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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药香囊文化走进职业学校
张炜文

（江苏省南通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江苏南通  226010）

香囊是穿越千年的传统文化瑰宝，承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的审美观念与社会习俗。当与中医药连接

在一起时，香囊又有了更多的实用意义。中药香囊通过近身佩戴的方式作用于局部或全身，发挥辟邪、扶正、解表、祛湿、

开窍等功效。新冠疫情期间，中药香囊亦可助力抗疫。通过做香囊识本草活动，使职校生在实践中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不断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并自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

传统文化；香囊；中药；防疫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
“根”与“魂”，是最深厚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植根的沃土，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十四五”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为更好地引导学生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
民族自信，在市教科院的组织下，南通市职业学校开展了一
系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校园传播”活动。笔者作为首批入
选作品的申报老师，依托学校“神农本草堂”职业体验中心
这一平台，为学生们作了题为《做香囊识本草，体验传统文化》
的主题教学。

1、香囊的历史与文化

香囊，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最初是由佩囊发展而来
的，后因囊中盛放香料而得名，又称香包、佩帏、容臭、荷包
等等。古人佩戴香囊历史悠久，屈原《离骚》中就有“扈江
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江离、辟芷、秋兰均为香草，
佩即佩帏，这里既指香囊，也有佩带之意。从古至今，小小的
香囊承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的审美观念
与社会习俗。

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除了赛龙舟、
吃粽子、喝雄黄酒外，还有佩戴香囊的习俗，俗话说“戴个香
草袋，不怕五虫害”。人们认为给小孩子佩戴香囊，具有避邪
驱瘟的效果。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里“红罗复斗帐，四
角垂香囊”，就是说床帐的四个角上配挂香囊。我们现在推断：
一是可起装饰作用，二是类似于我们现在的香薰，使生活环境
更加洁净、清香，三是可以防蚊虫。成书于汉代的《礼记》里
曾记载：未成年男女，晨昏叩拜父母时，必须佩戴香囊，以表
示对长辈的尊敬礼仪。明清时期，许多时候女子会精心缝制香
囊悄悄赠送给自己的意中人，以此当作彼此的定情信物。《红
楼梦》第十八回宝玉与黛玉之间的一次“闹别扭”便是由香囊
引发的。黛玉用一针一线绣出了对宝玉的情谊，把自己最深的
爱都绣在了香囊上，香囊成了传达爱意的艺术品。现如今，省
内徐州香囊较为出名，于 2008 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送一枚古色古香的徐州香囊，可以将徐
州乃至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播到其他地域。

在传统认知中，香囊大部分是用彩色丝线在彩绸上绣制出
各种精美的图案纹饰，汇聚了人们对美好幸福的向往，如松鹤
寓意吉祥长寿等。除此之外，不同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形制各异
的精品香囊，如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信期绣熏囊，
在局部放大图上可以看出香囊刺绣丰满华丽，具有立体感效果。
在唐代，材质以金银为主，以花卉和动物纹镂空图案为主的的
空心球状香囊体现了文化的进步与传承。它不仅具备了传统香
囊的功能，还能够结合熏香炉燃烧香料。中间的焚香盂用于放
置香料，使用时始终会保持在水平状态，香灰或火星不会溅出。

宋代以后，香囊的形制更加多样化，例如安徽省博物馆现存的
双龙金香囊，再比如明代的和田青白玉双龙香囊、清代的金蕾
丝镶宝石葫芦形香囊等。由此可以看出，古人高超的用香技术
和精致的艺术品位。

2、中药香囊内的药材

当香与囊的结合中又连接一个新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医
药时，借此赋予了香囊更多的实用意义。古人很早就认识到疾
病可从口鼻进入人体，明末医家吴有性在《瘟疫论》中有述：“凡
人口鼻之气，通乎天气，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
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若在香囊中放入气味芳香的药物，
通过近身佩戴的方式作用于局部或全身，可以发挥辟邪、扶正、
解表、祛湿、开窍等功效，体现了中医治未病的理念，是一种
以预防调理、养生防病为主的治疗方法。

适合制作香囊的中药：开窍类有冰片、石菖蒲、苏合香等，
这些药物一般味辛，气芳香，善于走窜，能通关开窍；温里类
有肉桂、高良姜、艾叶、丁香等，此类药物味辛、性温热，具
有散寒止痛等作用；化湿类有藿香、佩兰、苍术、草果等，此
类药物能消除湿浊，有解暑、辟秽等作用；行气类有沉香、檀香、
木香、山柰等；疏散类有薄荷、香薷、白芷、辛夷等等。

目前，常见的中药香囊有：①驱蚊香囊，药物组成薄荷
脑、冰片、艾叶、樟脑、石菖蒲、藿香 [1]；②防流感香囊，
药物组成艾叶、苍术、石菖蒲、白芷、木香、紫苏叶、荆芥、
薄荷、桑叶、肉桂、砂仁 [2]；③安神香囊，药物组成玫瑰花、
合欢花、檀香、甘松、薰衣草、石菖蒲、冰片、薄荷等 [3]；
④通鼻香囊，药物组成冰片、黄芩、肉桂、藿香、艾叶、薄荷、
草果、石菖蒲、黄芪、辛夷、花椒、苍耳子、紫苏叶、苍术、
白芷 [4]；⑤预防手足口病香囊，药物组成藿香、苍术、艾叶、
肉桂、山柰等 [5]。

3、中药防疫香囊

新冠疫情期间，中药香囊，助力抗疫。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医大师王琦教授在答记者问时，指出“通过中药的挥发性物
质，芳香避秽，改变病毒依附的生存环境 ...... 靠香囊佩戴的挥
发物质能够刺激血清 IgA、IgG 水平，提高免疫力。”南京中
医药大学原校长、92 岁高龄的国医大师周仲瑛教授对普通大众
居家如何做好积极预防、提高自身对抗病毒的免疫力，也给出
了可以佩戴香囊的建议，利用香囊“芳香辟秽、化浊解毒”。
配方按照广藿香 10g、苍术 10g、白芷 10g、草果 10g、石菖
蒲 10g、艾叶 10g、冰片 5g 的比例混合，打粉 40 目，以每袋
30g 装入无纺布小袋内，再置于香囊外袋中。

方解：广藿香作为芳香化湿药的典型代表，性微温，味辛。
具有芳香化浊，和中止呕，发表解暑之功效。随着近年来对广
藿香的深入研究 [6]，挥发油被认为是其主要药效成分，具有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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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抗病毒、杀虫、抗炎等多种作用。此次新冠肺炎患者临床
表现除发热、干咳、乏力外，还可能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
这些也都与广藿香的主治病证相吻合。

苍术早在古代就是出镜率很高的防疫中药，性温，味辛，苦。
具有燥湿健脾，祛风散寒，明目的作用，在临床上可以用来治
疗各种湿邪阻滞的疾病。药理研究证实，苍术中的挥发油对细
菌、真菌和病毒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苍术防疫除了可以制成
香囊，还可以采用烟熏的方法。

白芷为多年生芳香草本植物，性温，味辛。能解表散寒，
祛风止痛，宣通鼻窍，燥湿止带，消肿排脓。它还有另一个广
为人知的身份——“十三香”配料之一，也正是由于香气让白
芷在防疫战场上功不可没。王蕊等 [7] 通过研究也发现，其香气
主要来源于所含的挥发油和香豆素类，具有解热、镇痛、抗炎、
抗肿瘤、抑制病原微生物、美白和抗皮肤氧化等多种作用。

草果为药食两用药材，性温，味辛。能燥湿温中，截疟除痰。
历史上霍乱、瘟疫发生时，草果都能发挥一定的作用。邱模炎等 [8]

通过对药理药化的研究发现，草果富含挥发油，具有抗氧化、
抗乙肝病毒、抗菌、抗肿瘤等作用。

石菖蒲以根茎入药，性温，味辛、苦。具有开窍豁痰，醒
神益智，化湿开胃之功效。民间端午时节除了悬艾，往往还有
悬插鲜菖蒲的习俗，为的就是芳香辟浊，解毒驱邪。邵福平等 [9]

在研究中发现，石菖蒲的化学成分主要为挥发油，具有抗抑郁、

保护心肌、降血脂、止咳祛痰、抑菌杀菌等作用。
艾叶为菊科植物艾的干燥叶，性温，味辛、苦。能温经止

血，散寒止痛，外用祛湿止痒。艾叶气味芳香，主要含有挥发油、
黄酮类等成分，在体内，艾灸、艾烟可调节多种免疫功能细胞
和细胞因子，维持内环境稳定，在体外，艾叶广谱抗菌抗病毒 [10]，
从而起到一定的防疫作用。

冰片是常见的开窍药，性微寒，味辛、苦。能开窍醒神，
清热止痛。尚坤等 [11] 研究发现，冰片具有抗细菌、真菌，抗
炎镇痛等作用。

制作好的中药香囊可随个人喜好，或随身佩戴，或挂于室
内、车内亦或放于枕边，每日不定时置于鼻旁嗅闻，待药味散
失后及时更换。香囊虽好，却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佩戴，例如孕妇、
过敏体质或患有感染性疾病的人群就不适合。另外，香囊佩戴
时也要注意防潮、防高温、防霉防蛀等。

4、结语

香囊是穿越千年的传统文化瑰宝，由最初的民俗物品到
如今养生防病的随身之物，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喜爱。作为
年轻一代的我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要传承和弘扬，
更要创新和发展。让我们携手用香囊传递浓情，让中医药健
康你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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