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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藏医药为基础方的藏香，以其深邃的理论内涵与丰富的实

践经验，在我国流行病防治史上，书写过浓墨重彩的篇章。

藏香是藏族民间不可或缺的日用品，可以修身养性，使人心

旷神怡，亦能益心智、强体能、防止传染疾病。

藏医理论认为，要预防疾病，首先要切断传播途径、防护人体

门户（鼻、口、皮肤等）。温热传染病大多侵袭呼吸系统，鼻为肺之

门户，所以应首先设防。通过藏香中药物挥发的气味对鼻腔和呼

吸道黏膜进行刺激，激发人体的防御力和调节机制，达到预防呼

吸道传染病和治疗疾病的效果。

藏香由多种名贵藏药、中草药按比例进行物理混合、配制而

成，具有药用价值。可解毒、杀菌、抗感染、抗病毒，可杀灭空气中

的致病微生物，净化空气，预防病毒的传播。在室内燃藏香，既能

净化空气、滋润肌肤，也能增强抗病能力，提高睡眠质量，对使用

者的身体、气脉及心神大有裨益。

藏医从多方面总结了疾病的预防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重视对周围环境的治理，切断传播途径。病毒可以通过空气

传播，所以第一要净化空气、清洁环境，防止病毒的传播，如果某

地区发生疫情，人们就会在附近焚烧柏香，在疫区洒木料灰，人人

佩戴藏药香囊。二是控制疫源。《宇妥·元丹贡布传》记载了一个

发生于公元 3 世纪的一个藏王的女儿，担心疫病传染，背其生疫病

的母亲离开家乡的故事。这表明藏民族对疫病早有明确认识，并

采取了积极的隔离办法，防止疫病传播。三是自身保健。《四部医

典·后续部》强调疫病多来自气候变化和饮食、起居不当，所以平

日应对日常起居行为、食物禁忌等内容注意自我保健，同时注意

培养良好的心态，不要盲目焦虑和恐惧。保持心理健康亦是防治

疾病的重要手段。

（本报记者 郑璐 袁海霞 实习生 白玛央宗 整理）

西藏藏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的

曼桑藏香，始于亲情与乡愁，秉承高原藏

香养生文化传统，坚持“药香同源”的理

念，对原材料选取和配方研制极为考究。

曼桑藏香，其香体疏密均衡，香雾浓

淡合宜，清心宁神，享天地和同，似草木萌

动，且充满热忱的余温，传递出生活的仪

式感和大自然的艺术灵性。

自从该公司与西藏藏医药大学副教

授、研究生导师次旦多吉结缘后，正在加

速达成“藏源自然，香养世间”的初心。

次旦多吉自幼成长于藏医世家，多年

的耳濡目染和用心研习，让他熟稔藏医理

论及临床实操。他为人低调、和蔼可亲。

担任曼桑藏香首席配方师以来，他始终倾

注着真心真情，严把香材选取关，亲手调

制配方，并要求公司成员要带着干净的心

去做香。他说：“我们希望通过制作好的

藏香，传播藏香养生文化，帮助更多人滋

养身心、拥抱健康生活。”

次旦多吉坚持在高校传道授业的同

时，每周还定时到西藏藏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坐诊，闲暇时间甚至放弃休息在家接

诊。他常说这样一句话：“疾病来临前，预

防非常重要。不掺杂任何动物原料和人

工化合物的优质藏香，应该承担起这样的

使命，也希望更多人了解和传承这项古老

技艺。”

同时，藏香制作技艺传承人次仁也坚

守在曼桑，担任曼桑藏香系列产品的全手

工匠造者。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次仁，也许很难想象，这位不拘小节的高

原汉子，也有心细如发的一面。

次仁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藏香制作技艺”的传承

者和守艺人，出身西藏尼木县藏香世家，自幼跟随父亲研习古法

藏香制作技艺。大家眼里的他，敦厚朴实、少言寡语，更多时候，

热情的笑容是他回应别人的特有方式。

每次制作藏香的时候，次仁十分“较真”——研磨香粉、揉制

香泥、挤压成型、通风晾晒。每道工序全情投入、远离杂念，不失

匠人风范。

与曼桑结缘后，次仁更加忙碌起来。制作首批产品时，他花

了近半年时间。看似枯燥的制香时光里，他常常一套固定动作重

复成百上千次，虽然辛苦却乐在其中。他说：“作为藏香师，我认

为每次制香，都是从身体到心灵的一种考验、一次洗礼。”

技进乎道、艺游于心，是许多人对次仁的评价。但是次仁总

是淡然处之，用他的话说，便是：“制香的时候充满欢喜，愿藏香为

人们带去身心的愉悦和健康，我就很知足了。”

在西藏，不论哪种风景，总有一股特殊

的香味，时刻缭绕在身边。这就是藏香，几

乎在每家每户都能闻到这熟悉的味道。

在 被 称 为“ 藏 香 之 源 ”的 拉 萨 市 尼 木

县 ，藏 香 的 传 承 距 今 已 有 1300 多 年 的 历

史，一代又一代藏香技艺的传承者世代守

护、研学、传承制香技艺。直到现在，尼木

藏香的香气依旧悠远醇厚。“00 后”藏族小

伙边巴次仁就出生在尼木县的一个藏香世

家。

边巴次仁是一名在南京就读的大学生，

他告诉记者，从小耳濡目染，便与藏香结下

了深厚的情缘，对他而言，与藏香结缘是从

出生开始的。

第一次接触藏香，是在边巴次仁 10 岁

那年，爷爷和爸爸带着他来到制作房，一一

介绍制作藏香所用的原料和器材，然后开始

制作藏香。“从一开始分散的原料，到最后藏

香成品的呈现，这个过程真的好奇妙。当时

小小年纪的我，心中满是好奇。从那以后，

就每天跟随爷爷和爸爸来到制作房，从最初

的原料配香开始学习，有时在制作房一待就

是一天。”

边巴次仁说，即使出自同一家的藏香，

在味道上都会有所不同，那是因为在制作藏

香时，每一个藏香制作人对藏香的情感不

同。“对我来说，藏香就像是‘好朋友’——它

陪伴了我整个童年，我们相识相知的过程，

就像朋友之间相互培养感情一样。即使在

学校，我也会和自己的同学介绍藏香，讲述

藏香的由来、功效等。”

后来，边巴次仁意识到，想让藏香被更

多的人了解，就要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把藏

香文化带去更远的地方，让更多人感受到藏

香的魅力。他认真学习，在完成学业的同时，

也不落下任何制作藏香以及宣传藏香文化的

机会，为的只是让更多人认识藏香并且接触

藏香，感受藏香的魅力。“很多跟我一样的年

轻人，对于藏香还不太了解。我到远方求学，

不仅是为了开拓视野，更是希望让更多的人

能够了解藏香、热爱藏香文化。是藏香让我

明确了人生方向和人生目标。”

说起对未来的规划，边巴次仁告诉记

者 ，他 想 在 毕 业 后 ，运 用 自 己 所 学 ，结 合

自 身 掌 握 的 藏 香 制 作 手 艺 ，踏 上 一 条 属

于自己的创业之路。“我们是尼木藏香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能 够 代 代 薪 火 相 传 的 关

键 ，藏 香 文 化 也 必 将 在 一 代 代 人 身 上 传

承下来。”

在八廓街迂回的深巷里，在青石板铺

就的平路上，在颇有韵味的石头房子边，

一种古老神秘的气味弥散而来。轻轻调

动嗅觉，仔细分辨这缭绕的香气，在红白

檀香的深沉中忘却烦恼，依稀还有云木、

松子、藏红花带来的芬芳气息。这，就是

藏香。

藏香，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伴随着藏族

人民的生活。藏香制作人用灵巧的双手，

制作出形状各异的藏香成品。点燃一根藏

香，伴随着香烟的升起，人们的祝福与愿望

也带向了遥远的天际。

记者循着藏香的足迹，慢慢记录它们

的前世今生。

小药材 大家庭

藏香制作看似简单，实际上有很多讲

究。要求藏香制作者将手洗净，保持心平

气和，用双手的合力和真诚的内心，将大自

然的天然之料打造成藏香成品。

传统制作藏香的原材料很多，一般是

以柏树树干或榆树树干为主料，再以沉香、

檀香、丁香、木香、当归、肉桂、没药、甘香、

菖蒲及红花等二十多种乃至更多种天然香

料及药材，按适当比例配合主料搓揉而成。

藏香制作过程大体如下：先将采回来

的藏药原料经过“水法”或“火法”处理，使

其药性增强并减弱毒性，再将各种柏枝，用

水车打磨成粉，将各种天然藏药材和天然

香料碾碎，制成粉末状。然后将所有制作

成粉末状的原材料混合成分，并放置一段

时间（时间有严格规定）。最后以手工在专

用的制香器具上将糊状备料制作成条状，

将制作好的藏香晾干，即为成品。

来自四川的“90后”小伙罗敏一，曾是一

名藏香学徒。他说，藏香蕴含着雪域高原最

淳朴的气息。重金属（机器摩擦）会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藏香的品质。“我认为，保留藏香

功效的最佳方法，就是纯手工制作。”

形态不一 各有千秋

就形态而言，出于不同场合的不同需

要，藏香有末香、线香、盘香、塔香等多种形

状。所谓末香就是香木的粉末，既可点燃熏

嗅，也可加入油料涂抹在身体上，以防虫咬。

线香，是条状的香枝，用掺水的香粉和成泥后

塞入牛角挤成细长如线的香形，因其制成后

“枝长如线”，故称线香。盘香，就是在线香干

硬之前，将其弯成重叠的环状香环。塔香或

叫锥香、宝塔香、塔尖香，留香时间较长。

待到天气晴好，制作人会将做好的藏

香进行晾晒。线香、盘香可在 2 天之内完全

干透，塔香可在 3 天内完全干透，干透的藏

香会比之前质地轻很多。

藏香集合多种名贵藏药、中药的精华，

极具药用价值。有解毒、杀菌、抗感染、抗

病毒等功效，可杀灭空气中的致病微生物，

净化空气，预防病毒的传播。在室内点燃

藏香，其芳香弥散，走穿肌理关节，既能净

化空气、滋润肌肤，也能增强抗病能力，有

效预防关节疼痛、调理肌肤、缓解精神紧

张，提高睡眠质量。

西藏藏医药大学科研处处长顿珠说：

“自古至今，西藏都有点藏香的习惯，很多藏

香含有不同成分的藏药材，而且很多药材在

医学临床中具有广谱抗菌作用。民众可通

过药熏、口服藏药等方式预防疾病传染。”

寻常百姓家 润物细无声

尼木县吞巴乡，清风沉醉、绿树成荫，

更有“小桥流水人家”般的氛围，让人感到

平静和舒心。

这里是“80后”藏香传承人旦增的故乡。

旦增告诉记者，他 8岁就跟随着父母、亲

戚开始学做藏香。“我觉得自己和藏香有种微

妙的缘分，我喜欢藏香并且愿意好好去做，藏

香，也能让我的心静下来。比较难忘的是刚

开始学习的时候，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我

在该怎么巧妙用力和香泥‘这门课’上，下足

了功夫，然后认真记住每一味药材，松柏、丁

香、白豆蔻、木香、当归、肉桂、没药……如今，

这些已经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20 多年过去了，如今的旦增成为了一

名藏香制作传承人，也已结婚、生子。在一

路香伴藏香体验空间，他盘腿而坐，认真教

学徒们制作藏香。藏香，成为他们之间的

一种默契、一个约定。

说起对未来的展望，旦增的脸上露出憨厚

的笑容，他说：“我想把藏香继续做下去，以后还

要教孩子们做藏香，把藏香文化的根留住。”

岁月流转，这香气渐渐浸入人们的生

活，如一场春雨，润物细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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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香对疾病预防真的有效吗？

“00后”藏香传承人边巴次仁：

把藏香文化带去更远的地方
本报记者 郑璐 袁海霞 实习生 白玛央宗

图为尼木县妇女在捆扎藏香。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郑璐 摄

在 高 原 大 地 ，有 一 抹 香 宁 静 而

幽古、神秘却寻常，它便是伴随藏族

百姓日常生活的藏香。净心制香的

用 厚 实 的 双 手 ，将 藏 文 化 的 精 髓 凝

聚 于 香 ，使 无 情 的 草 药 升 华 为 有 情

的 馨 香 ，净 手 、点 灯 、燃 香 …… 在 高

原 ，人 们 新 的 一 天 都 始 于 点 燃 一 根

藏香，用以打开心灵之窗，来触摸世

间美好万物。

相 传 ，藏 香 制 作 历 史 可 追 溯 到

1300 年 前 ，藏 文 创 始 人 、藏 香 始 祖

吞 弥·桑 布 扎 在 其 家 乡 尼 木 县 吞

巴 村 利 用 天 然 纯 净 的 山 泉 和 藏 药

材 ，制 作 了 具 有 神 奇 医 疗 作 用 的

藏 香 。 此 后 得 到 逐 渐 推 广 ，沿 袭

至 今 。 2008 年 ，藏 香 被 列 入 国 家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更 是 让 其 声 名 鹊

起 。

图①：藏香制作传承人旦增认真

地教学徒制作藏香。

图②：正在晾晒中的塔香。

本报记者 郑璐 袁海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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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市面上出售的种类多样的藏香。

本报记者 郑璐 袁海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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