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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团队最新研究揭开谜团

唐朝皇家梵香来自何方

鉴 藏

法门寺作为唐代皇家寺院，其地
宫内供奉的香料源自本土还是来自何
方？长期以来备受关注。不过，因香
料难以长期保存，遗址少有实物出土，
对其成分、来源的分析工作更是开展
较少，相关谜团一直待解。

中国科学院大学（国科大）、故宫
博物院与法门寺博物馆组成的研究团
队，最新完成对唐代皇家寺院法门寺
地宫出土的三类香料样品的综合分析
与研究，初步揭晓唐朝皇家供养舍利
香料的成分、来源以及“和香”之谜。

法门寺出土香料
为相关考古研究提供实物资料

论文通讯作者、国科大考古学与
人类学系杨益民教授介绍说，香料广
泛用于宗教、礼仪等精神信仰和医疗
健康领域，以及诸多世俗生活之中，
自古以来就为世人所重。中国唐代
稳定开放的社会环境造就对外交流
空前繁荣，大量外来香料经由陆海丝
绸之路运抵中国。法门寺唐塔地宫
出土的香料为研究唐代香文化、香料
贸易，以及佛教用香与舍利供养等提
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法门寺因供奉佛骨舍利而常受到
唐朝皇室礼敬，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
重要地位。唐代法门寺内建四级木
塔，于明代改建十三层砖塔。考古人
员 1987年发现唐代塔基、石室地宫建
筑，以及佛指骨舍利和大量制作精美
的金银器、漆木器、琉璃器、秘色瓷、丝
织品、石刻、香料等珍贵文物。

佛教对香极为推崇，在各类佛事
活动与修行仪轨中都离不开香的使
用，佛教至唐代发展隆盛，在对舍利的
迎逢与供养中，香料更是不可或缺。
咸通十四年（公元 873年），唐懿宗举
行规模最大也是最后一次迎佛骨活
动，翌年唐僖宗将舍利送还于法门寺
地宫，皇室贵族以及佛教僧徒供奉的
物品均随佛骨埋藏于塔下地宫，1987
年考古发现的文物中，不乏瑰丽华美
的熏香、盛香器具以及珍贵香料。

三份香料样品
均发现于法门寺地宫后室

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任萌博士
说，本次研究中的三份香料样品均发
现于法门寺地宫后室。

样品一为黄色块状，取自“鎏金
四天王盝顶银宝函”，是唐懿宗供奉
的舍利容器“八重宝函”之第七重，

“八重宝函”是地宫内最重要的供奉
物之一，八个宝函层层相套，最外一
层是木制，出土时已残损。

样品二呈植物根干状，取自“智
慧轮壼门座盝顶银函”，函体正面有
錾文，显示其为大兴善寺智慧轮于咸
通十二年（公元 871）八月为盛佛真身
舍利而造的一组舍利容器（共二重，
金函、银函各一），“智慧轮”为晚唐密
教高僧，并参与主持法门寺最后一次
迎佛骨活动。

样品三取自“双鸿纹海棠形银香
盒”，盒体状如海棠，盒内装有棕褐色
粉末，较为松散，从其断面的显微照片
中可以观察到部分浅黄色颗粒，暗示
该样品可能由多种香料混合而成。

任萌表示，研究团队通过现代科
学仪器对三份香料样品进行分析，结
果表明，唐懿宗供奉的八重宝函之第
七重内放置的黄色香料（样品一）为橄
榄科橄榄属植物所产的榄香脂，此类
香料为目前中国首次发现。

任萌称，由于树脂类香料缺乏植物
形态特征，又多产自域外，常常会给考
古研究带来困难。这次研究提供了中
国首次发现榄香脂的证据，也是榄香
脂在中国用于佛教供养的最早物证，
唐懿宗将其置于规格极高的八重宝函
内，用于供养佛骨舍利，足见其珍贵。

乳香及其制品
最晚在唐代已输入长安

另两件香料样品研究分析结果如
何？任萌介绍说，晚唐密教高僧智慧
轮供奉的银函内放置的木质香料（样
品二）为沉香，由于该样品内部沉积大
量树脂，致使其形态特征不明显，难以
通过显微观察对其进行种属鉴别。研
究团队利用有机溶剂萃取其内树脂，
在萃取物中检测到大量沉香结香部分
的特征化学组分——“2-（2-苯乙基）
色酮类化合物”。

沉香是瑞香科沉香属植物，来源
既有中国海南、广东、福建等地的国
产沉香（又称白木香），也有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柬埔寨、
印度等地的进口沉香。根据《唐六
典》等文献，唐代时国产沉香（白木

香）作为土贡已被列入制度，此外，通
过朝贡、贸易等方式，亦有大量进口
沉香不断输入中土。

至于双鸿纹海棠形银香盒内放置
的香料（样品三），研究团队从中同时
检测出木质素的裂解产物、沉香的特
征标记物以及乳香的特征标记物，由
此可见，样品三是将沉香木与乳香磨
成粉后混合制成，也是目前中国古代

“和香”较早的物证。
任萌指出，乳香是橄榄科乳香属

植物所产树脂，主要分布于红海沿岸
的索马里、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半岛、
以及印度等地。乳香也是佛教中十
分常见的供养香料，广泛用于佛事活
动中。关于乳香何时开始传入中国，
仍有待进一步研究与考证，不过，此
次样品三的研究充分表明，乳香及其
制品最晚在唐代已输入长安。

见证唐代丝路畅通
香料贸易繁荣佛教发展

杨益民指出，唐朝时期中外交流
频繁，进入中土的香料品种增多，在外
来香料大量输入后，中国出现复杂多
样的“和香”方式，“和香”即为混合多
种香药，以其芳香的特征做成多种形
式、多种用途的加工品，而且许多“和
香方”是由佛经中习得。

他表示，唐以前关于“和香”的史
料记载寥寥可数，这次法门寺出土香
料研究首次揭示唐代“和香”的主要
原料，所用沉香与乳香均为佛经中的
重要香料，其用途可能为佛教供养中
涂香，沉、乳二香的组合也成为后世

“和香”的基础，这对于探究佛教用
香，以及古代和香技术的发展都具有
重要意义。

香料是丝绸之路上朝贡、商贸以
及宗教活动的重要代表，对丝绸之路
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法门寺地宫
出土的香料中研究发现榄香、沉香、
乳香以及唐代“和香”制品，“这些香
料多产自域外，经陆上或海上丝绸之
路运抵古都长安及东都洛阳，并由帝
王、高僧等将其献于地宫，用于供养
舍利，是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畅通、香
料贸易繁荣、佛教发展的历史见证。”
杨益民说。 □孙自法

↑出土香料样品三：双鸿纹海棠形银香盒内香料。

←法门寺地宫后室遗物出土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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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关中方言“軷做”

永难忘却的一面

钩 沉

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北杜西村的千佛铁塔，距今
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历经时代变更，风雨沧桑。

当地的民谣唱得好：“铁塔寺，九层子，二十四个
窟窿子，东西南北八棱子，七十二个风铃子。”这就为
我们形象逼真地描述了铁塔复杂而独特的外观。

千佛铁塔为八角方形，九级楼阁式铁砖结构，高
21.5米，塔身外围由厚约 3厘米的纯铁铸成，内壁砖
砌，塔内有砖台阶旋转而上可登塔顶。塔基砖砌，每
面砖墙平砌青砖33层，宽2.5米，边角砖面装饰宽叶
花纹，南北各有券洞。塔基正南券洞上方有铁制匾
额，上面有铭文三行，中间为“千佛塔”三个大字，落
款为“大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岁次庚戌吉日立”。
塔身第一层正南、北、东、西各有一券门，东南、东北、
西南、西北面各铸天王立像一尊。塔檐下铸有斗拱、
平枋、蔓草图案等。各层塔檐下均饰仿木结构的斗
拱、昂等。塔刹为宝瓶型，因嘉庆二十五年（1820）
关中大地震而向南倾斜。塔壁外贴有数以千计大
小佛像，间铸以奇花异草，珍禽怪兽。塔原建在福
昌寺内，塔前左右各有大殿，殿内供奉大同佛各一
尊，塔后有排列整齐的石塔林，高约 3米。后寺庙
及塔林皆毁，仅存铁塔。“文革”期间，塔身铁壁及天
王像局部遭到破坏。后在此设北杜卫生院，1989年
卫生院搬迁。

明万历年间，北杜村有一个在朝廷南书房行走
的太监杜茂，感念杜公昌修建福昌寺的功德，于万历
十八年（1590）筹备捐资修建千佛铁塔。万历三十三
年（1605）始建，历时五年竣工，塔身为铁质，因每层
外壁铸造多尊铁佛，故称千佛塔。因建在北杜村，又
称北杜铁塔。据村里老人传说，当年修塔之时，塔顶

的铁葫芦太重，怎么也弄不上去，众人无计可施之
际，来了一位老和尚，众人求他出主意。老和尚说：

“我是土埋到脖子上的人了，还能有啥主意？”随即扬
长而去。村里许多人骂他不尊佛陀，不帮助大家解
决问题。一位工匠猛然醒悟，回过神来说：“土埋到
脖子上，那我们就用土把塔围起来，直到安装葫芦
的地方，顺坡把葫芦拉上去不就安好了吗？”众人听
后恍然大悟，原来老和尚给我们已经出了一个好主
意。于是，便照此法进行，终于安好塔顶尖葫芦。
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子时（1556年 1月
23日 24时），关中发生大地震，塔顶的葫芦被震歪
了，前几年文物管理部门整修安装石围栏时，才把塔
顶扶到了原来位置。

关于北杜铁塔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女娲
从南海赶往北方，走到咸阳原一带，被肖河挡住了去
路，她愤然下河赶路，行至河中间，被一股恶浪吞噬，
她的衣裳也被河水弄湿了一大片，待她俯身查看时，
听到河边不远处有人大声嚎啕，便走上前去，原来是
一对年轻夫妇，正面向肖河跪着，伤心流泪，边哭边
说：“世间若是恶魔当道，百姓便有遭受不完的灾
难。如今黑龙霸占肖河，还要在河底修一座宫殿。
每年抓来年轻男女，强逼修筑宫殿，并在人骨上雕
花，来装饰宫殿墙壁和走廊，那龙椅、龙头拐杖等都
是人骨雕成。我们现在虽然逃了出来，却不知如何
是好？”年轻夫妇还告诉女娲，黑龙每年都要抢他们
的粮食、猪羊等，肖河两岸的老百姓已经是苦不堪
言，真是没办法活下去了。

女娲听后大怒，脱下一只鞋子，从鞋底捏出一撮
土，顺着肖河道飞撒出去。顷刻间，只听轰轰隆隆一
声巨响，河里溅起翻天巨浪。顿时，河床抬高，河水
断流，黑龙被压在河床底下。后来，那对年轻夫妇害
怕黑龙再出来闹事，决定修座铁塔镇住黑龙。于是
北杜镇遍地燃起了炼铁炉，火光映照天空。但是，浇
筑的铁水就是粘不到一起。铁匠们急得满头大汗，
便求神问卜。那对年轻夫妇一夜之间也变成了白发
老人。一天夜里，他们俩同时做了一个梦，梦见女娲
手抓黄土填肖河，渐渐的，土堆聚集起来，变成一座
土塔。醒来后，他们立即进朝廷找到杜茂商量。果
然，他们用土做模槽，一炉一炉铁水浇进去粘接严
密，整个佛塔浑然一体，一千个生动活泼千姿百态的
佛像面眉目含情栩栩如生，无不体现出了“佛法无
边”的无穷内涵。最后，他们还在塔顶压制出一个塔
刹来，寓意要那作恶多端的黑龙永世不得超生。

女娲填肖河之后，肖河不再泛滥。北杜铁塔压
住黑龙，黑龙再也没有出来作祟，从此，北杜人民过
上了安宁祥和的日子。

虽为美丽传说，但是它也从另一方面充分表现
了古代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祈福，也充分证
明了我国的冶铁技术在明朝时期已达到登峰造极
的地步，以及当时劳动人民朴实无华的智慧与不畏
强权的勇气。

1956年 8月，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千佛铁塔
为第一批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6月，渭
城区人民政府设立北杜铁塔文管所；2013年3月，国
务院又公布其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时至今日，千佛铁塔悠久的历史以及动人的
传说依然在广袤的人世间广为流传。2011 年 7
月，西咸新区空港新城成立，千佛铁塔也随之被划
入其管辖。在空港新城的千佛铁塔，必将带着它
光辉的印记及其厚泽的福祉绽放出更加璀璨夺目
的光芒！ □杜崇信

关 中 有 方 言
“ 軷（bá）做 ”，如
“把人軷做死了！”

“这事軷做得很！”軷做，即难受、为难、无
奈、干着急。

“軷做”方言从何而来？“做”字好理
解，就是干事情，说了不算，做出再看，

“做”等于果敢的行动。但“軷做”恰恰是
行动不起来，要害正在“軷”上。

真正了解“軷做”及其对策，还得从
古老的《诗经》和《周易》说起。

《诗经·生民》描写了周人先祖后稷不
仅是位农神，还开创了祭祀之礼。诗有：

“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这是说，合烧艾蒿
和牛肠脂，以其馨香之气萦绕升空来祭
天，而以强壮的公羊之血洒路，再让车轮
碾过，以祭路神。羝是公羊，軷指祭路神。

“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山行曰軷”，后
泛化成了“跋山涉水”。但应明白，軷是
车轮滚滚，穿越崇山峻岭。

李白“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西游
记》“敢问路在何方”，《水浒传》“路见不平
一声吼”，《红高粱》“喝了咱的酒，一人敢
走青杀口”，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路途艰
险，鞍马劳顿，务必先祭路神，让那些隐藏
于川泽山林的魑魅魍魉不再显现，护佑我
等出行平安，这是祭路神的初衷。

路神有二。一是黄帝的儿子累祖，
他死在了远行的路上；二是炎帝传人共

工之子修，此人“好远游，舟车所至，足迹
所达，靡不穷览”。

祭路神与“軷做”有何关联？这就要
破解“取羝以軷”，为什么以公羊即“羝”
来祭路神？《周易》第三十四卦《大壮卦》
上六爻辞有：“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
遂。”这是说，强壮的公羊不满现状，它想
冲出羊圈，不料羊角撞到了篱笆墙上被
缠住了，退不回来，也不能前进。

《大壮卦》本是天上打雷、声势浩大
之象，犹如公羊血性满满，但道路曲折，
岂可一蹴而就。“取羝以軷”是取公羊之
血性，而寄希望于出行一帆风顺。“不能
退，不能遂”，正是“軷做”的具体写照。

其实軷做的情景司空见惯，差异在
各人的程度不同。軷做得不行了，该怎
么办？《周易》给出了参考答案，或叫方案
选择。《大壮卦》上六爻辞后面还有六个
字：“无攸利，艰则吉。”

“无攸利”指人不能硬来，硬来没有
好处；“艰则吉”要求忍耐和坚持，等熬过
了这段日子，则会好起来。婆媳闹矛盾，
儿子很軷做，较好的办法便是“艰则吉”，
事缓则圆。

但是，一个人由軷做到不軷做，仅凭
少安毋躁和忍耐是不够的，即便将“艰则
吉”释为“艰苦奋斗终获吉祥”，仍显得大
而不当。可行的补救措施或从“进退维
谷，举步维艰”之象的《周易》第三十九卦

《蹇卦》中得到提示，这便是《蹇卦》的卦
辞：“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利西南，不利东北”的深意是，选择
大于努力，方向大于速度。軷做往往源
于定位偏高，目标偏离，或者力不从心。
孩子高考，成绩正踩一本线，父亲要替孩
子报志愿，但軷做得很：报一本怕滑档，
报二本心不甘。后来选择二本院校中孩
子喜爱又比较好就业的专业，而这个专
业恰是按一本线录取的，结果皆大欢喜。

“利见大人，贞吉”是说求得贵人相
助最为有利。自己力有不逮，何不求助于
人？三国著名的官渡之战，眼看着曹操
軷做得要死，多亏了他来不及穿鞋迎接
的老朋友许攸，并以其计火烧乌巢，终于
以少胜多，打败袁绍，统一了北方。明朝
王阳明贬谪瘴蛮之地，前路茫茫，退回
无颜，出家难了心志，正在軷做之间，幸
得武夷山老道指点，遂有龙场悟道，终
成一代宗师。

軷做是人生常态，是人生路上的爬坡
过坎。鲁迅先生讲：“地上本没有路，走的
人多了，便成了路。”曾国藩一生跌宕起
伏，实实軷做死了的情景层出不穷，他在
靖港和九江兵败后跳水自杀，后被搭救而

“艰则吉”，终成晚清中兴之臣。
人，经过许多軷做，或从軷做的氛围中

一次次翻越过来，就会有“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全新感受。 □郭发红

人一生有多少见过一面
的朋友？恐怕谁也说不清。
太多太多的销声匿迹，但那个

善意坦诚耿直亲切的国字脸、腰板硬朗、满身虎气的他
却长久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他是我曾见过一面的中国作协原副主席张锲。
知道张锲是在上世纪 80年代初。他的长篇报告

文学《热流——河南慢行记》在《当代》杂志发表，中央
广播电台联播，中央大报连载，立即在全国引起轰
动，并荣获《当代》文学奖。我们这些从事报纸工作
的人，自然潜心学习，里面的不少人物给我留下深
刻印象。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文学，张锲在河南住了
近两个月，跑了大半个河南省，记了几十万字的采
访笔记，毫不犹豫融入改革“热流”，开创了改革
文学的先河，勇敢扛起“改革文学”的大旗。随后，
张锲根据河南采访，又写出长篇小说《改革者》，由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还陆续写出《热岛》《是真名
士自风流》《又当桂子飘香时》等。“他的作品多塑造
新人，格调高昂、气势雄放，善于营造一种充满朝
气、发人深思、催人奋发的时代氛围。”有评论这样
写道，他是“一位富于生活热情和激情的时代歌者，
他对这时代、这生活、这生命，对生命中经历的一切
都怀着深沉的爱和真正的珍惜”。他始终站在改革
开放的前沿，站在文学创作的前沿，成为改革开放的
见证者和推动者。

1987年秋，张锲来到延安，我陪同他参观。表面
看他虎背熊腰，对人却分外亲切，谈起《热流》和《改
革者》有聊不完的话题。作为中国作协领导，自然要
了解各地文学创作情况。我汇报后，他突然问：“延

安有几个中国作协会员？”
“只有老曲艺家韩起祥一人。”
他笑着说：“你们积极申报啊！”

“门槛太高，我们没那胆量……”
他又问我创作，我也如实回答，并将我已出版的长

篇传记《谢子长将军传》和三本散文送给他。那短暂
的一面，他预存了对我的信任和宽纵。过了些日子，
中国作协寄来《会员登记表》，我征求他的意见，请他
和他的朋友袁鹰作为介绍人，1988年 6月作协书记处
通过，我有幸成为第 2470号作协会员，这无疑成为我
坚持文学创作的强大动力。

1981年，张锲担任蚌埠市文联主席、安徽省文联
副主席，1985年 1月调任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
1996年 12月，张锲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一连当了五届作协领导。他上任后大胆创新，使机关
形象焕然一新。他想有一大批资金给作家们排忧解
难，给作家们提供好的写作和休息场所，帮作家们出
书、评奖，让华夏文学弘扬光大，于是，他开始筹划中
华文学基金会。正如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追梦
者的歌吟——张锲文学创作 65 年”研讨会上评价：

“张锲不仅是一位作家，他也是文学公益事业的倡导
者和践行者，还是一位充满理想和梦想的人。”

1986年 6月 14日，中华文学基金会正式成立。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担任中华文学基金会的名誉
会长，巴金与马万祺担任会长，张锲任副会长兼总干事。

很多老作家生活清苦，有的不但生前经济拮据，死
后丧葬费和遗属的安置也很成问题，张锲都尽力奔
波。作家路遥英年早逝，留下年仅十二岁的女儿路
远，因回京手续比较繁杂，路远一时没有着落。张锲
知道后，把路远当作自己的孩子，由中华文学基金会
出资，把路远安排到北京市重点学校潞河中学寄读。

张锲是文坛的多面手，很勤奋，写过多幕话剧，《祖
国之恋》在《当代》杂志头条发表，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
报告文学奖。创作的电影剧本《最后的选择》由上海电
影制片厂拍摄。主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工作，还写诗
写评论，多篇作品连连获全国大奖，创作成果斐然。

张锲走上领导岗位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经
常和广大作家保持联系。对我而言，他是我生命中的
贵人。记得 1984年我因筹划延安清凉山新闻纪念
馆去京在《人民日报》招待所住过几天，抽暇看望
袁鹰老师，带去一条延安牌香烟，被老师狠狠训了
几句。后来去北京两次相约看望，都因他外出无缘
拜访。这些年来我一直愧疚，只能将那次见面和对
他的了解讲给朋友。 □银笙我与张锲老师（中）在延安杨家岭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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