏”是苏东
坡，“黄”即为黄庭坚。黄庭坚
既是苏东坡的门生（黄庭坚与
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游学于苏
轼门下，合称为“苏门四学
士”），亦是苏东坡的知己，除了
诗词、书画，“苏黄”在香道上也
是同好者。黄庭坚对海南沉香
的喜爱，或许更甚于苏东坡，在
其《贾天锡惠宝薰乞诗作诗报
之》中，毫不讳言地以“香癖”自
称：“贾侯怀六韬，家有十二
戟。天资喜文事，如我有香
癖。”他的《香之十德》更是对香
的内涵做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
和评价。值得一书的是，在元
祐年间，“苏黄”二人以黄庭坚
酬答别人送的香品为引子写了
几首唱和诗。黄庭坚先起诗
（《有闻帐中香以为熬蝎者戏用
前韵二首》）：

其一

海上有人逐臭，天生鼻孔

司南。

但印香严本寂，不必丛林

徧参。

其二

我读蔚宗香传，文章不减

二班。

误以甲为浅俗，却知麝要
防闲。

“但印香严本寂，不必丛林
遍参。”黄庭坚此句，意为只要
闻着帐中香，便可不必去四方
游历、参禅悟道。在宋代，儒佛
道三教融合甚好，“香”是僧、道
打坐参禅的静友。因而，这一
时期的文士皆慕禅道，与僧人、
道人多有往来，他们借焚香清
修以感受、体悟道理和禅机，苏
轼和黄庭坚都极为推崇“闻香
如参禅”。诗中最后两句是黄
庭坚读范晔的《和香方》一书的
记后感，称范晔文采不输汉代
的班彪、班固父子。

对此，苏东坡很快回诗《和
黄鲁直韵二首》。

其中，“四句烧香偈子，随
香遍满东南。不是闻思所及，
且令鼻观先参”是苏东坡借香
赞黄庭坚诗歌的超逸绝尘。“万
卷明窗小字，眼花只有斓斑。
一炷香消火冷，半生身老心
闲。”此句中，苏东坡以香说人，
以香比喻自我精神的熄减，其
实不过是苏东坡的自谦之词。

黄庭坚不甘落后，再和以
诗《子瞻继和复答二首》。其中
一句“一炷烟中得意，九衢尘里
偷闲”彰显了黄庭坚偷得半日闲
的悠然惬意与对苏轼的殷殷慰
勉。这些诗歌不仅记录了二人
对香的热爱和感悟，更是展现了
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雅情
趣。他们同是北宋的大家，以香
唱和，酬唱赠答，如同伯牙抚琴，
子期辨音，高山流水遇知己。

有无穷之氤氲

苏东坡与海南沉香的渊源很
深，这一点，似乎从他出生的时候
就开始了。被贬谪海南的宰相丁
谓，以一篇2000余字的文章《天
香传》确立了海南沉香甲天下的
地位。这位充满争议的宰相去世
的这一年（1037年），苏东坡刚好
出生。60年之后的1097年6月，
苏东坡也被贬谪来到了海南，这
一年，他60岁。《琼州府志》有载，
初到海南岛的苏东坡，一上岛便
目睹沉香被“竭泽而渔”，心痛不
已，即时作诗抨击乱砍沉香之举：

“沉香作庭燎，甲煎纷相如。岂若
注微火，萦烟袅清歌。贪人无饥
饱，胡椒亦求多。朱刘两狂子，陨
坠如风花。本欲竭泽渔，奈此明
年何？”苏轼的怒气，至今读来，依
然可引共鸣。而苏轼与海南沉香
之缘，也以一种非比寻常的方式
开始了。谪居海南的苏东坡，对
海南沉香的研究愈深入，兴奋之
情愈甚。其间，恰逢其弟苏辙六
十寿辰，兄弟俩终不得相见，只能
赠一礼物聊慰相思。苏东坡寻得
一沉香山子为弟弟祝寿，并作《沉
香山子赋》：

古者以芸为香，以兰为芬，以

郁鬯为祼，以脂萧为焚，以椒为

涂，以蕙为薰。杜衡带屈，菖蒲荐

文……养幽芳于帨帉。无一往

之发烈，有无穷之氤氲。盖非独

以饮东坡之寿，亦所以食黎人之

芹也。

在赋中，苏东坡描绘了海南
沉香的色泽，材质和气味散发的
特点，称它“金坚玉润，鹤骨龙筋，
膏液内足”。这12个字后来成为
对海南沉香的经典描述。宋代流
行的隔火熏香，将沉香的缥缈之
气在中国文人墨客的案几上萦绕
了近千年。“沉香山子”，苏东坡称
之为“矧儋崖之异产，实超然而不
群”，置于案上，却又“有无穷之氤
氲”。这道来自海南的香气，熏染
着苏东坡兄弟二人的胸襟。苏辙
对哥哥的一番苦心了然于胸，他

“奉持香山，稽首仙释”，愿“永与
东坡，俱证道术”。一方海南沉香
山子，承载了中国历史上最富才
华的兄弟俩的深情。隔着山海，
东坡先生的内心其实是凄凉的，
他也许又想起多年前，自己为妻
子王弗写过的诗句“金炉犹暖麝
煤残。惜香更把宝钗翻。重闻
处，余熏在，这一番、气味胜从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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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佚名《十八学士图之琴》，座中有焚香。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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