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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梅山的舞狮表演形式以
“ 采 青 ” 和 “ 高 桩 表 演 ” 为 主 。
“梅花桩”是在梅山传统醒狮表演
技艺基础上，糅合“高桩”表演
特 色 ， 形 成 的 一 套 新 的 表 演 方
式。它由 21 根高低不同的钢管桩
组成，低的 1.6 米，高的有 3 米，
钢管桩之间的跨度为 1.6 米至 2.5
米。通常是两人合舞一只狮子，
借 助 道 具 的 设 计 ， 展 现 出 山 、
岭、岩、溪、涧、索、桥、水等
自然场景，通过在桩阵上展现跳
跃腾飞等各种惊险动作，表现狮
子的喜、怒、醉、乐、醒、动、
静、惊、疑、猛等神态，反映了
狮子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
最终获得丰硕成果（采青）的过程。
这套表演把舞狮艺术推向拟人化
的励志教育，将杂技、武术、舞蹈等
融于狮艺之中，给观众以力与美的
艺术享受。“梅花桩”整套动作惊险
刺激，观赏价值很高。

据 非 遗 传 承 人 沈 海 迪 介 绍 ，

梅山舞狮的传统是以北狮为主，
不过近年来由于市场环境变化，
外出表演逐渐以南派舞狮居多。于
是，梅山红毛狮子又从上海、广东
等地引进狮装和技艺，舞狮人员也
从过去的十几人扩展到几百人。目
前，梅山狮王舞狮队有队员 30 多
人，已经形成完整的人才梯队，以
梅山中学、北仑职高和宁波大学学
生为主力，其中高台舞狮、梅花桩
是狮队的精品之作。

在沈海迪的带领和悉心传授
下，梅山狮王舞狮队参加过区级
以上庆典、节日艺术活动 600 多
场次，接受过中央电视台、日本
富士、韩国“文化放送”三家电
视台专访，参加过浙洽会、宁波
市新春庙会、新世纪宁波大巡游
等 有 影 响 力 的 活 动 100 多 场 次 ，
梅山舞狮已成为宁波的特色民间
文艺精品。

1997 年，红毛狮子舞被市文
化部门命名为“一乡一品”。2000

年 ， 梅 山 乡 被 省 文 化 厅 命 名 为
“民间艺术 （舞狮） 之乡”。2005
年，梅山成立了女子舞狮队，并于
2010 年 3 月在迎世博“吕巷杯”长
三角传统龙狮邀请赛中荣获银奖。
同年 5 月，受邀参加上海世博会文
艺演出。2010 年，梅山舞狮被列入
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
年，作为“东亚文化之都”中日交流
活动的一个项目，梅山舞狮走出国
门，赴日本奈良进行表演。2017
年，受“东亚文化之都”韩国济
州的邀请，梅山舞狮再次出征，
参加韩国第 56 届耽罗文化节。

沈海迪说，希望梅山舞狮能不
断传承下去，发展得越来越好。
（（北仑区非遗保护中心供图北仑区非遗保护中心供图））

博采众长 推陈出新

吴清，中华传统香学
研究专家，在当代宗师刘
良佑教授门下熏习香事，
良佑师按字辈赐香名“玄
烟”；现为上海市长宁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验
中心虹桥香事馆馆长，长
宁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江
南传统文人香事”代表性
传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考古系上海教学
部上海金城文物艺术专修
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华夏香文化
研究中心主任；曾出版论
著 《中国古玉鉴赏与收
藏》《如是余香》《澄怀观
道——传统之文人香事文
物》《廿四香笺》《炉瓶三
事》等。

明清时期明清时期
江南地区的文人香事江南地区的文人香事

“ 下 雨 天 ， 在 窗 前 焚 上 一 炉
香，沏上一壶茶，或者拿一本书静
静地看，这是非常美妙的画面，东
方人很早就会享受这样的情趣。今
天 的 我 们 还 有 没 有 这 样 的 情 趣 ？
有，但不是很多。香事也是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一环。”作为

“江南传统文人香事”代表性传承
人，吴清对此感慨良多。

中国的香文化绵延数千年，特
别是两宋至明清，文人生活中离不
开用香。“语君白日飞升法，正在焚
香听雨中”，这是陆游的焚香诗句，
诗人说蒙蒙细雨的季节，适宜焚香。
因为香气在湿润的空气里会显得更
加柔和，同时可以留香持久。闻一多
也曾在文章里写到，焚香听雨是东
方人特有的一种生活情趣和美感。

两宋文人用香是一种普遍现
象，黄庭坚、朱熹、苏东坡、丁
谓、杨万里、李清照的作品里，描
写焚香的诗句不在少数。现在讲中
国 人 的 生 活 是 “ 柴 米 油 盐 酱 醋
茶”，但在宋人的风雅生活里还要
加上一个“香”。

吴清介绍，南宋年间的绍兴，
香料的买卖一度占了整个国家税收

的 5% 。 而 据 宋 人 笔 记 《武 林 旧
事》《都城纪胜》 记载，杭州市场
上的香铺很多，夜市里还有专门卖
焚香工具的，如香料、香炭、香
灰，以及用来放香工具的瓶子。

明代文人继承了宋元时期的用
香制度和器具，贡献卓著者有宁王
朱权。朱权一生著作有 100 多部，
关于香学，他写了一篇文章和一部
书。文章叫 《焚香七要》，对中国
传统文人香事的器具做了归纳和规
范：比如，文人用的炉子应该是什么
样的？文人用的炉子很小，置于案头
之上，跟寺庙里烧香的香炉大小悬
殊。文人用香讲究什么？讲究的是尽
量不出烟或者少出烟。因为读书空
间一般来说既小又相对封闭，如果
烟气很大的话，会让人不舒服⋯⋯
朱权写的书叫 《瞿仙神隐录》，收
录了他常用的香方、炭方、灰方。

在明代中后期，朱权的文章传
到日本。在日本香道界，有一本比
较早期的书叫 《香志》，《香志》 里
全文转录了朱权的 《焚香七要》。

“也就是说，《焚香七要》 不仅仅在
中国受到推崇，同时对日本香道的
建立和用香规矩规范的确立起到非

常大的作用。”吴清说。
明末宁波人屠隆，诗词、戏

曲、书画样样精通，他著有《考槃余
事》一书，其中回答了一个很重要的
问题，即中国人为什么要用香？

吴清说：“除中国之外，也有
很多其他国家的人们有用香的习
惯，但他们熏香多是为了改善气
味，房屋的气味或者自身的气味，
而中国人并非如此。屠隆开篇就写
了香的作用。他认为，坐而论道的
时候需要焚香，目的是清心悦神；
半夜睡不着的时候，可以起来弹个
琴、焚个香。因为焚香可以远避睡
魔，让自己神采奕奕；年轻人喜欢
红袖添香，执手拥炉让男女之间的
感情更加奔放、热烈；各个层次的
人，从隐士品茶，到市井人物喝酒
吃饭，都可以焚香。屠隆的总结是

‘随体所用，无时不可’。”
晚明时期有个浙江人叫董若

雨，是书画收藏和鉴赏方面的行
家。他家里很富有，也非常喜欢
香，每逢下雨天，就驾一叶小舟到
湖里去焚香。在此基础上，他写了
一部书叫 《非烟香法》，介绍了没
有烟的用香方法：通过水蒸气使香

气慢慢蒸发出来。
此外，王䜣的 《青烟录》 是一

部专门讲用香的著作，分上下两
卷。李渔的 《闲情偶寄》 也是很重
要的文献，里面记录了他对炉具的
改革。李渔发现，在室外焚香，如
果没有盖子，风一吹就会把香丸吹
掉。于是他率先提出要加装盖子，
盖子中间挖一个洞，让空气可以进
去，同时香味也可以散发出来。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
著有 《影梅庵忆语》，其中讲到，
有一次，得悉苏州一个香铺的老板
新收了一批沉香，他跟董小宛两人
坐船赶去。买回沉香之后如何挑、
如何拣，写得十分详细，并用很大
的篇幅介绍了香室内如何用香。说

如果炭火的温度调到恰到好处是最
美妙的，因此，焚香对司香人有很
高的要求。

到了清代，有一部重要文献叫
《印香炉式图》，作者是江苏南通的
丁月湖，书中介绍了近 100种炉具的
设计和制作方法，每件都非常精美。

吴清介绍：“其实明清时期还
出现了一部里程碑式的香学专著

《香乘》，作者是周嘉胄。本书把中
国从高古时期一直到明代所有用香
的资料、史料、香谱、香方做了一
个汇总，其中收罗的自东汉到明代
的数百个香方，可以指导今人按方
制作。”

江南传统文人香事，本身就是
生活美学的一部分。

风雅香事 一脉相承

传统文人在雅集时通常会用到
香。

中国历史上有三大雅集。第一
是“兰亭雅集”，地点在绍兴，由
王羲之主持，留下了著名的 《兰
亭集序》。虽无明文记载，但以当
时的风气来讲，用香的可能性非
常大，因为魏晋时期人们对于香
料的使用量非常大，身上常常香
喷喷的。

第二个雅集是北宋时的“西园
雅集”，主持人是驸马王诜，他邀
请了 10 多位当时一流的名家，包
括苏东坡、黄庭坚等文人。这次雅
集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件了不得
的事，从宋代李公麟画 《西园雅集
图》 开始，一直到清代，有非常多
的画家画过它。我们现在能看到各
种版本的画卷，但在雅集席上毫无

例外有香炉、香。这印证了宋代文
人周密 《癸辛杂识》 中所记“今人
燕集，往往焚香以娱客”。

第三个雅集名气较小，但规模
最大、时间最长、人数最众、花样
最多，叫“玉山雅集”。玉山雅集
一办就是十几年，当然不是天天连
着办的，与会者有 100 多人，当时
出名的画家、书法家、戏曲家、诗
词家都有出席，画家王冕也在其
中。

玉山雅集中用香的场合非常
多，视每次雅集的规模大小和场地
情况，由司香人来决定用什么样的
香、什么样的炉。有一次，雅集上
用古铜博山炉焚古香，有人弹琴，
有人用碧玉做的箫吹 《清平调》，
记录得非常清楚。

关于香事器具，古人历来极其

讲究。吴清介绍，香事器具可以由
各种材料制成。北京定陵出土的纯
金香具，是明万历皇帝用的，上面
刻有龙凤图案，这是目前所能确定
的帝王所用的香具之一。北京首都
博物馆藏有一套玉做的明代香具，
其 中 玉 做 的 香 瓶 在 国 内 是 孤 品 。
1966 年上海市宝山区出土了一对
竹雕香筒，它不是放香的用具，而
是焚香用的。中间有一个香插，烟
从镂空的孔洞冒出来，既美观又安
全。

明代的炉具制作主要集中在松
江府和苏州府一带。铜夔龙纹双龙
耳簋式炉是松江府的名匠胡文明所
做，他的炉极受欢迎，屠隆的 《考
槃余事》 中就有提到，另外如 《青
浦县志》《松江府志》《云间杂志》
等志书中也有关于他的记载。胡文

明的特色是一炉一样，纯手工制
作。他的作品还受到当时日本贵族
和僧侣的喜爱，铜夔龙纹双龙耳簋
式炉就是从日本买回来的。同一时
期，松江府做炉出名的有六七人，
苏州府也有很多。

吴清介绍：“今天最出名的香
炉当属宣德炉，严格来讲，宣德炉
是宣德年间官方做的一批香炉。但
是因为太出名了，从宣德往后，一
直到清、民国、当代，大量制炉人
喜欢把款写成‘大明宣德年制’，
以致真假难辨。只能把那些器型
好、包浆好的称为宣德炉。”关于
宣德炉，晚明时出了不少书，如

《宣德鼎彝谱》《宣德彝器谱》 等，
介绍了宣德炉的配方、冶炼的情况
和样式等。

上海博物馆藏有明代杜堇画的
《十八学士图屏》，其中有一帧画面
是童子司香：在一个香案上放了一
套香具，有香炉、香筋瓶等，童子
左手拿了一个香盒，右手已经取出

香丸准备往炉里放。
明代仇英的 《焚香仕女图》 是

从两个团扇上拆下来的，表现的是
在户外焚香的场景：丫鬟将箸瓶、
香盒、香炉用香盘端着，送到小姐
跟前；小姐一边欣赏周边的风景，
一边闻着馨香。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组明清时期
文人香室所用香具，瓶子全由木头
制成，有黄花梨、紫檀，也有黄杨
木等，做工非常精美。

吴清说：“我的一个学生收藏
了一张拍摄于 1885 年的北京香铺
的老照片，可以看到香铺里出售香
料、香具以及一切与香有关的东
西。在北京，最老的香铺有吴家、
刘家，开了数百年，从明代一直开到
晚清，后来因为战乱，香铺不复存
在。我们在北京做过调查，这些香铺
的后人已不做香了，但我们还能通
过老照片了解清晚期香铺的样子。”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
国学堂，有删节）

香事器具 琳琅满目

2019 年 9 月底，由浙江省龙
狮运动协会主办的南北狮王争霸
赛在北仑梅山举行，来自全国各
地的 8 支舞狮代表队参赛，东道
主梅山狮王舞狮队斩获金奖。据
了解，这只是梅山狮王舞狮队近
年来获得的众多荣誉中的一项。

北仑的狮子舞以梅山乡的红
毛狮子著称。据介绍，起源于清
道光年间 （1821 年） 的梅山红毛
狮子同临安、淳安和桐庐等地的
舞 狮 一 样 ， 都 与 武 术 相 关 。 相
传，明清时期，浙东沿海盗贼猖
獗，当时梅山有个叫沈天童 （生
于 1839 年） 的武术高手，带领岛

上青年习武抗盗，名震四乡。在
与盗贼的斗争中，村民们扎了一
只身披红毛的狮子壮威。梅山的
红毛狮子张口、露牙、瞪眼，模
样凶悍，加上舞狮人都有武艺，
舞姿勇猛无比。后来，红毛狮子
就成了岛上群众节日期间喜庆娱
乐的道具，当地百姓称为“狮子
串”。

梅山舞狮表演的艺人通常在
劳作之余进行训练，逢春节和元
宵节，由狮子队和武术队轮流表
演。梅山红毛狮子除了在本岛演
出外，还过海到郭巨等地表演、
拜年。如果狮子要在外过夜，傍

晚歇手时必须做“进洞”动作，
次 日 起 舞 时 则 先 做 “ 出 洞 ” 动
作。舞狮的乐器主要有锣、鼓、
钹等，以节奏铿锵高昂激越的乐
曲为主。近些年来，梅山舞狮经
过不断创新，在高桩设计、舞狮
动作设计上形成了新的特色。如

“开四门”套路，每门又伴有舞蹈
动作，由睡姿、觉醒、翻浪、跳
跃、喷火等招式组成，把雄狮沉
稳威猛坚毅的习性表现得栩栩如
生。梅山舞狮的“四开门”舞法
和“狮嘴喷火”“头尾相接”“狮
身前扑、翻滚”等绝招，给人以
威猛无比的震撼。

历史悠久 特色鲜明

沈海迪和学生在训练沈海迪和学生在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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