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陶器的国家之
一，陶器是以黏土为主要原料的制品，具
有极高的实用性和艺术性，备受世人青
睐。自古以来，中华文化传承的故事中总
是不乏陶器的身影，即使是一
个看似普通的家居陶器摆件，
也可能蕴藏着不为人知的历史
故事。

“千年窑火，陶冶成器。”陶
坯要经过多道工序精雕细琢，
要在窑内经受千度高温的烧
炼才能变成精美的陶器。陶，
是时间的艺术，泥土太干则
裂，太湿则塌，为了成就一件
完美的陶器，工匠们需要等
泥沉，等胚干，等火旺，等陶
凉。“泥沙入手经抟埴，光色
便与寻常殊。”从泥土变为
具有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
的陶器，需要经历多道工
序，更需要美学魅力的加
持，融入独特的文化内涵，
赋予活泼的生命力。

陶器之美，在于浑然天
成的形体，不加任何雕琢，
却有着天然的雅致；陶器之
美，在于它的质朴与自然，
不需要繁复的装饰，却能绽
放出独特的魅力。它简洁却
不单调，具有浓烈的泥土风
味，原始的生命张力，率真纯
朴、粗犷豪放，富有气韵，又
带着些许禅意。

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对
陶器情有独钟，留下许多脍
炙人口的诗句，为泥土之美增添了无
穷韵味。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
泥，鳞鳞居大厦。”北宋诗人梅尧臣创作五

言绝句《陶者》，运用质朴的语言讽刺时事，
控诉与指斥社会中不平等现象，只用事实
对照，不加评论，发人深省。“陶尽门前土”
与“屋上无片瓦”相对比，付出如彼，所得如

此，人间之不公尽在其中，该诗以环
环相扣的对比，道出了人世间的不公
平，表达了对弱者的同情，风格古朴
淡雅。

“遣信邀邻父，随宜具小餐。
草燔豚肉美，瓮压酒醅浑。”这首
《夏中杂兴》是宋代陆游创作的一
首诗，描绘了一个夏日的景象，
诗人邀请邻居的父亲一起共进
简单的餐食。他们在草地上烧
烤美味的猪肉，用陶罐压出的
酒醅浑浊而美味。诗人表达了
对美食和美酒的赞美，同时也
表达了对自然山水和历史文化
的思考。

宋代刘子实《念奴娇·寿仓
使》有云：“一陶和气，要令天
下蒙福。”《后汉书·崔骃传》
云：“参差同量，坏冶一陶，
群生得理，庶绩其凝。”宋代王
安石的 《和甫如京师微之置
酒》诗云：“黄屋初启圣，万灵
归一陶”，另一首诗《次韵酬宋妃
六首》云：“久佑坏冶成天巧，岂与
人间共一陶。”“一陶”，即在一窑中
陶冶，比喻在同一教化之下。“陶冶
成器”，就是指教化裁成，修养品格，
怡情养性，成为有用的人才。

古人关于陶罐的诗句，不仅描
绘了它的实用性和美观性，还通过它
传达了古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

事物的追求。在诗中，陶罐不仅是物品，更
成为了文化和情感的载体，启迪着人们追
求内心的宁静与充实，在纷繁复杂的世事
中，坚守自己的本真。

一 部 西 游 满 卷 香一 部 西 游 满 卷 香
●●石连城石连城

《《西游记西游记》》不仅是一部充满奇幻色彩不仅是一部充满奇幻色彩
的神话小说的神话小说，，也是一部反映社会现实和也是一部反映社会现实和
多元思想的文化巨著多元思想的文化巨著，，香文化是其中浓香文化是其中浓
墨重彩的一笔墨重彩的一笔。。书中关于香的描述以宗书中关于香的描述以宗
教用香为主教用香为主，，也有很多对民俗用香和生也有很多对民俗用香和生
活用香的描写活用香的描写，，囊括了草木之香囊括了草木之香、、香料香香料香
品品、、香事香事、、香器香器、、服饰佩戴用香服饰佩戴用香、、香食香香食香
饮饮，，以及诗词文藻对馥郁馨香的描述等以及诗词文藻对馥郁馨香的描述等，，
彰显了明代用香的仪式仪轨和社会各阶彰显了明代用香的仪式仪轨和社会各阶
层的用香风气层的用香风气。。据统计据统计，，在一百回的在一百回的《《西西
游记游记》》中中，，只有八回没有提到香只有八回没有提到香，，真可谓真可谓

““一部西游满卷香一部西游满卷香””。。
《《辞源辞源》》说说：：““凡草木有芳香者皆曰凡草木有芳香者皆曰

香香。。””在在《《西游记西游记》》第一回中第一回中，，猴王要辞别花猴王要辞别花
果山猴众果山猴众，，远涉天涯远涉天涯，，求长生不老求长生不老。。原文提原文提
到到：：““我等明日越岭登山我等明日越岭登山，，广寻些果品广寻些果品，，大大
设筵宴送大王也设筵宴送大王也。。”“”“次日次日，，众猴果去采仙众猴果去采仙
桃，摘异果，刨山药，劚黄精，芝兰香蕙，瑶
草奇花，般般件件，整整齐齐，摆开石凳石
桌，排列仙酒仙肴。”芝兰香蕙、瑶草奇花
皆是香草，而宴席之上的香桃烂杏、脆李
杨梅等，均为草木之香。当猴王寻到灵台
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时，“门外奇花布锦，
桥边瑶草喷香”，也是描写草木之香。此
外，书中还有对香楠树、香桧树、香藤、香
兰、瑞香花等花木的描绘。

《西游记》中多处提到自汉代以来便
被奉为“四大名香”的沉、檀、龙、麝。沉、
檀、龙、麝历来是名贵香料，在书里也为
王公贵族和富贵人家所使用。第七十一
回中，金圣娘娘与悟空商量借酒宴之时
偷走赛太岁的法宝，唤贴身侍婢来“点纱
灯，焚脑麝”，这里的脑即龙脑香，麝指的
是麝香。第七十九回中，比丘国王摆素
宴，提到沉香和檀香：“宝鸭内，沉檀香
袅；御筵前，蔬品香馨。”第九十六回中，
寇员外喜侍高僧，也有关于沉香和檀香
的描写：“古铜炉内，常常不断沉檀；古铜
瓶中，每有莲花现彩。雕漆桌上五云鲜，
雕漆盒中香瓣积。”第十二回“玄奘秉诚
建大会 观音显像化金蝉”中提到“瓶插
仙花，炉焚檀降”，檀降指的是檀香和降
真香。还有唐玄奘取经成功后得了正
果，被封为“旃檀功德佛”，旃檀也是檀
香，多指白檀。除了这几种名贵香料，
《西游记》中还有不少其他香品，比如唐
王前往长安城化生寺听玄奘讲法时銮驾

中焚的“御炉香”，济孤榜文中提到的“永
寿香”，万寿山五庄观香几上放着的“方
便整香”等。

《西游记》里有天庭地府和众多宫观
庙宇，自然少不了香火供奉等香事。香火
一词，原本指的是供奉神佛和祖先时点燃
的香薰和烛火，后也泛指香火银钱、香烛
果贡等。中国传统文化中，香火永续寄托
着家族传承与兴盛的美好寓意。第六回中
悟空大战二郎神时，有这样一段关于香火
的描写：“那大圣已至灌江口，摇身一变，
变作二郎爷爷的模样，按下云头，径入庙
里。鬼判不能相认，一个个磕头迎接。他坐
中间，点查香火：见李虎拜还的三牲，张龙
许下的保福，赵甲求子的文书，钱丙告病
的良愿。”

《西游记》关于侍奉香火的描述非常
多，焚香、烧香、炷香、拈香、侍香、奉香、
添香、司香等词汇，在不同情节里分别表
达着不同的意义。第二回中，美猴王每
日“与众师兄学言语礼貌，讲经论道，习
字焚香”，这里的焚香，属于日常用香仪
轨的代指。书中其他地方提到的焚香，
更多用于礼仪，如二郎神迎接玉帝剿除
猴王的旨意时“焚香开读”；泾河龙王“焚
香接玉帝旨意”；观音菩萨在大唐寻得取
经人后现出真身，“喜的个唐王朝天礼
拜，众文武跪地焚香”。还有章回写到

“沐手焚香”“沐浴焚香”“顶礼焚香”“满
斗焚香”等，出现最多的是“撮土焚

香”——这是指在野外没有香炉等焚香
器具时，撮土成形代替香炉，以表虔诚和
敬意。

《西游记》里还有很多关于香器的描
写，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香炉，比较有名的
是博山炉和雀尾炉，还有琉璃香炉、流金
香炉、宝鸭、兽炉、兽鼎、龙文鼎以及宝
鼎、石鼎等，也提到了提炉和炉瓶，如万
寿山五庄观里供着天地二字的香几上就
摆着“一副黄金炉瓶”。香盆也是香炉的
代指，香几、香案是摆放香炉果供的桌
子，香盒是盛放香料的，香纸、香花、香
烛、香油等指的是供奉神佛时用到的各
种物品。

《西游记》里的生活用香，涉及衣食
住行等方方面面。第五回“乱蟠桃大圣
偷丹 反天宫诸神捉怪”中写到，蟠桃宴
上，琼香缭绕，瑞霭缤纷，“忽闻得一阵酒
香扑鼻，忽转头，见右壁厢长廊之下，有
几个造酒的仙官，盘糟的力士，领几个运
水的道人，烧火的童子，在那里洗缸刷
瓮，已造成了玉液琼浆，香醪佳酿”。这
是关于酒香的描述。第九十六回中，描
述寇员外备下的筵宴，也有“素汤素饭甚
清奇，香酒香茶多美艳”的句子。除了酒
香茶香，还有蔬品香馨，如书中提到的香
蕈、香橙、香芋、香桃、香椿等，荆棘岭更
有“茯苓膏”和“香汤”。书中还提到烹饪
时的调料花椒、茴香等。其实，古人最早
将花椒作为香料而非调料，并赋予其丰

富的情感寄托和祭祀表达富的情感寄托和祭祀表达，，比如比如《《诗经诗经》》
有有““视尔如荍视尔如荍，，贻我握椒贻我握椒””，《，《离骚离骚》》中也有中也有

““蕙肴蒸兮兰藉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奠桂酒兮椒浆””的诗的诗
句句。。在今天在今天，，花椒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和花椒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和
香香材香香材。。

古人生活中常会佩戴香包等饰品古人生活中常会佩戴香包等饰品，，
《《西游记西游记》》里与香有关的服饰配饰也不里与香有关的服饰配饰也不
少少，，比如香囊比如香囊、、香袋等香袋等，，还有描写观音菩还有描写观音菩
萨穿戴的萨穿戴的““砌香环珮砌香环珮””以及以及““缨络垂珠翠缨络垂珠翠，，
香环结宝明香环结宝明””。。另外另外，，玄奘与母亲相认一玄奘与母亲相认一
节节，，其母给了他香环一只其母给了他香环一只，，这香环应该是这香环应该是
香料雕琢或是香泥压制而成的一种香香料雕琢或是香泥压制而成的一种香
饰饰。。第七十八回中还出现了一件服饰第七十八回中还出现了一件服饰““筯筯
顶梅沉香绵丝鹤氅顶梅沉香绵丝鹤氅””，，是比丘国的国丈是比丘国的国丈、、
下界为妖的寿星白鹿出场时的穿戴下界为妖的寿星白鹿出场时的穿戴，，可可
以反映香材在服饰中的应用以反映香材在服饰中的应用。。

住和行方面住和行方面，《，《西游记西游记》》中有住的中有住的““香香
房”、坐的“香车”、做饭的“香积厨”，许多
楼台亭阁也以香命名，如锦香亭、木香
亭、凝香阁、烧香殿、披香殿等。沐浴时，
则有“香汤”，比如唐僧师徒到了灵山脚
下的玉真观，金顶大仙“即命看茶摆斋，
又叫小童儿烧香汤与圣僧沐浴了，好登
佛地”。

古人在描绘美好事物、寄托美好寓
意时，常常以香修饰。《西游记》中，除了
上述相对具象的用香场景，还有一些偏
于写意的形容，比如描写环境时的香雾、
香霭、香烟、香尘，描写香气馥郁时的幽
香、异香、清香、喷香，描写味道时的兰
香、甘香、花香，描写仙家时的真香、白
香、天香、宝香、仙香，以及神仙腾驾的香
云、香风，妩媚女妖的香肩、香腮，挥毫泼
墨时用的香毫、香翰等。更有许多涉及
香的诗句，比如“琼香缭绕群仙集，宇宙
清平贺圣朝”“兽鼎香云袭御衣，绛纱灯
火明宫扇”“含笑与师携手处，香飘兰麝
满袈裟”等。

从草木之香到名贵香料，从宗教用
香到生活用香，从王宫贵族到市井百姓，
从香食香饮到诗词歌赋中的馨香意象，香
在《西游记》中无处不在。最近国产游戏
《黑神话·悟空》风靡全球，游戏中激活存
档点的方式即是角色单手上香。借此契
机，我们也不妨再次翻阅《西游记》这部经
典名著，以香为线索，细细品味满卷的芬
芳，感受跨越时空的文化韵味。

世路欲求安，廉字当先。清心寡欲守真颜。不为浮华迷望眼，正气绵绵。
往昔鉴前贤，佳话千年。奉公守法意拳拳。且看今朝风正举，海晏尧天。

浪淘沙·弘扬廉洁清风
●张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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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改琦绘《黛玉》 资料图片

《红楼梦》插画“平儿理妆” 资料图片

淡淡 染染 胭胭 脂脂 一一 朵朵 轻轻
●唐娒嘉

说到中国古代传统女性妆容，不免要提到“脂粉”二字，其
中“脂”指的就是胭脂。南京玄武湖畔有六朝古迹胭脂井，五
代李煜词中有名句“胭脂泪”，胭脂红是古人所喜爱的一种颜
色。古人诗文小说里常提到胭脂，然而，要说古典文学中谈胭
脂之集大成者，则非《红楼梦》莫属。

《红楼梦》中写了许多美妆用品，如画眉之墨、胭脂、香粉、
美甲用品等，其中胭脂出现最为高频。小说第二回“冷子兴演
说荣国府”写宝玉周岁时，父亲贾政为了试他将来的志向，“便
将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与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伸

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政老爹便大怒了，说：‘将来酒色之
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悦”。从抓周开始，贾宝玉便展露出了对
胭脂的偏爱。此后书中还写到宝玉不仅爱吃胭脂，还是制胭
脂的高手。无论在用料上，还是在制作工序、手法上，他都展
现出了对制作胭脂一事的在行。

那么，胭脂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胭脂的制作
原料与制作方法有哪些？胭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扮演着怎样
的角色？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有趣话题。

提到胭脂的起源，主要的说法有两种。一为匈奴起源
说。这一说法出自《西河旧事》的记载，传说匈奴在汉武帝时，
失去祁连、焉支二山后，遂有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
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焉支，即燕支山，其山
遍生燕支花，也就是红花。据说匈奴妇女常采红花，捣汁凝
脂，作为日常装饰。而在匈奴语中即以“阏氏”称妻子，也就是
燕支，以形容他们的妻子像红花一样可爱。后来，燕支才写作
燕脂、胭脂等。二为始于商纣说。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中
记载：“盖起自纣，以红蓝花汁凝作燕脂，以燕国所生，故曰燕
脂，涂之作桃花妆。”不过根据现代考古发现，这两种说法似乎
都很难成立。辽西牛河梁神女庙遗址出土的一件公元前
3600多年的神女头像，被发现两颊与唇部均涂有红彩。由此
可推测，中国女性涂胭脂的历史至少也有5000多年了。

中国古代胭脂的制作原料主要包括红蓝、苏木、山花、石
榴、玫瑰等花木，以及一种叫作紫矿的植物类原料。所谓紫
矿，也叫紫铆，据《天工开物》记载：“燕脂，古造法以紫铆染绵
者为上。”紫胶虫运土到树端做巢，其分泌物淋了雨露凝结所
成的即为紫铆，也称紫矿。紫矿染绵所制成的胡胭脂是胭脂
中的上品。唐代诗人李贺在《雁门太守行》中有云：“角声满天
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描绘的便是号角声响起的秋日里，
塞土在夜色中犹如紫色胭脂一般浓郁，比拟之物或正是紫矿
染绵所制的胡胭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亦有记载，认为
胭脂按照不同制作原料主要可分为4种：一种以红蓝花汁染
胡粉而成；一种以山燕脂汁染粉而成；一种以山榴花汁而成；
一种以紫铆染绵而成。不同于现代美妆用品多由化学制剂制
成，胭脂的原料来源于自然界，这样“宝玉爱吃胭脂”的情节也
合情合理。

此外，胭脂的制作也凝聚着巧思与创意，《红楼梦》第四十
四回写宝玉为平儿理妆，专门介绍了胭脂的制作流程：“上好
的胭脂拧出汁子来，淘澄净了，配了花露蒸成的。只用细簪子
挑一点儿抹在手心里，用一点水化开抹在唇上；手心里就够打
颊腮了。”宝玉特意强调他制的胭脂很独特，与铺子里卖的片
状普通胭脂不同。这其实提示我们古代胭脂的制作工艺是多
种多样的。而宝玉所说的只是胭脂制作工艺的一种——脂状
胭脂。除脂状之外，胭脂的制作方法还有粉状和片状两种。
粉状胭脂的原料一般是红蓝花，据《齐民要术》记载，粉状胭脂

的制作要经历杀花的制作要经历杀花、、提取红色素提取红色素、、中和中和、、加入米粉和干燥五道加入米粉和干燥五道
工序工序；；片状胭脂的制作从片状胭脂的制作从《《御香缥缈录御香缥缈录》》一书中可以一窥究竟一书中可以一窥究竟，，
书中记载了清代后妃以玫瑰花汁浸蚕丝制作与保存片状胭脂书中记载了清代后妃以玫瑰花汁浸蚕丝制作与保存片状胭脂
的过程的过程，，并特别提到了以玫瑰花制成的片状胭脂美妆效果最并特别提到了以玫瑰花制成的片状胭脂美妆效果最
好好。。而中国古代的胭脂既可而中国古代的胭脂既可““抹在唇上抹在唇上””，，也可用水化开也可用水化开，，用来用来
拍脸拍脸，，显然集合了现代口红和腮红这两样美妆品的功用显然集合了现代口红和腮红这两样美妆品的功用。。

唐代大诗人元稹有一首专写美人化妆的诗作唐代大诗人元稹有一首专写美人化妆的诗作《《恨妆成恨妆成》：》：
晓日穿隙明晓日穿隙明，，开帷理妆点开帷理妆点。。
傅粉贵重重，施朱怜冉冉。
柔鬟背额垂，丛鬓随钗敛。
凝翠晕蛾眉，轻红拂花脸。
满头行小梳，当面施圆靥。
最恨落花时，妆成独披掩。
将女子化妆的过程总结为敷铅粉、抹胭脂、画黛眉、点额

黄、化面靥、描斜红、点口脂这7个步骤。其中“施朱”“施圆
靥”所用之物都是胭脂。唐代女子化妆时特别喜欢将胭脂、朱
粉等涂满整个面颊。对此元稹在《离思五首·其一》一诗中也
写道：“须臾日射胭脂颊，一朵红苏旋欲融。”描写的即是晨起
的女子，阳光洒在她抹了胭脂的面颊上，就像一朵盛开的红花
旋即要融化了一样。而且据说倾国倾城的杨贵妃流的香汗都
是红色的，大概就是唐代女子爱以胭脂敷面以作妆点的缘
故。此外，胭脂在中国古代戏曲艺术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抹
腮红、涂胭脂演化成了戏曲演员面妆的固定程式。

胭脂除了在中国传统美妆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外，更是中国古典诗词戏曲中的常客：

海棠珠缀一重重。清晓近帘栊。胭脂谁与匀淡，偏向脸
边浓。（宋·晏殊《诉衷情》）

娇香淡染胭脂雪。愁春细画弯弯月。花月镜边情。浅妆
匀未成。（宋·晏几道《菩萨蛮》）

泪落胭脂，界破蜂黄浅。整了翠鬟匀了面。芳心一寸情
何限。（宋·宋祁《蝶恋花》）

秋江暮景，胭脂屏障，翡翠山屏。（元·乔吉《满庭芳》）
恨在心苗，愁在眉梢，洗了胭脂，涴了鲛绡。（清·孔尚任

《桃花扇》）
除了实写胭脂妆容之外，胭脂往往用来指代女子，出现在

诸多诗词中。最经典的就要数李煜的《相见欢》词了。“林花谢
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
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李煜在《相见欢》一词中不仅抒写
一己失意，更写出了人类所共有的生命缺憾，融汇和浓缩了无
数的痛苦与遗憾。“胭脂泪”三句，以拟人化的笔墨，表现与林
花的依依惜别。风雨中的残花，像女子脸带胭脂把泪流，使人
迷醉，更不知何时才能重逢。

以“胭脂”比拟红妆或女性，与“宝玉爱吃胭脂”所折射出
的宝玉爱同女儿亲近的心理，背后是一个道理。无论是参与

制作胭脂还是吃胭脂，胭脂某种程度上成了贾宝玉与红楼女
儿的重要情感联结。此外，宝玉喜爱胭脂，还包含了极强的反
抗父权的象征意义。不能通过仕进之途担当家族继承人的使
命，整日流连于脂粉堆、不思进取，是贾政厌恶贾宝玉这个“不
肖子孙”的根本。而宝玉爱胭脂的姿态某种程度上正彰显了
对父权的反抗。

1915年3月《妇女杂志》刊发了一篇《胭脂制造法》，对如
何制作胭脂有极为细致的描述，颇有操作性。“采集红花，入于
大桶，注加以水。放置半日后，以足踏其花瓣，至柔软而有黄
色液。乃移入麻袋，借压榨之作用，榨出其黄色液……乃倾去
其上澄液，以沉淀者入布囊压榨，而得汁液，炼制之，即成胭
脂。”文中概述了两种胭脂——普通胭脂和外国胭脂。里面主
要介绍了传统胭脂的制作方法。当时，西方商品正大量进入
中国，作者对传统胭脂制法的介绍，除了传播知识之外，还体
现了其以本国产品与舶来品竞争的心理。

胭脂某种程度上亦被视作爱情的象征，往往带着一种破
碎朦胧的美感。由李碧华小说改编的香港电影《胭脂扣》，即
以一枚“胭脂扣”作为男女主人公的定情信物贯穿了整个故
事。“胭脂扣”象征着十二少对如花的爱与誓言，是他们海誓山
盟的爱情盟约的具化象征。胭脂扣里盛着的如花般艳丽的胭
脂，昭示着男女主人公感情的浓烈炽热与缠绵悱恻，而十二少
背信弃义、辜负如花的惨淡结局亦通过胭脂扣加以渲染，红颜
薄命、凄艳决绝的悲剧美学意味借此得以升华。

“绛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轻。”胭脂作为一种天然
健康的美妆品，凝聚和折射出了古代女子的日常生活与审美
趣味；它与女性命运的关联，被赋予和承载了人世的无常、悲
戚与惶惑，这一主题意蕴在《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小说的登
峰造极之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彰显。群芳散尽，胭脂泪流，
红楼女儿“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背后蕴藉着无限的人世遗憾与
悲辛，这也正是胭脂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意蕴与情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