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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记者 高婷婷

近日，历时两年筹备的永康市网络作家

协会在线上举办了成立大会，市作家协会代

表、数十名网络作家聚集微信群，见证了这

一文坛盛事。市网络作协的成立，标志着本

地网络作家群体正式有了“大本营”。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写

作逐渐成为一种普遍趋势。据了解，我市网

络作家协会早在 2017 年就有了雏形。当

时，协会发起人黄素霞等人通过朋友圈、微

信群、朋友介绍等渠道，聚集起了 20 多位网

络作家。这一现象引起了省网络作协、金华

市网络作协和我市文联、作协的重视。在各

方的帮助下，这支本土网络创作团队逐渐成

形。

“不少人都很惊讶。他们说，没想到同

城有这么多和自己一样在网上写作的人。”

市网络作协副主席梁辉感慨道，“说实话，我

们自己也吓了一跳。”

与传统写作方式相比，网络创作门槛

低，传播范围广，因此吸引了不少新生代文

学爱好者。市网络作协成员里，既有在校大

学生，也有高中生，有师生一起入会的会员，

也有准备高考完再入会的“预备役”，整体呈

现年轻化趋势。他们时常在群里上传作品，

相互点评，相互鼓励，形成了积极向上的写

作氛围。

当选市网络作协首届主席的黄素霞表

示：“网络作协是一个新群体，如何引导这支

年轻的创作团体走向成熟，是协会的责任，

更是我的责任。我将以身作则，带领会员规

范化写作，多出优质作品，燃起永康网络文

学事业的火把。”

“你们的舞台不仅在网上、纸上，也在坚

实的大地上。”市作协名誉主席章锦水希望

网络作协会员扎根基层，利用网络渠道和自

带流量传播好永康文化，助力乡村文化振

兴。

“当下，网络文学的崛起给永康文坛带

来新气象，也为我市文艺发展注入新鲜血

液。”市作协主席蒋伟文在会上殷切寄语，希

望会员在网络创作中不忘树立精品意识，既

要讲阅读量，也要讲质量，拿出无愧于新时

代的精品力作。

省网络作协主席曹启文特地送来了“永

康市网络作家协会”的亲笔题词，金华网络

作协主席古兰月也在线上送来了祝福。

市网络作协的成立，宣告着我市网络作
家正式告别“单打独斗”，凝聚成一个整体，获
得更多学习、成长、交流的机会。

据了解，下一步，市网络作协计划与市内
外网络作家开展交流座谈会；积极对接影视
公司、上一级网络作协，为会员作品争取推介
推广机会；组织采风活动等，为推动我市网络
文学繁荣与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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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制香人不同，卢芬俊因

兴趣入行，没有家传渊源，自觉更能

代表普罗大众对传统香道的看法。

入行前，她对香的印象是“阳春白

雪”；接触后，她才发现它也可以是

“下里巴人”，是日常生活中通俗的

“美”的享受。

“香道的复兴，不是指人们开始

使用某种手工香品，而是意味着中

华传统文化和精神生活的回归。”卢

芬俊说。

去年，卢芬俊应邀到许多地方

开展了香道公益培训课，讲述中华

香道历史，为人们展示香艺，带领学

员体验制香。在她的努力下，越来

越多人接触到了这一门玄妙的古法

制香工艺。

“沉香烟断玉炉寒，伴我清怀如

水”“百炼香螺沉水，宝熏近出江

南”⋯⋯古往今来，香在人们的生活

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面对当

下香文化传承的断代，卢芬俊希望

尽自己所能，让传统香韵丰富人们

的精神生活。

合香 一场与灵魂的“手谈”
探访流传千年的古法制香工艺

中华香文化源远流长。
先秦以来，香料被广泛应用
于生活。从达官显贵、文人
雅士到普通百姓，都有随身
佩戴香囊、插戴香草、以香熏
衣的习俗。庙堂祭祀、祛除
疫病、陶冶情操⋯⋯香文化
的盛行体现了古人修身养性
的精神追求。

至近代，商店里五花八
门的香薰精油取代了传统香
品。在历史上延续了几千年
的香文化，已被现代工业挤
压得支离破碎。1 日，记者
走访了我市制香师卢芬俊，
探访这一门带有神秘色彩的
古法制香工艺。

走进卢芬俊的制香工作室，一

股沁人心脾的幽香扑面而来。与常

见的人工香氛不同，这种香味淡而

柔和，又多了一味独特的草木质

感。仿佛一呼一吸之间，便能感受

到厚重的香道历史穿越时空而来。

一旁的木制橱柜上，码放着林

林总总 100 多只玻璃瓶罐，里面是

卢芬俊精心搜集的沉香香料。这些

沉香其貌不扬，乍看像普通的木

头。卢芬俊拿出一块，用勾刀刮下

一些碎屑，让记者放到鼻子下品味。

卢芬俊介绍道：“严格来说，沉

香 是 瑞 祥 科 白 木‘ 受 伤 ’的 凝 聚

物。”正如人受伤后伤口会结痂一

样，自然界中的树木经过风吹、雷

击、虫咬后，会分泌出树脂进行自

我修复，吸引来某些特定的菌群，

引发真菌感染⋯⋯这些树脂、菌群

以及它们的次生代谢物相互影响，

直到植物的筛管全部被树脂填满，

一块香料就这样形成了。据了解，

在“受伤”的树木群中，大约只有1%

能顺利结香。

经验丰富的制香人可以通过味

道识别出一块香料的产地、年份和

种类。卢芬俊对记者说，有的香料

香气外放，有的含蓄内敛，要刮下一

些粉末上炉加热，才会慢慢散发出

原本的香味。

卢芬俊说：“挑选香料的过程，

就像在和木头对话。”

遗憾的是，随着近百年来人们

的无节制砍伐，市面上流通的天然

香料越发稀少，鱼目混珠、以次充好

的现象屡见不鲜。为了搜集原料，

卢芬俊曾多次飞到中国香料主要产

地——海南，请当地香农做导游，深

入热带雨林，寻找天然沉香。

卢芬俊和制香结缘要追溯到

2014年。彼时她身在古玩行业，业

内人士聚在一起品茗鉴宝，少不了要

用焚香烘托氛围。“起初我只是沉迷

手工香的味道，随着深入了解，我发

现这里头的学问真不少。”她说。

这以后，卢芬俊便一发不可收

拾地走上了研究香学的道路。她采

购古籍，拜师国内香学大师廖易德、

罗子杰，既学习制香工艺、香道的表

演艺术，也学习中华香文化的历史

起源、发展状况等，一路摸索着成

长，成了业内小有名气的制香师，并

考取了国家高级香道师资格证。

卢芬俊现场为记者演示了古法

制香:把数十种香料在陶臼里碾磨

成粉，筛子过细，再到称重配伍，加

入水和黏合剂搅拌，反复揉捏捶打，

使其成为一块紧实的香泥。随后，

她将香泥捻搓成条状，放置在阴凉

处晾干，一根根手工香便诞生了。

为了节约时间，卢芬俊事先准

备好了香泥，省去了其中烹煮、打粉

等繁复琐碎的工序。她告诉记者，

完整的制香过程从选料到成品，至

少要花费三个月的时间。卢芬俊调

侃道，制香可不就像一场与自己的

“手谈”么？每道工序都要认真对

待，每一下捣弄、过筛、捶打都要亲

手完成。在重复的劳动中，人慢慢

地安定下来，不再焦躁，不再坐立难

安，好像天地之间只剩下这尺寸工

作台，只剩下这场与灵魂的博弈。

香道的魅力在于不可预知的惊喜

从原料到成品，至少花费三个月时间

挑选香料就像在和木头对话

历史上许多文人，如黄庭坚、苏

东坡等，都是制香高手，流传下了许

多制香的方子。明末学者周嘉胄博

采诸香方之长，集结出版了香学名

著《香乘》。卢芬俊现在常用的香

方，大多来自这本古籍。

古时候，制香有一个更贴切的

名称，叫作“合香”。古人认为，原料

本身虽具有香味基质，但含量不足或

单一，则可与其他原料或调料合烹，

如医者用药，以达到性质、气味互补。

然而，古籍里记载的许多原料

或濒临灭绝，或彻底消失，想要还

原传统香方，可谓是困难重重。卢

芬俊不得不另辟蹊径，从市面上寻

找替代品，对原有的配方进行改

良。这一试让卢芬俊对制香更加

如痴如醉。“制香讲究天时地利人

和，成品和醇化的时长、揉捏的力

度，甚至和当天的气温、空气湿度

都有关系。”卢芬俊说，一张新的香

方完成前，谁也猜不到它会呈现出

什么味道，即使是制作者也不例

外。正因为如此，让人在制香过程

中充满了期待。

和美酒一样，好的香品制完后，

往往还要经历一段漫长的窖藏。卢

芬俊将香品用油纸包好，放入瓶中，

避光收藏，让其中的原料充分调和，

褪去新制时的燥气，气质趋于平和，

以此提升香味的层次。这一过程短

则数月，长则数十年。

一次，卢芬俊尝试了一个昂贵

的新方子，从打粉到炮制，全部亲力

亲为，结果却让她大吃一惊——合

香竟然散发出浓厚的铁锈味。她把

合香窖藏起来，过了几个月再品，味

道又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原本

的铁锈味荡然无存，闻上去反而有

一股醇厚的酒味。”卢芬俊十分感

慨。她的窖藏品中，年岁最久的已

经存放六年了。

中华传统文化和精神生活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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