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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炭孔及埋炭開炭孔及埋炭。。

■■取沉香取沉香。。
■■將沉香屑放置將沉香屑放置
於銀葉上於銀葉上。。

■■做灰山做灰山，，開天窗開天窗，，架銀架銀
葉並清掃葉並清掃。。

■■聞香時聞香時，，呼氣不宜正對呼氣不宜正對
香爐香爐。。

■■東南亞野生天然沉香東南亞野生天然沉香。。

■■老撾沉香林場老撾沉香林場，，距首都萬距首都萬
象一個多小時車程象一個多小時車程。。

■■這棵沉香樹的黑這棵沉香樹的黑
色部分即為沉香色部分即為沉香。。

■沉香與木材交錯生長，銑香工去木取
香，手指很容易受傷。

■■雲南沐香銘沉香投資有限公司雲南沐香銘沉香投資有限公司
總經理羅洋進行香席展示總經理羅洋進行香席展示。。

■香勺、
香箸、羽
塵 等 香
具。

■■燒炭燒炭，，應全應全
方位點燃方位點燃。。

宋朝年間，東莞地區普遍種植沉香
樹，成當地特產，故沉香又稱為「莞
香」。莞香元代與銀等價，明代起是上
貢佳品，莞香的製作由姑娘們負責，她
們常將最好的香塊偷藏胸中，以換脂
粉，香中極品「女兒香」也由此得名。
古時香港屬東莞管轄，那時的香港

也曾大量種沉香，然後製成琥珀狀、
半透明的香塊，香農將其從陸路運到
尖沙咀，用舢舨運往石排灣，再轉運
至內地及海外。因運香販香而聞名的
石排灣港口便被稱為「香港仔」，即
「香的港口」，後來，「香港」更成
為了整個海島的名稱。

香港名稱「緣」於沉香

沉香、檀香、龍涎香、麝香被古人譽
為四大香藥，其中以沉香為「香首」。
沉香：是樹膠、樹脂、揮發油、木材
等多種成分的混合物，氣味變幻獨特，
現代依然無法人工合成。沉香味淡，卻
霸道。若煙瘴、濁氣瀰漫，當一絲沉香
飄入，當即滅其煙瘴濁味。若室內栽種
蘭花，蘭香與沉香混合，沉香味消失，
蘭花香愈濃。沉香能調和各種香的氣味
與藥性，被譽為「香中國老」。自古是
重要中藥材，古代帝王時常焚沉香提
神、驅邪。沉香還是佛、道、基督、伊
斯蘭等宗教聖品。
檀香：檀香樹幹的黃褐色樹心材，越
靠近樹心或樹根香味越濃。古時印度到
埃及、希臘、羅馬的貿易路線上，常見
檀香。許多古代的廟宇或傢具，都是由
檀香木所做。檀香能安神開竅，利於冥
想，被廣泛用於宗教儀式中，特別是印
度和中國。玄奘《大唐西域記》記載，
因為蟒蛇喜歡盤踞在檀香樹上，所以人
們常以此來尋找檀木。
龍涎香：抹香鯨消化道的分泌物，
抹香鯨的主要食物是槍鯽魚，在消

化過程中槍鯽魚的尖嘴會扎傷腸道，
腸道分泌的龍涎香物質可醫治其傷
口。龍涎香從鯨腸道中排入海裡或是
在鯨死後其屍體腐爛而掉落水中。排
入海中的龍涎香起初為淺黑色，在海
水的作用下，漸漸變為灰色、白色，
顏色越淺品質越好。龍涎香歷史上就
是香水的定香劑，價比黃金，每公斤
收購價約1萬至4.5 萬法郎。龍涎香在
唐代傳入中國稱阿末香，據載產於西
南海中撥拔力國。
麝香：雄性麝鹿的分泌物，麝香囊位
於雄麝肚臍後方，香腺分泌的香液在香
囊中經過數月的貯存和熟化，形成麝香
仁，麝香可以幫助麝鹿傳遞信息，相互
辨認，在繁殖期則有吸引異性的作用。
麝香固態時有強烈惡臭，用水或酒精稀
釋後有獨特動物香氣，濃郁且經久不
散，若將麝香與其他香料搭配使用，則
使香氣更為穩定持久，並能產生靈動感
和動情感。古人很早就認識到麝香雖奇
妙，但用量須微。范曄《和香方》載：
「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沉實易和，盈
斤無傷。」

沉檀龍麝 眾香之首

「天清氣朗，惠風和暢。良辰美景，適宜鼻觀。可否於寒舍
香聚，賞水沉之妙香，品清芬以悅心，如承惠允，即請賜
覆！」假若某日收到這樣的品香帖，會是怎樣美妙的心情？

宋代成習俗 流傳到東瀛
據說世上的「福」分兩種，一種叫「鴻福」，另外一種叫
「清福」。鴻福易得而清福難尋，品香就是偷得半刻的清福。
張愛玲小說《沉香屑》開頭：「請您尋出家傳的霉綠斑斕銅香
爐，點上一爐沉香屑，聽我說一支戰前香港的故事……」想必
她也是偏愛品香的人。而中國早在漢代就形成「香氣養性」的
理念，品香在宋代基本成為全民習俗，中國香席（以「香」作
媒介來進行的文化活動）流傳到日本，更是成為日本人推崇的
「香道」。

方式有多種 常見隔火熏
設置香席的場所宜靜，透氣無風，若處園林之中更為理想。

品香的方式有很多種，最常見的是隔火熏香，用雲母片或銀葉
將沉香和炭火隔開品香，李商隱《燒香曲》中：「八蠶繭綿小
分炷，獸焰微紅隔雲母」就是隔火熏香法。還有直接火攻點燃
線香，也可以用香粉拓篆香，點燃篆香後迴環縈繞，相傳蘇東
坡就是篆香高手。
品香時，每個香客一般聞三下，一是聞香，二是品香，三是

聽香，不只是用鼻子去識別香氣，還要凝神、靜氣、專注、用
心，而沉香變幻莫測的味道會給人帶來滋養或靜心的效果。

野生沉香從古代就被人挖掘，現在
已越來越少，人們開始繁育沉香樹。
幾年前，雲南商人羅洋的老闆從老撾
人手裡買下一片12,000畝的成材沉香
林。林場距老撾首都萬象一個半小時
車程，站在林場最高處，目之所及十
多個山頭都是沉香樹。羅洋說：「徒
步昆明金殿一整天未必能把每個地方
走遍，而這裡就有十個金殿大，採香
工人也很容易在林子裡迷路。」

人工結香法 具科技含量
林場的採香工人們大概4點半就要起

床，吃過糯米飯，一般穿上冷色系的
長衣長褲、戴上帽子防馬蜂，穿水鞋
為了防蛇，手裡拿着刀和鋤頭就出門

了。採到沼澤地，一般不能走到沼澤
沒過膝蓋的地方，如果採到深山裡，
就要生一堆火，他們一般下午2、3點
就必須要出山。
人工仿生結香很有科技含量，其中

還分為越南結香法及廣東結香法兩
種，不久前，羅洋團隊研發的結香法
還獲得了科技進步獎。

木材上銑香 機械難取代
採到沉香，下一道工序就是銑香。
23歲的越南熟練工阿平學銑香已經6
年，他的刀法是他叔叔，越南沉香協
會副會長黃文長所教。阿平用鐵刀熟
練地銑去木材，留下精香，他手上的
傷口已不計其數。銑香目前無法機械

化，因為只有熟練的香工才能清楚分
辨交錯生長的沉香與木料。一棵70千
克的沉香樹，製成毛香約400克，銑成
精香大概只有150克。
他們把銑成的精香製成熏料，最後

飄洋過海到達世界各地。

在蘇富比、佳士得國際拍賣市場，
沉香曾創下每克逾一萬美金的成

交紀錄。由於過度開採和植被破壞，
中國野生沉香已基本絕跡，目前市場
上野生天然沉香大多產自越南、老撾
或馬來西亞、印尼等國，且產量逐年
減少，一些國家還明令禁止野生沉香
出口。預感到沉香的市場潛力，一直
從事外貿生意的雲南商人羅洋從四、
五年前就開始到東南亞收購沉香。

買香路艱辛 誠意勝金錢
羅洋把一塊「薄木片」似的沉香放
入水中，不漂浮反而沉在水底。點起
打火機燒「薄木片」，吹滅明火散發
陣陣甜香。沉於水、有怡人香氣，沉
香因這兩種特性得名。他說，未聞沉
香之前，不知世上有此種氣味，聞過
沉香之後，香氣就銘刻於心。這是因
為嗅覺比視覺、聽覺更能撩動細膩的
心，這也是沉香受人追捧的魔力。而
尋找沉香的道路卻很艱辛。
越南惠安是沉香交易集散地，會一
口流利的越南語是收貨的基礎。在惠
安收到的沉香，產地不一定是越南，
也可能是柬埔寨或老撾，但只要味道
甜、涼、香就可定義為惠安沉，他說
業內人評判沉香的標準不是產地，是
韻味。而隨着收貨商越來越多，香價
漸漲，卻買不到好貨，為了收到一手
貨，羅洋在朋友介紹下，找到龍善村
（音）。
龍善村與惠安同屬越南廣南省，但更
偏遠，地方更小，羅洋起初想用錢來鋪
路，就跟當地村長說：「我出更高的價
格，你把香都賣給我。」村長當場生氣
了，認為他破壞了生意道義，整個村所
有香農都拒絕賣香給他。沒有辦法，他

只得在香農們時常光顧的羊肉、狗肉館
子裡混跡了三個多月，聽到鄰座有人講
沉香，就湊過去挨個去敬酒，天天混臉
熟。慢慢的，香農們開始和他打招呼，
他請香農們吃飯，也有人來了。村長看
他很有誠意，就同意把沉香賣給他。三
五公斤裝成一籮，裡面有的是沉香，有
的是朽木，價格3,000元人民幣到5,000
元不等，羅洋從來不還價，香農說多少
就是多少，因為這個價位已經很便宜
了。

闖深山沼澤 香農高危業
香農採香像拾野生菌一樣，要碰運

氣。沉香不像檀香，並不是一種木
材，它的形成過程如同「蚌病成
珠」，十年以上的野生沉香樹被蟲蟻
蛀或被外力折斷，才會分泌沉香癒合
傷口，但這時的沉香是生香不是熟
香。沉香樹只有經歷了數十年或上百
年生長壽命，沉香也分泌到一定數
量，自然倒伏在沼澤或泥土裡，香樹
木材部分逐漸腐朽，結香部分卻愈發
香醇，等待千百年後的幸運香農去發
現。
香農們拿着很長的棍子，前面裝着

鐵器，一邊在沼澤地裡走，一邊要插
進去拉起來，聞到香就把這一塊圍起
來，大家用手去沼澤地裡摸，很有可
能會碰到什麼動物或毒蟲，但即便這
樣，香農也可能無功而返。隨着沉香
價格攀升，越來越多人都不幹其他
活，專門找香，他們經常開闢更為幽
深、人煙罕至的山林、沼澤，被困或
迷路時有發生。因此香農成為高危職
業，據廣東沉香協會發布稿件統計，
即使在現代技術條件下，香農的死亡
率仍高達3%。

在濕熱的東南亞密林深處，香農為尋找野生沉香在瘴氣瀰漫中探叢林、下沼澤，時常遭遇毒

蟲、毒蛇，他們的死亡率高達3%；香工把粗香加工成精香，靠一道道手指傷口來磨，70千克的

沉香樹，銑成精香只有100餘克；香商為沉香貨源鑽頭覓縫，傾囊而出也可能買不到貨，甚至要

學當地語言，混入行業內部……而這一切，只為滿足聞香者一絲撩動人心的嗅覺。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芮田甜 老撾報道

採覓沉香歷百險
一縷芳甜
內地香商在東南亞產地千方百計求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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