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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3世纪开始，胡椒在香
料输入中所占的比重增大。马
可·波罗曾在其游记中写道：杭
州每天消费的胡椒达“每担为
二 百 三 十 磅 的 四 十 四 担 之
多”。在元代中国最大的贸易
港泉州，胡椒输入量令马可·波
罗惊讶：“如果有一艘要出售给
基督教诸国而装载着胡椒的船
只进入亚历山大港口的话，那
么将有相当于百倍的船来到泉
州。”虽然这种描述似有夸大之
嫌，但胡椒比重之增加是毋庸
置疑的。

在唐代，胡椒主要用作珍
贵药物，只在“胡盘肉食”中用
作调料。宋代也是如此，胡椒
依旧是珍品。明朝中后期“珍
品”胡椒逐渐变成“常物”，被平
常百姓广泛使用，这其中，与郑
和下西洋有很大关系。

郑和下西洋导致胡椒大量
涌入，为处理胡椒过剩，明朝政
府以胡椒、苏木等香料折支俸
禄，以俸禄的形式分配给文武
官吏，一方面维持香料贸易的
高额利润，转嫁了国家财政危
机，另一方面胡椒流入了更广
泛的人群中，价格大幅下降。
洪武（1368—1398）末年每百斤
值 银 20 两 的 胡 椒 到 宣 德
（1426—1435）年 间 仅 值 银 5
两。粗略估计，15—16 世纪中
国在东南亚地区收购的胡椒年
达5万包（约250万斤），等于17
世纪上半叶胡椒从东方输入欧
洲的总数。正因为如此，郑和
下西洋在中国激发了一场“舌
尖上的革命”，民间广泛流传起
关于“胡椒”的各种食谱，今天
我们能有如此多的中华美食与
味觉上的丰盛要感谢郑和。

对胡椒的渴望促进了西方
完成地理大发现。价格昂贵的
胡椒是葡萄牙人向东方找寻新
航路的原因之一，当达·伽马携
带胡椒返回里斯本时，里斯本
胡椒价格当天跌落一半。同
样，当郑和携带大量香料回国
时，国内胡椒价格跌落，胡椒
变得更加家常，老百姓也可以
用得起。胡椒等各种香料漂
洋过海，通过海上丝路，包括原
产地在内，所过之处都给当地
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兴
旺，谱写一段沟通中外的香料
传奇。

考古资料证明古时南越国已有从
海外输入香料和燃香的习俗，很显然，
那些熏炉和香料是从海上丝绸之路传
入的。东南亚和南亚的香料通过南方
沿海地区转输中原地区。

唐朝时，苏门答腊、爪哇等岛本就
以产香料著称，苏门答腊东南部成为
香料贸易周转集散枢纽，海舶来往频
繁，大量香料聚集于此，因而兴起了一
个海上强国——室利佛逝。为保护商
道安全，促进香料贸易，室利佛逝王在
各大港口加派士兵保护。另一边，中
国东南沿海港口也挤满了远涉重洋、
不远万里而来的航海商船，史料记载：

“（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
舶，不知其数。载香药珍宝，积载如
山，舶深六七丈。”

唐代的外来香料，主要有沉香、紫
藤香、榄香、樟脑（龙脑香）、苏合香、安
息香、乳香、没药、丁香、郁金香、阿末
香、降真香等品种。阿拉伯人刚接手
香料贸易时，最为关注苏门答腊的龙
脑香——唐朝官方购买的特种香料，
对其价格作了详细记载：“每一曼那
（约 2两）的樟脑（龙脑香）卖五十个法
库，一法库合一千个铜钱。这种樟脑，
如果不是政府去购买，而是自由买卖，
便只有这个价格的一半。”

对于龙脑香，在《酉阳杂俎》有记
载，龙脑香树，出自婆利国、波斯国，之
所以称婆罗洲樟脑为龙脑香，是因为

“那些从海外带来的、奇异而珍贵的物
质，很容易使人们在想象中将它们与
主宰大海的龙联系起来”。龙脑香不
仅可以治病，还可用于饮食。香味怡
人的龙脑香中，最著名的一种属交趾
贡献的“瑞龙脑”，被制作成蝉和蚕的
形状，以护身符的形式佩戴在衣物
上。唐玄宗曾赐予杨贵妃 10枚“瑞龙
脑”，昂贵的进口香料几乎是皇室的
专用品。

海外“香料”
宫廷御用

五花八门的香料

外来香料
进入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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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大发现的催化剂

N

国
家
人
文
历
史

香
料
传
奇

2023年10月17日至18日，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为“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在连接东西方的海上
丝绸之路贸易中，香料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它是中国进口货物的大宗，以至于在东西方
交汇之处，香料产地婆罗洲、爪哇、新
几内亚及苏门答腊被称为“香料
群岛”。香料见证了海上贸易

“舶交海中，不知其数”的
繁华，也见证了和平合
作创造地区大发展
大繁荣。

随着新香料和佛教、印度文化传
入中国，宗教和香料一拍即合，焚香
和香料习俗随之而来。当时，大量檀
香经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佛教鼎盛的
唐代社会，这些香料被唐人用于雕刻
佛像，建造寺院之楼阁、佛塔，制作装
佛像的圣盒、僧徒所持之锡杖等佛教
圣物，还是寺院僧人、百姓礼佛常烧
之香。

沉香因其饱含树脂，质地坚硬沉
重，放进水里即会沉底得名。在当时
很多西方人的心目中，中国是有名的
沉香来源地，其实不然，唐朝人使用
的沉香大部分都是从林邑（今越南中
部）进口而来。沉香在焚香和熏香中
盛行，因唐人与印度人一样，认为沉
香的烟对于治疗糜烂和创伤具有疗
效。唐朝皇帝以沉香建造亭台楼阁，
唐玄宗在皇宫内建沉香亭，想召李白
前来饮酒作诗，可惜李白已醉，未能
前往。

如果说海上丝绸之路西端的
皇室贵胄们最喜好丝绸的话，那
么在海丝的东端，唐朝贵族士人
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便是香料。

唐人好斗香，中宗时有一种高雅
的聚会，大臣们在会上“各携名香，比
试优劣”，只有韦温所挟香膏，经常夺
魁。宁王李宪非常注重口气清新，好
口中含香，每次与宾客议论时，口中
必含沉香和麝香，“方启口发谈，香气
喷于席上”。想必他们在参加各种社
交场合前，必先以香汤沐浴，誓要给
众人留下香气迷人的印象，毕竟那个
时候还没有出现香水，只能靠外来香
料做辅助。

至今人们仍在用的胡椒，无疑是
大家最熟知的外来香料。汉文史料
中最早记载胡椒的是西晋司马彪撰
写的《续汉书》，当时都以为胡椒产于
印度、波斯或南海诸国。据考，“胡椒
属植物，最初生长在缅甸和阿萨姆，
先传入了印度、印度支那以及印度尼
西亚，然后，又由印度传入波斯，再从
波斯与檀香木和药材等一起由波斯
舶转运到中世纪的亚洲各地”。

唐时，海外贸易初盛，海上丝绸
之路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外贸
易主通道，由海路输入中国的胡椒量
不大，但因其受唐贵族重视，价值昂
贵，给贸易商波斯人和阿拉伯商人带
来了巨大的财富。胡椒的财富地位
也很显赫，举一个例子，公元 777年，
唐朝巨贪元载被赐死后，官府在籍没
他家资产时，不是搜出满屋钞票，而
是搜出500两钟乳和800石胡椒。800
石大约相当于64吨，得用3个集
装箱来装，搁现在就是一
卖作料的，那会儿这就
是财富的象征。

贸易总是能增加社会总福利。
随着海上贸易的深入发展，外来香
料进入寻常百姓家。苏东坡所处的
宋朝，恰是外来香料进入中国的巅
峰时期，其进口品种之繁和数量之
多前代无法比拟。文献记载，当时
进口的香料达100多种，常见的如乳
香、龙涎香、龙脑香、沉香、檀香、苏
合香等数十种，可入药、食用、化妆、
熏衣、敬神、制烛、建筑。它们来自
大食、天竺、交趾、三佛齐（唐末室利
佛逝）、阇婆等国，以从大食、交趾、
三佛齐进口香料最多。

发源于苏门答腊岛上巨港附近
的三佛齐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交
通要冲，为马来群岛的香料贸易中
心，是中国与东南亚、阿拉伯往来贸
易的必经之道。因其国势强大，大
食的香料多在此集散，复运广州、泉
州。宋以前，外来香料使用局限于
王公贵族间，随着品种和数量增多，
外来香料也进入寻常百姓家，饮食
用香、佩物用香、祭祀用香、建筑用
香成为平民百姓生活中的一部分。

南宋时期，蜀人曾以棍棒、沉
香、檀香、鹰香和龙脑为原料制作出
一种香味极佳的香药饼子，深受广

大民众喜欢。临安市民的早晨
一般是从一碗丁香馄饨开始

的，临安街边上四处贩卖
着香药灌肺、二色灌

香藕、香药韶姜等
食品果子和蔡香
甘蔗、沉香藕花等
甜点。富有人家
也会仿照唐朝皇
帝，将香料木材
用于建筑中，法
国汉学家谢和耐
在描写南宋杭州

市民生活时曾说：
“富室人家对其起居
宅第的营建，常常一掷

千金，毫无吝惜，珍贵的
沉香木和檀木，远从热带地

方带来，以为主支柱之用。”
南宋初年，政府财政收入不满

千万，市舶利入达200万缗。对外贸
易收入已成南宋政府不可或缺的财
源，宋朝对海外贸易也愈加重视。
对那些能招揽外商来华贸易，增加
政府收入或负责搬运香料的官吏，
宋政府多授予官爵或其他奖励，外
商招徕多者，也会赐宴给予慰劳，押
送香料到京城的官员，给予相应的
物质奖励。由于香料等价值比粮草
要高得多，而重量要轻得多，南宋
政府甚至直接以香料作为类
货币的交换物资，用于向
民间购买支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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