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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非 薪传遗

姜国栋 让美好药香飘至更远方
本报记者 徐雪霏

以 为灵感
创造与自然共鸣的都市空间

本报记者 张洁

● 设计师的“水”主题创想

天津是一座与“水”紧密相连的城市

“为中国而设计——第十一届全国环境艺术
设计展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津美术学院主
办，中国文联美术艺术中心、中国美术家协会环境
设计艺术委员会、天津美术学院环境与建筑艺术
学院承办。该展览自2004年创办以来，推动了中
国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本届环境设计展以“水”
为主题，共展出217件参赛作品，展示了国内外青
年设计师在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历史建筑修复、
公共艺术等领域的创新成果。展览围绕“水”展
开，不仅体现在设计作品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上，更
引发了对可持续发展和自然资源保护的思考，传
达出设计与生态和谐相处的理念。

中国美术家协会环境设计艺术委员会主
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苏丹表示：“天津是
一座与‘水’紧密相连的城市，它的码头文化、滨
海文化、开放性以及从近代到未来的快速发展，
都是开启我们话题的引子。在天津畅谈‘水’，
自然而然。”

谈及“水”的主题，他表示：“全国环境艺术设
计展览有着以物质和环境构成因素来命名展览
主题的传统，这基于对传统文化的考量，也体现
了对环境设计的深度思考。对于此次展览和学
术会议，‘水’具有多层次的意义。它不仅指一种
物质，一类景观，更是隐喻一种精神。‘水’是一个
可以引申和不断延展的主题。水象征着融合、
承载和变化，这些特质为我们的设计提供了丰
富的想象空间。在征稿和投稿的过程中，我们
鼓励大家自由发挥，将与水相关的特质充分展
现出来。”

天津美术学院环境与建筑艺术学院副院长
鲁睿介绍，本届展览不仅展示了青年设计师们
在不同领域的创意和才华，更传达了他们对社
会、环境的责任感和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作品
在“城市更新”领域的探索值得称赞，许多设计
作品试图通过对水体的巧妙利用来提升城市生
活质量，这类设计反映了设计师们对水资源的
合理利用和循环利用的思考，设计中将雨水收
集、过滤、储存与城市景观结合，既改善了城市
的水环境，又增强了公共空间的美感。

在乡村振兴方面，一些作品结合当地水资
源特质，通过水景观设计促进乡村旅游，并在景
观设计中融入当地文化。这些作品既保护生态
环境，又满足村民生活和经济需求。历史建筑
修复方向的作品，则展现了设计师们如何以
“水”作为修复和复兴的核心概念，有的作品通
过设计水体与建筑功能重塑结合，让古建筑焕
发新活力。在公共艺术领域，以“水”为主题的
作品展现出高度的艺术性和互动性。例如，一
件互动水幕装置通过传感技术让观众用手势控
制水流形态，融合了科技与艺术，增强了观众对
“水”多样性和流动性的理解。这类作品不仅美
化了公共空间，还促进了人与环境的互动。

苏丹表示，环境艺术设计具有强烈的跨学
科特性，是对于建筑室内外的空间环境，通过艺
术设计的方式进行整合设计的一门实用艺术。
“这项活动每两年举办一次，这期间社会、专业
领域以及教学与实践理念都会发生变化，本次
展览旨在通过作品展示这些变迁，探索环境艺
术设计学科的演变规律及其本质。过去我们需
要技术，今天我们更需要人文，而科技的变化也
为专业带来了新的机会。”

广州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院长沈康
谈及参赛作品时表示，开放性是作品的核心特
征。在以“水”为主题的探索中，作者们进行了诸
多积极的尝试。无论是致力于可持续生态设计
的实践，还是将水作为与文化紧密相连的线索，这
些尝试都十分有意义。此外，涉及的类型也颇为
丰富多样，“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背景，使
得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围绕这一主
题展开各类环境艺术的创作。这不仅为我们未
来的人居环境品质提升提供了持续的关注点，也
为相关讨论和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坐标。”

他表示，今年，以“水”为主题的研究显得尤
为特殊。人类聚居地的选择往往依赖于水源，
因此水成为我们生活环境中的生命线。在过
去，人们与水和谐共处，形成了一种自然共生的
状态。然而，在当今这个新时代背景下，随着城
市化进程加快和乡村建设进入新阶段，特别是
在强调存量发展和品质提升的当下，如何重新
审视水资源及其相关环境问题变得尤为重要。
他说：“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在保证可持续发展的
同时，将传统文化及居住智慧融入其中，这次展

览不仅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也是对我们在这
一领域内探索的一次深刻反思。”

● 水墨丹青间的哲思

中国古代建筑观念与山水密不可分

在研讨会上，如今已经77岁的王其亨教
授，依然充满激情与活力地出现在演讲台上。
他是著名古建筑学家，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的教学和研
究，在中国古建筑测绘、明清皇家陵寝与园林等
方面研究成果丰富。

中国古代建筑观念与山水密不可分。受访
时王其亨表示，孔子首次提出关于山水自然美
的审美理论，《论语·雍也》中的“知者乐水，仁者
乐山”，体现了山水与人类道德品行之间的联
系。其中，山被赋予了仁爱和宽厚的象征意义，
而水则代表了智慧。自此以后，中国山水画成
为风景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山水文
化是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种哲学思想体
系，它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
式。西方现代景观建筑学中的概念风与水，在
中国传统里对应着风水，形成了一套考察自然
环境并与其互动的设计方法。”

在生产、生活中，人们更离不开水。王其亨
说，中国拥有两条东西向的主要河流——黄河
与长江，这两条河流不仅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纽
带，也在全球范围内独一无二地展现了东西走
向的特点。然而，在讨论中国时不能忽视南北
方的沟通问题，春秋战国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
运河整治工作，基于此基础，隋炀帝建造了千里
长的京杭大运河，这是中国两大工程奇迹之一
（另一个是长城）。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还
拥有众多水利工程奇迹，如都江堰水利工程等，
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视土地为生命之本，无论是生还是死都离
不开这片土地，因此中国人极其珍视并小心地
改善它。在王其亨眼中，风水学并不是单纯的
迷信，它深深植根于中国哲学之中，是中国人建
筑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把握空间和尺度，
实现了与环境的和谐共生。他说：“几千年来积
累下来的文化财富表明，相比于西方更注重自
我表达而不充分考虑周围环境的做法，我们更

加注重建筑与其所在环境之间的对话关系。这正
是风水学的核心所在，理解并尊重自然规律，在此
基础上进行创作。”

王其亨谈及中国古代建筑的独特魅力时，总
是滔滔不绝地分享自己的见解与感悟；而当话题
转向那些追捧西方建筑而贬低中国古建筑的言论
时，他情绪激动到声音颤抖。他说，随着国家经济
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些哲学
上的根本性问题，例如“我是谁”以及“我从哪里
来”。“因此，文化自信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关乎
每一个人。要真正理解文化自信的内涵，我们必
须深入了解古人的伟大贡献。如果我们不去理解
古代圣贤留下的智慧结晶，那么当我们谈论时，往
往只是停留在表面的理解上。”

太原理工大学艺术学院院长赵慧接受采访
时表示，水作为环境艺术设计中至关重要的元
素，自古以来便受到中国古人的重视。东晋时期
著名的风水理论家郭璞提出的“气乘风则散，界
水而止”，深刻体现了水在营造环境中的核心地
位。赵慧说：“自古以来，水一直是营造设计中
不可或缺的元素。中国古代留下的文化遗存，尤
其是山西地区的古建筑，充分说明这一点。绿色
可持续的理念在中国古建筑中一直贯彻得很好，
实际上比现代水泥混凝土建筑更有利于生态环
境。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古建筑的营
造理念非常重要。”

中国传统建筑和艺术在当下的魅力何在？赵
慧表示，作为“文物界”的超级大省，山西地上文物
占全国文物总数的70%以上，他说：“山西的窑洞
我们通常以为只是简单的孔洞，但实际上，如平遥
一带的十字拱窑，通过交叉挖孔营造出很大的空
间，体现了古人的智慧。这些建筑对现代仍有启
发，因为窑洞冬暖夏凉，具有许多独特的特点，值
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关注。”同时他表示，“尽管古建
筑在材料和空间营造上存在局限性，但其理念和
风格，包括美学价值，值得我们传承和发扬。这次
展览中，许多设计师也在探索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我们可以找到很好的路径来实现这一目标。”

● 文化艺术和现代生活的融合

海河文化景观带的价值愈发凸显

环境艺术设计的研究探讨，是在优秀中华传

统文化的大背景和自然环境之中，关注生态环
境，聚焦生活品质。在主题演讲中，清华大学人
文学院教授汪民安指出，现代观念在工业革命期
间达到顶峰，却带来了环境破坏的严重后果。他
引用海德格尔的观点，提出大地的闭锁性、庇护
性和涌现性，强调人类应恢复与大地的亲密联
系。他提到乡村振兴实践中对大地的新认识，倡
导自然和亲近大地的设计，以实现人与大地的和
谐共生。

著名当代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在演讲中表
示，很多偶然性的发现往往比刻意营造更富魔
力。2021年年底，陈文令在金谷一溪两岸的40亩
地里，没有采用一张正式的设计图和施工图，受中
国古代园林叠山造园营造方式的启发，因时因地、
因势因材进行自由的建造，用在地性的创作方式
堆起一个充满乡间野趣的公益性艺术公园。期待
再用若干年时间，打造一个以金谷溪岸为中心的
生活艺术村，使整个村庄“见人见物见生活”，人和
各种生灵与自然完全融为一体、互为共生。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环境设计系主任赵伟接受
采访时表示，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天津的街道并
非正交布局，而是垂直于河流，这反映了文化发展
的脉络。海河作为滋养这座城市的母亲河，不仅
孕育了丰富的文化景观带，还促进了沿岸地区的
发展。例如，五大道的历史建筑群及其周边的文
化资源，为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改善
了居民的生活品质，并丰富了公共生活空间。他
说：“人们与水的关系经历了从亲密接触到背对背
（如泥泞的道路被硬化路面代替），再到现在面对
面（通过文娱活动等重新建立联系）的变化过程。
这些变化实际上存在于衣食住行等多方面，通过
各种方式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此外，海河还扮演着物质交换的角色，不断地
搬运、调整人与事物的位置，除了物理层面的风貌
改变外，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人文。赵伟表示，海河
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是一条河流那么简单；它是
连接万物、促进人际交流的重要桥梁，海河水系景
观带的变化，让居民感受到更加美好的生活体验，
同时海河也成为天津的名片之一。

他表示，当夜幕降临时，漫步于海河畔，观赏
那些历史悠久的建筑群，可以深刻体会到这座城
市深厚的文化底蕴。民俗表演、相声馆、茶馆以及
各种地道小吃等，使得天津成为一个既逛不完也
看不够的城市。海河不仅是一个自然景观窗口，
更是一个展示天津魅力、提升市民生活质量的关
键所在。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程雪松
表示，以往在设计领域，人们习惯于将事物作为客
体来对待，即以人为主体，事物为对象。然而，如
今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主客关系，
而是更加复杂和互动的。人类既是环境的一部
分，生活在其中并对其产生影响，同时人也被环境
所塑造。

他表示，文化是人们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以
及行动的总和，在城市生活中人们不断与周围环
境进行互动，形成复杂的相互影响。“我们需要与
自然界及历史文脉平等对话，既不应被其束缚，也
不应凌驾于它们之上。面对新一代年轻人多样化
的生活方式，我们应当思考如何将这些新元素与
传统及自然环境更好地融合。”对于像天津和上海
这样的超级大城市而言，一方面城市的发展趋势
与国际大都市接轨；另一方面又保留了许多独特
的传统特色。在这种多元化背景下，如何在保护
好原有文化遗产的同时自信地迈向现代化乃至未
来，是当前需要思考的问题。

近日，“为中国而设计——第十一届全国环境艺术设计展览”在天津美术学院天纬路校区及天美

艺术街区举行。本次展览以“环境艺术的‘水’营造”为主题，秉承了“为中国而设计”的核心理念，紧

密结合新时代的设计趋势和民生关注点，旨在将环境艺术设计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自然景观

之中，强调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生活品质的提升。此次活动的研讨会上会聚了众多专家学者，围绕环境艺术的核心价值

与设计美学进行深入探讨，并从传统园林、哲学思考以及生态文化等多角度出发讨论地方性设计问题。多位专家学者接

受了记者的采访，分享了他们的见解与展望。

古老的中草药香气代代相承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绮臻苑”古法制香合

香制作技艺的传承历史？

姜国栋：“绮臻苑”古法制香合香制作技艺
是家族传承，第一代传承人是我姥爷的爷爷马
锡申（字汉臣），他擅长中医，熟知药理，他发现
将中药制作成药香可以更好地发挥药的功效，
因此将中医知识和制香工艺结合起来，研究出
了具有一定养生功效的合香制品，定名为“绮臻
苑”古法制香合香。后来他又将这一技艺传承
给了我的姥爷，但在那个年代，很少有人会把这
样的药香制品作为产品批量生产，只是偶尔做
一些供自己家人来使用。

我母亲是几个姊妹里对中医文化最感兴趣
的，《黄帝内经》她反复研读了很多遍，然后再把
里面的知识讲给我听，因此我从小就对中草药
的香味、功效及炮制方法很感兴趣。后来我去
到南方工作，发现南方人很喜欢喝茶，并且习惯
在喝茶的同时点香怡情。有一次回家，我把这
一见闻与母亲提起，我才知道原来我家祖上就
有制香的传统，并且留下了一本《马家香事笔
记》，里面详细记载了制香理论及香药炮制和香
方合成的方法，让我深受启发，从那以后我便开
始潜心研究，并在原方的基础上根据现代工艺
进行改良。如今，“绮臻苑”古法制香合香制作
技艺传承至我已有四代，有着上百年的历史。

记者：“绮臻苑”古法制香合香制作技艺有

哪些独特之处？在此基础上，您又进行了怎样

的创新或改良？

姜国栋：古法制香有两大特色，一个是选
材，一个是制作工艺。

在选材方面，药香与中草药是密不可分的，
制香原料以芳香药材为主，根据“君臣佐使”中
医组方原则配伍，形成有层次感且具有养生治
疗功效的合香。例如，孙思邈的《千金方》里就
记载了很多香方，明清时期佩戴香珠、香牌是很
普遍的现象。但现在有些香料已经很难找到
了，因此我在传承的基础上，也在研究适合现代
人的香方。

在制作工艺方面，传统合香有严格复杂的
制作过程，分为十余个步骤，全部为纯手工制
作，但手工制品的产量毕竟有限，想要推向市场
必须实现批量化的生产，因此我对制作模具进
行了改良，原来大多使用的是木制模具，现在我
使用的是亚克力模具，用机器雕刻，这样雕刻出

来的花形和花纹纹理都更加细腻，香牌的外观
也更加漂亮。

但我认为无论如何创新和改良，古法制香
的内涵是不能变的，必须要按照祖辈传承下来
的制香技艺严格进行，这样才能做出好香，这是
没有捷径可走的，因此现在传统的香珠、线香等
我们还是坚持纯手工制作。

记者：“绮臻苑”古法制香合香制作技艺有

哪些制作标准和流程？

姜国栋：制香前我们首先要确定这款香的功
效，例如疏肝、理气、驱蚊、避暑等作用，我们再根
据功效确定药方。药方确定下来后，就是非常关
键的选材，我们制香的药材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
我会去全国很多地方寻找优质药材，或是去山里
亲自采，这样虽然成本高，但我觉得药材的选择是
绝对不能马虎的，你用不好的药材制作出来的香

一定也是劣质的，通过闻就能显现出来，这是一定
的。选好药材后，下一步就是对药材进行炮制，不
同药材的炮制方法都是不同的，例如蜜制、炒制、
酒泡等，只有使用正确的炮制方法，才能让药材发
挥出最大的功效，再研磨成粉，按照一定比例进行
混合，最后就是窖藏发酵，有的香经过晾晒后，还
要装到罐子里进行窖藏存放，通常半年甚至一年
后再拿出，香味发生改变，去除燥火气，变得柔美，
这款香便完成了。

因为每款香的制作流程很复杂，时间也很
久，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地存料、制作，这样虽然会
大大增加我们的投入成本，但我觉得如果香产品
仅仅经过几天或是一个月就立刻投放市场，不仅
药香的香味和功效会大打折扣，也失去了古法制
香传承的意义。虽然现代人对香文化并不特别
熟悉，但是人们已经发生了从不了解到接受香文
化的转变。我们接触到很多消费者，有时候他们
也可以对香文化讲得头头是道。这些客户大多
是从喜欢香品开始，通过学习逐渐积累了这方面
的知识，也经历过上当、受骗，逐步积累经验。因
此，现在很多消费者也能够辨识哪些是天然香品，
哪些是具有化学添加剂的香品。

把真实香文化和古法制香技艺完整传下去

记者：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把“绮臻苑”

古法制香合香制作技艺作为一项事业来做？

姜国栋：我是三十多岁才开始和母亲学习
制香，那时候我还在外地经商，只是把制香当作
一种个人爱好，并没有想要变为自己的事业，我
有至少十年的时间都是用来研究香文化，随着
对香文化的理解越来越深入，我发现我国的香
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我们在影视剧里可能看
到很多古人会佩戴香牌、香包，但并不知道有什
么作用，觉得只是装饰而已。但其实不然，在古
代香是用来调理身体的重要方式之一，中草药
在经过复杂工序炮制后，不仅可以散发出独特

的香气，以此来遮盖异味，还可以产生重要的功
效，净化空气、预防瘟疫等，长期佩戴对人的健康
非常有益处。

现在的人对香文化的了解就很少了，可能在
重要的节日里，大家会焚香祈福、佩戴香包等，
但也仅限于此了。可我始终认为中国的香文化
有上千年的历史，它之所以经过代代传承，延续
至今，一定是因为它和人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
的，我希望可以通过我的传承和推广，让更多的
人了解香文化，明白香对我们的重要性，我相信
这是可以实现的。

记者：为了把“绮臻苑”古法制香合香制作技

艺作为事业进行下去，您都做了哪些努力和尝试？

姜国栋：我对制香的理解来自于母亲，她毫无
保留地把她所知道的制香技艺的精髓都传承给了
我，这也让我在这条路上少走了很多弯路，我可以
根据这个框架衍生出许多想法。为了精进制香技
艺，汲取更多的知识和经验，我花几年时间外出求
学，但在求学的过程中，我发现如今有关香的讲座
更多还是集中在表层的香文化普及上，涉及香文
化内核的比较少。因此我就转变了方向，开始在
家里潜心研究自己的香方，还好有我的爱人一直
在支持和帮助我。随着我做的香产品越来越多，
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对此非常感兴趣，他们觉得我
们制作的香牌、香珠等香产品很适合投放市场，但
他们又缺少这方面的专业技术，因此找到我们来
做代加工。在做代加工的同时，我们也没有停止
研发属于我们自己的香产品，同时做好市场调研，
在形成一定的规模后，我们也将自己的产品投放
到了市场上，收到的反馈还是非常不错的。

记者：“绮臻苑”古法制香合香制作技艺目前

的传承状况如何？

姜国栋：我们是家族传承，我想也正是因为如
此，“绮臻苑”古法制香合香制作技艺才能原原本本
地被传承下来，我觉得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制香是
需要静心、耐心和专心的，因为制香并不是通过简单

上几堂课就能掌握的。真正的制香理论包括可以使
用哪些香材，每种香材的气味和功效是什么，通过何
种手段的炮制会达到怎样的效果，你必须了解这些
理论知识，就像盖房子一样，只有地基完全打好才能
逐层盖楼房，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

我的孩子对制香这方面的兴趣其实不大，让
他以此为事业或许也不现实，但我还是坚持让他
在空闲时间多读一些和香文化有关的书籍，不需
要多精，但一定要有所了解。这样如果若干年后
他开始对古法制香感兴趣了，就可以随时开始。

记者：作为非遗传承人，对于技艺的传承您还

有哪些设想吗？

姜国栋：“绮臻苑”古法制香合香制作技艺能
够被认定为静海区级非遗，这是我们之前没有想
到的，原本只是一个家族的传承，如今能够得到这
样的认可，这也让我意识到非遗传承的责任和意
义。作为非遗传承人，我认为我还需要不断学习，
随着不断学习和积累知识，有一天我会收弟子、学
生或者传承给自己的孩子，我会把我所知道的技
艺和积累的经验传承给他们，他们肯定会省力很
多。我不能只把非遗传承人的名头传给下一代，
我们需要把真实的香文化和古法制香技艺完整地
传承下去，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下一步也希望可以和有中医药专业的高校
进行深入交流和联系，因为古法制香技艺需要一
定程度香文化和中医文化的积累，有这方面知识
储备的年轻人可能更适合成为古法制香技艺的传
承人，我希望可以早日找到传承人，也希望未来有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以了解并喜欢香文化，愿意
加入进来，和我们一起推广香文化，让香文化重新
回到大众的身边。

“绮臻苑”古法制香合香制作技艺创始

于天津市静海区西翟庄村，由马氏先辈潜

心研制，并在家族内代代相传，历经百年传

承至今，将香文化不断发扬光大。姜国栋

作为“绮臻苑”古法制香合香制作技艺第四

代传承人，始终坚持古法制香，严格遵循制

香原则，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直至

将古法制香产品推向市场，受到广泛好

评。作为非遗传承人，姜国栋始终将非遗

传承作为自己未来努力的方向，在不断学

习和完善自身技艺的同时，也在积极推广

香文化，希望可以早日寻找到合适的传承

人，并将“绮臻苑”古法制香合香制作技艺

继续传承下去。

追踪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