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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袭数百年的制香技艺

来到永春县五里街镇的蒲庆兰香室，一进院子，香气扑
鼻、沁人心脾。沾水、打底、展香、抡香、切香、染香、晒
香、跺香……60多岁的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永春香传承人
蒲良宫，把一套制香流程玩得纯熟。

除了一台香料粉碎机，在蒲庆兰香室再无别的大型机械
设备。蒲良宫表示，制香器具是百年前家族传承下来的，搓
香粉时浸水的陶瓮，已经用了150多年。

蒲良宫是香室的主人，同时也是旅居福建泉州的阿拉伯
人后裔。其祖先蒲寿庚是阿拉伯香料商人，南宋时期经海路
往返两国。至明末清初时，蒲氏后人已定居泉州地区多年，
与当地人通婚采用汉姓。清顺治年间，蒲寿庚的后代蒲世茂
为躲避战火，迁居永春县达埔镇汉口村。

蒲氏家族来到永春后，业务从原先的经营香料拓展到制
作篾香。他们将阿拉伯制香技术融入中国传统香文化，改良
创造出了永春香。依托当地丰富的竹资源，这种香以细小的
竹篾为骨，将异域香料研成粉末后涂于篾骨，称为永春篾
香。蒲氏族人还将制香手艺传授给了广大乡亲，永春的制香
史由此开启。

袅袅香气轻烟，穿越近四百年。蒲氏一族将闻香、品
香、配香、制香技艺代代相传，传至蒲良宫已是第 10 代。
自幼学艺的蒲良宫仍然沿袭着数百年前祖先留传下来的制香
技艺。“我所制的香，至今仍坚持运用古法工艺手制，没有
添加化学物质。”蒲良宫告诉记者，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产
物，永春香颇为讲究“手艺”。一尺长的永春香，经历十多
道工序，层层叠加，方才制成。

科技推动转型升级

但传承并不拒绝创新。一根纤细的篾香，包含了几百项
国家级专利。创新热情从何而来？这源于永春县实施科技创
新“四个倍增计划”，从多方面激励企业创新，如对数字化
改造的企业给予支持；为香企选认科技特派员；对企业新购
设备给予奖励等，不断推动永春香产业转型升级。近年来，
永春县一批制香企业脱颖而出，通过加大新产品研发，加快
转型升级，整个产业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

走进中国香都产业园一区的彬达制香厂。偌大的空地
上，一排排正在晾晒的香，鳞次栉比、色彩斑斓，让人目不
暇接。在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制香机正在高效运转着，不时
有三两个工人在观察生产过程。不远处，竹签香、线香、沉
香、檀香等产品包装出厂。“现在盘香、线香等都通过自动

化的机器进行生产，只需要一两个人操作，可以抵得上原来
手工制作的100多人。”彬达制香厂董事长曾建全介绍。

作为永春香产业的龙头企业，彬达制香厂拥有30多名中
级及以上专业技术人才，近年来又投入数百万元资金，联合福
建医科大学和福建中医药大学，研发出新型的“乌沉香”。该香
种具备杀菌、净化空气等功效，广泛运用于汽车、家居等领域。

曾建全告诉记者，在中国的药典里，中草药有 6086
种，其中近 500 种可以作为制香原料。香原料为毛竹、艾
草、甘草、丁香、沉香等，黏性物质为滑楠树、水麻皮等，
都是一些可再生物质。

除了制作工艺流程外，曾建全认为永春香的科技含量很
大程度上体现在配伍步骤上。“天然中草药都要经过破碎、
黏末，过晒 （精选），根据合适的比例才能‘锻造’出好的
香料，比如中草药大黄，本身是有腥臭味道的，经过浸泡、
烘焙等物理反应过程，就产生香气了。”曾建全说。

在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永春达盛香业的展厅里，记者看
到了各式各样的养生香。其中新推的一款香品“闻香转运”远
销东南亚、欧洲等地，许多福建华侨心头都萦绕着家乡的这
缕香味。“这款新品能除甲醛、能抗菌，还能释放负离子，让人
养心安神。”达盛香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洪清洁介绍，这款
香品植入负离子技术，有多项专利，颇受市场青睐。

从各式各样的家居香，到抗菌消炎的功能香……依靠科
技创新，近年来，永春香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涉香产业从业
人员超4万人，品牌效应凸显。彬达、兴隆、联发等重点香
企年产值均超亿元。

“目前永春香产业已发展成为永春县特色主导产业。已
建成占地 1200 亩的中国香都香品产业园，15 家实力企业入
驻并投产，另有 4 家香企正在建设或筹建中。”永春县达埔
镇镇长洪炳灶说。

打造涉香新业态

近年来，随着永春香不断向保健养生、居家用品方向转型升
级，打造全产业链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一到假日，中国香都香品
产业园就会迎来大量游客，人们尽情感受永春香的特色与魅力。

2023 年 12 月，在彬达创意产业园，记者看到众多年轻游
客或聚精会神地观看香道表演，或熏香品茗、闻香赏画……很
多人尝试了一种叫“掷香花”的传统晒香方法：将一捆篾香扎
成一束，往地上轻掷，落地后用双手轻扭香束使之自然摊开，
篾香便像一朵花一样绽放开来，让人赏心悦目。

彬达创意产业园是福建省首批旅游工厂。在这里，游客
不仅可以自己动手掷香花、制作天然熏香，亲身体验制香的
过程和乐趣，还可以了解永春香的“海丝”情缘，观看篾
香、搓香、盘香、水车动力制作香料等传统工艺制作方法，
了解永春香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深厚底蕴。

在消费提质升级的背景下，不少香业企业推动“香业+旅
游”“香业+文化”“香业+设计”等跨界合作，为香产业注

入新活力，提升产业竞争力。曾建全告诉记者，从 2011 年
起，彬达公司就出资 2000 万元建设创意产业园，把昔日高
深的香文化，重新引入寻常百姓家。“每逢周末或节假日，
产业园会迎来八方游客，体验香艺香技的乐趣。”

当地政府还努力引导香产业往芳香产业方向发展，在传
统的居家养生香基础上，探索发展精油提取、生活熏香、芳
香疗愈等新业态。“我们持续挖掘古书记载的香料，通过现
代科技研发，努力开发出更多产品，比如香水、香精、香
料，以及具有消毒、防病、抗甲醛功能性香产品，一个产业
链可以连接 30 多个产业链，这是一个潜力无限的产业，目
前处于繁荣复兴的阶段。”曾建全说。

文旅融合助力香产业多元发展的同时，永春香经营者也
在努力开拓海外市场。

永春香产业是一个“两头在外”的产业：原料在外，市
场在外。永春香产品种类有 300 多种，而原料大部分从越
南、马来西亚等国进口。永春香的国内市场销售覆盖率达
80%以上，在东南亚地区，市场占有率也达到33%以上，每3
根香就有1根由永春生产。

“创新类产品丰富后，海外市场也逐渐打开了。现在，
公司香类产品热销东南亚、中东地区，也开始接到美国、加
拿大以及欧洲一些国家客商的部分订单。”曾建全说，我们
把国外的香原料买进来，把高附加值的香产品卖到全世界，
不断延伸永春香应用领域。

“永春香产业将努力培育芳香康养业态，构建‘香料种植、
香精提取、精油康养’为一体的香产业格局，形成香料种植、天
然香料植物精油提取、香品制作研发、居家用香、生活香芬、香
文旅等一二三产业融合，推动香产业向芳香产业转型升级，打
造中国芳香康养高地。”永春县达埔镇党委书记林文永说。

香业，是福建省永春县的特色产业，
也是重要的富民产业。在一个名叫达埔镇
的地方，聚集制香企业近 300 家，2022 年
永春香产业产值达到100多亿元。靠着制香
这一门传统手艺，当地人富了起来。

地大物博的神州大地，很多地方都有
自己的传统手艺、拿手绝活，这些技艺逐
渐成长为大产业，成为一个地方的名片。
在本报“小商品 大产业”栏目中，我们就
讲述过很多一县专注一业、一城潜心一品
的故事。比如，湖南省邵东市专注于生产
打火机，20 年多来，不管原料和人工成本
如何上涨，这些打火机都只卖1元，每一个
的利润低至几分钱，但当地打火机年产值
超过百亿元；江苏省丹阳市这个人口不足
百万的县级市，却是世界最大的眼镜镜片
生产基地，全世界每两个戴眼镜的人中，
就有一人使用了丹阳产镜片；河南省虞城

县稍岗镇，将一把小小的钢卷尺发展为一
个远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产业……这
些产业很多虽然是传统产业，但是依靠区
位优势，聚焦资源禀赋，很多“小城特
产”照样获得了“单项冠军”，在国内乃至
全球市场有了名气。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
品牌，如“义乌小商品”“沙县小吃”“柳
州螺蛳粉”，同样推动了一批“百强县”

“千亿县”的发展。
探寻“小城特产”获得“单项冠军”

背后的密码，技术创新是共同特点之一。

以邵东的打火机为例，售价虽低，技术含
量却很高。一个打火机就有 30 多个零部
件，涉及火焰控制、点火强度等多项精密
工艺。俗话说，针头线脑，积少成多。过
去依靠“人海战术”，现在制造工序实现了
自动化，这种近乎极致的成本控制，反映
出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决心和强大的发展
潜力。突出特色是又一原因。这些小商品
怎么让更多年轻人喜欢？这需要不断推陈
出新，引领消费潮流。以江苏省扬州市杭
集镇的牙刷为例，不仅方便好用，还可降

解、更环保，功能性更强。经过创新研
发，杭集牙刷不仅敲开了高端酒店的大
门，还登上了“雪龙”号极地科考船。

“小城特产”的成功启示我们，和高
铁、超级计算机等大国重器一样，打火
机、牙刷等老百姓常见的小物件，同样能
生动反映出“了不起的中国制造”这个大
主题。这些产业或许体量不大，但同样是
中国制造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小城、乡
镇的产业从业者通过创新研发，走在行业
前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勇立潮头，助

推中国制造持续转型升级，促进县域经济
拓展着新的成长空间。这也说明，现代产
业体系并不排斥传统产业，只是需要传统
的和旧的生产方式作出改变。传统产业改
造升级只有抓住核心，由粗放型发展向技
术创新发展转变，才能不断增加产品的技
术含量和附加值。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特色。期待更多
小城通过因地制宜、错位发展，找到更为
本地化、差异化的“一技之长”，形成更有
辨识度、带动力的“一业一品”，不断激发
小城经济的活力与韧性。

“小城特产”照样能拿“单项冠军”
彭训文

“小城特产”照样能拿“单项冠军”
彭训文

很多人认识福建永春，是从一根香开始
的。从色彩鲜艳的香到形态各样的养生香，
从家庭作坊式的制作方式到自动化智能化的
机器规模化生产，从本地自产自销的小众手
工商品到拓展产业链、农文旅融合的产业集
群发展，近年来，永春县在坚守传统制香工
艺基础上，不断加强产品创新，形成香产业

发展集群。作为“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
的永春县，目前有制香企业300多家，香产品
种类达 1000 多种，国内市场销售覆盖率达
80％以上。目前，永春香全产业链产值突破
百亿元。

和别的地方相比，永春香产业究竟有何
特别之处？记者进行了探访。

在一根竹篾上，色彩绚丽、香味浓郁的篾香如何制
成？我们带您走进闽南山城永春县——

袅 袅 篾 香 溢 四 方
本报记者 刘晓宇

2006 年“永春篾香”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2014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日用杂品工业
协会授予永春县达埔镇“中国香都·永春达埔”称号。
2017年永春香制作技艺被福建省政府列入第五批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1年6月，福建
香制作技艺 （永春香，闽南天然香） 被纳入第五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目前，永春香企共获得福建省著名商标8个，福建
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8家，泉州市知名商标10个，有
16家制香企业通过ISO认证，拥有国家授权专利374件，
5家企业成为全国卫生香行业标准起草单位。

第一式：沾，将竹枝在适当
长度上沾水，使其能搓上黏粉；

第二式：搓，使竹枝能均匀
搓上黏粉，以搓揉的方式将黏粉
附着在湿润的香芯上；

第三式：浸，水分有助于黏
粉产生黏性，以便黏附香粉。将
打好底的香枝浸水至与黏粉同一
高度；

第四式：展，将香枝展开成
扇形，撒上香料粉，使每支香均
匀地黏附上香料粉；

第五式：抡，展香撒上香粉
后，用双手手掌将香做圆形转
动，使香料粉均匀附着在香枝
上，并适时将有瑕疵的香挑出；

第六式：切，以右掌和右臂
弯抱住香枝，左手在上，让香枝
圆形转动互相摩擦；

第七式：晾，将制好的线香
均匀交错晾在香架上；

第八式：染，在香脚部分浸
染红色染料；

第九式：晒，将染好香脚的
香重新晾开在香架上，晒至完全
干燥即可。

永春香传统手工制

作技艺流程9式

闻香祈愿。 林明辉摄

图为晒香场景。 张文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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