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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许月才通过查
阅史料，悉心辑录了上世
纪 40 年代晋江县城知名
香铺一览表，泉州古城内
共有 16 家生产香料手工
作坊。除上述三家外，还
有桥尾街 43 号的“惠可
亭”、聚宝街 118 号的“意
河亭”、万寿路 159 号的

“百福堂”、中山南路 149
号的“复馨堂”、中山南路
177 号的“瑞玉兰”、中山
南路 183 号的“玉庆兰”、

中山南路 525 号的“百和
亭”、新门街 181 号的“庆
兰馨”、中山中路 65 号的

“庆春堂”、中山中路 71号
的“云香堂”、中山中路
119 号的“馥春堂”、西街
261 号的“惟香堂”、观口
黄的“百和堂”。

“由此可见，当时小小
的泉州古城，香料生意发
展壮大。”许月才说，这 16
家香铺都是纯经营香料
的，不包括经营香、烛等民

俗用品的商铺。
据悉，宋元时期，泉州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
发港口，承载着从东南亚、
印度乃至欧洲进口的大宗
香料，见证着海上丝绸之
路的繁盛历史。作为一座
多元文化城市，香文化在
泉州延续千年，生生不
息。“希望通过此次梳理，
香文化能在古城得到复
兴，再次焕发新的生命
力。”许月才说。

百年商号重现 古城香脉续千年
经营香料的“博山堂”老字号重现中山南路；记者探访文史研究者和守香人，

追寻泉州古老的香文化和记忆传承
泉州，用一个“香”字来诠释它，也很贴切。这里的香文化和香技艺传承至今已有千

年时间，走在街头巷尾，满城飘香，随处都能感受到这份古老而浓郁的香道文化……
让人想不到的是，古城内的香料贸易也曾繁盛过。近日，泉州中山南路在修

缮保护时，曾经营香料的博山堂老招牌得以重现，勾起了老一辈人的记忆。泉州
文史爱好者许月才通过一份1953年的工商登记信息及走访发现，上世纪40年代，
仅中山路及附近就经营着16家香铺。3月19日，记者进行探访了解。

19日上午，记者来到中
山南路花桥慈济宫附近见到，

“博山堂名香”五个白字在蓝
底的衬托下，格外醒目。经一
番修缮复原后，这个老招牌重
现在大家面前。

这家店铺共有二层楼，
店内正在装修，透过复原的
招牌，让人仿佛望见过往经
营香料的繁盛场景。“它曾是
一家生产香料制品的老字
号，1910年由泉州人林章水
创办，至第二代林清池时，博
山堂声誉日隆。”74岁的鲤城
文史学会监事、泉州文史爱
好研究者许月才介绍。

上世纪 40年代，林清池
从父亲林章水手中接来经营
时，香料生意繁盛。从许月

才提供的一份关于博山堂的
电报挂号可推测，博山堂在
当时是大商户，香料贸易十
分繁盛，需借助电报方式与
各地进行业务往来。

不仅如此，在许月才提
供的一份《晋江县商会会员
名册》记录中，记者见到，林
清池是当时的香料同业公会
理事长，其二楼兼作公会会
所。“1952年，博山堂的从业
人员达17人，上世纪50年代
中期随着博山堂进入公私合
营，并入泉州市蚊香厂。”许
月才说。

资料显示，“香料以博山
堂最著名”，现时泉州养生香

“沉瑜香”，其系列产品的工艺，
规范为制香“十三古制法”，称

是博山堂制作工艺的传衍。
而在“博山堂名香”招牌

的右下角，可看到清朝举人
曾振仲的亲笔题字。有意思
的是，曾振仲不仅是位书法
家，也曾在中山南路上，距离

“博山堂”100 米处，开了家
“清远堂铺”。

“这家香铺是由清光绪二
十八年举人、著名书法家曾振
仲于1928年所创立。”许月才
说，曾振仲诗、书、画样样精通，
少年时家庭贫苦，曾在厦门意
可亭香店当过学徒，花甲之年
才开办此香铺，以经营各类香
制品为主，主产品是香珠。泉
州城制作香珠历史久远，文人
雅士佩戴、把玩，自用使气质添
古雅，赠人能传情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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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香料大户 贸易往来繁盛

守香人传承古制 装点“半城烟火”
曾有知名香铺16家 望重现香文化盛景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我的太外公黄乌傲在西街
负责看护紫云宫，而后传给
独女黄姑痛，黄姑痛是我的
奶奶，到 40年代时，奶奶和
爷爷就在宫旁共同开了家

‘源来香铺’。”59 岁的鲤城
区庄氏古法药香制作技艺
传承人庄劲松说。

他从小看奶奶用各种
有香气的草木入膳为人解
忧，因此从懂事起便知道
什么是香。当时，每家香
铺 都 是 在 家 中 作 坊 里 制

香，庄劲松也时常跟在奶
奶身边学制香，慢慢地对
香料草药产生了兴趣，而
因店铺附近是医馆，庄劲
松经常能接触到医书，把
书中提到的养生知识加以
运用，融入制香中。

“我从奶奶手中接过了
这门技艺，开始全身心投入
制香当中，传承这门泉州特
色的技艺。”庄劲松说。奶
奶传下来的制香技艺，是泉
州地道的禾香制作技艺，用
的原材料简单,都是身边随

处可见的青草药,还会根据
四季更迭调换草药。

“制作的香味道天然,不
刺鼻。”庄劲松说。为秉承
传统制香工艺流程及制作
工艺，坚持使用纯天然植物
为制香原料，不追求量产，
至今仍是他和妻子两人自
己做香，产品销往海内外。

“中国用香历史悠久，
在泉州这座被称为‘半城
仙’的城市，自然应由‘半城
烟火’来装点，我打算一直
把香延续下去。”庄劲松说。

泉州中山南路“博山堂”正在修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