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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颜香的本草名物考证研究 
 

俞仪萱 1，茅瑛琦 2，马梦茜 1，陆青娅 1，明雨 1，吕晓雪 1，孙灵芝 1*
(1.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北京 100029；

2.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杭州 310053) 
 
摘要：目的  通过对金颜香的本草名物进行考证研究，明确金颜香所对应的实物，以利于发挥其在医药学、香文化等方

面的价值。方法  研究主要利用明代周嘉胄《香乘》对于金颜香的描述，并结合本草文献如中国药典、《新修本草》等，

以及其他文献如《诸蕃志校注》《诸蕃志校释》等，进行相互比较、参证和辨析，从药物性状、产地、文献收录等多个角

度分别对金颜香这一进口香药进行考证，探析“金颜香”的名物关系。结果  经文献考证，金颜香应为安息香科植物的

干燥树脂，从性状考证表明，中国药典中树脂类药物没药和安息香较符合古籍中对于金颜香的记载，从产地考证可推断

古籍中记载的安息香并非安息香科植物的树脂，金颜香既不是古籍中的安息香，也非没药，基本厘清了金颜香、古今安

息香三者的关系。结论  金颜香的本草名物存在一定问题，经研究考证基本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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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larify the ambigu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Jinyanxiang’s name and nature, identify the object 
of Jinyanxiang, in order to play its par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roma culture and other aspects through textual research. 
METHODS  In this study, textual research on herbal substantive, including substantive of Jinyanxiang, the imported aroma, 
was from some perspectives such as: specific traits such as sort, shape, smell, texture and lighted cigarettes, producing area, other 
aspects in documents and records based on three references about it from Xiangsheng, in combination of comparison between 
and analysis of several documents of herbal medicine such as Chinese Pharmacopoeia and Newly Revised Materia Medica etc, 
and other ones like Proofread and Annotated on Zhufanzhi, Proofread and Paraphrased on Zhufanzhi. RESULTS  Through 
textual research, this study held the view that Jinyanxiang was resin of Styrax. Research on its character showed that Myrrh and 
Styrax in Chinese Pharmacopoeia were more congruent with records of Jinyanxiang in ancient books. Through place of origin 
research, this study could figure out that ancient Styrax was not the modern one; Jinyanxiang was not ancient Styrax or ancient 
Myrrh, which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Jinyanxiang, ancient Styrax and modern Styrax. CONCLUS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inyanxiang’s name and its nature is a moot point, and now it is solved mainly through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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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乘》是明代的香学著作，记载大量芳香

类药物的名称、性状、功用及香方配伍，是考证

芳香类药物必须参考的重要文献。其中频繁出现

的“金颜香”未有考证，因而无从对其配伍和功

效进行发掘。根据宋至清代记载金颜香的众多典

籍，结合现今研究，将金颜香划分为阿拉伯进口

香药的一种[1]，可见金颜香应属于认识早，应用频

繁的香药，但以往研究人员多认为金颜香为没药或

者安息香，且尚无定论，也未能确定金颜香的基

原。因此，对其名物的考证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1  《香乘》记载与一名考证 

《香乘》中对金颜香的记载共 3 条[2]120-121。

第一，引《西域传》记载：“香类熏陆，其色赤紫，

如凝漆，沸起不甚香而有酸气，合沉檀焚之极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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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第二，引《方舆胜略》：“香出大食及真腊

国。所谓三佛齐国出者，盖自二国贩去三佛齐而，

三佛齐乃贩至中国焉。其香乃树之脂也，色黄而

气劲，盖能聚众香，今之为龙涎软香佩戴者多用

之，番人亦以和香而涂身。真腊产金颜香：黄、

白、黑三色，白者佳。”与《诸蕃志》[3]记载同。

第三，记载有“贡金颜香千团”香事：“元至元间，

马八儿国贡献诸物，有金颜香千团。香乃树脂，

有淡黄色，黑色者，劈开雪白者为佳。”说明金

颜香实际上是“能成团”的树脂。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4]引藤田剑雄的记载“金颜

香……《瀛涯览胜》作金银香。”明代马欢的《瀛

涯览胜》，未出现金颜香而有金银香，记载其产地

包括“旧港”即古名“三佛齐国”，这与《方舆胜

略》记载的产地相同，同时孔菲菲等经过研究“宋

代外来词”[5]指出金颜香和金银香属于异形词“一

词多形”的表现。因此，的确应该承认金颜香和

“金银香”本为一物。因此，金银香是金颜香的

别名，故《香乘》中引《华夷续考》中对于金银

香的描述，可作为考证金颜香的另一依据[2]120-121：

“金银香，中国皆不出，其香如银匠榄糖相似，

中有白蜡一般白块在内，好者白多，低者白少，

焚者气味甚美，出旧港。” 

“宋代外来词研究”[5]中引用了冯承钧先生的

研究结果，认为“‘金颜香’一词属于宋代传入的

音译词，是马来语 Kemenyan 的对音。今名 Sweet 

benzoin 者是，而 benzoin 就是特指今天的安息香，

并无异议。”[6]进而从语音的角度认为金颜香与安

息香本属于一物。 

而张博文则提出反对，指出“冯氏校注误以

此香即 Styrax benzoin，乃将金颜香当之安息香所

致。”[7]170-171 

2  基本性状考证 

2.1  药用类别 

《香乘》中所记载的“香乃树脂”明确阐明

金颜香为树脂类药物。明代《咸宾录》[8]等多部著

作都引《明一统志》[9]记述“金颜香，树脂也。”

可见，金颜香为树脂类植物药是明确的。 

2.2  颜色、气味 

关于金颜香气味的记载多样且不一，本身充

满矛盾，如“沸起不甚香而有酸气”“色黄而气劲”

“其香如银匠榄糖”。而且颜色众多，有赤紫、黄、

白、黑多种记载。本研究认为金颜香本身可能由

于品相不同，化学成分含量有所区别，导致文献

记载中对金颜香认识的不同。赤紫色的品种“不

甚香”且有酸气，黄色的品种“气劲”，其他的某

种品相很可能是“香如银匠榄糖”。 

2.3  质地 

《香乘》中含有金颜香的香方共 49 个，对其

使用方法多有“另研”样描述，从侧面可以考证

出金颜香的质地。其中“亚四和香”记载“右四

香体皆粘湿合宜作剂，重汤融化，结块分焚之”；

“软香三”记载“右先将金颜香搦出水”“于银器

汤煮化，细布扭净汁”。说明金颜香在常温下为固

体，研磨可成细末，质地较湿润或者黏，用水煮

的方式可以到达它的熔点。 

2.4  燃烟 

金颜香在多部香学著作中，如明代高濂的《遵

生八笺》[10]等，被注释为“黄烟”，指它燃烧后散

发黄色烟雾。 

对比中国药典和其他文献收录的颜色，较符

合考证的树脂类药物共 14 种：阿魏、安息香、琥

珀、没药、枫香脂、苏合香、藤黄、天竺黄、血

竭、松香、乳香、虫白蜡、桃胶、干漆。其中“熏

陆”较早被研究人员认为即“乳香”[11]，而《香

乘》中记载“金颜香类乳香”，可见古人早有金颜

香并非“乳香”的明确认识。 

其次，本研究认为，香药气味虽因不同品相

化学成分含量波动而致不同，仍能根据文献对金

颜香气味的描述和金颜香本身香药的特性对一些

药物进行排除：药典记载阿魏“具强烈而持久的

蒜样特异臭气”，天竺黄“气微”，血竭“气微……

以火燃烧则产生呛鼻的烟气”，虫白蜡“气微”，

干漆“具特殊臭气……点火即燃烧，产生黑烟并

发出强烈漆臭”。可见此类树脂类药物，应并非金

颜香。 

对金颜香质地的记载虽不正面，但相对明

确，本研究据此可以排除：苏合香在药典[12]164-165

中记载为“半流动性的浓稠液体”，应不符合。其

中安息香在药典 [12]148 中记载为“常黏结成团

块……加热则软化”，没药记载为“多黏结成大小

不等的团块”[12]186，是相对 为符合《香乘》中

对于金颜香质地的描述。 

同时，燃烟是相对较难进行古今对比的一种

性状，据此很难进行排除。没药、安息香燃烟不

为黄色，但由于古代燃香测香所使用的香事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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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与现代有较大的成分区别，燃烧形成的烟雾

颜色可能存在不同。 

综上，经过对药物基本性状的考证，中国药

典中收录的“安息香”即安息香科植物的干燥树

脂，与“没药”即橄榄科植物地丁树或哈地丁树

的干燥树脂，与金颜香的相似度 高。 

3  产地考证 

《香乘》中对金颜香产地的记载[2]：“香出大

食及真腊国……盖自二国贩去三佛齐而”“马八

儿国贡献……有金颜香千团”“金银香中国皆不

出……出旧港。”《诸蕃志》记载：“金颜香正出

真腊，大食次之。”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记

载蒲甘国产金颜香[13]。华小燕认为：“唐代传入的

金颜香很可能是来自苏门答腊岛、爪哇地区的。

但古籍亦载[14]：说三佛齐金颜香是不正确的，因

为三佛齐的金颜香实际上是从大食贩运来的，之

后再从三佛齐转贩到唐朝……它的真正产地仅大

食而已。”这种观点显然有误，首先金颜香的大

量传入应在宋代，这里以宋代文献结合唐代的情

况显然不正确，其次这仅能否定三佛齐是金颜香

的主产地。历史学家白寿彝也曾记述“正出真腊，

大食次之”是说大食人自其经过各地贩运金颜

香，他们取道三佛齐运至中国的金颜香比从真腊

直接运来的差[15]。所以应当承认，真腊的确是金

颜香 重要的产地。 

“中国皆不出”可能由于中国不是金颜香的

产地，或者在《华夷续考》成书的明代，中国还

未大规模开采这种香药。对“琥珀”的认识历史

久远，在汉代就认为中国的“琥珀”产自西域[16]。

枫香脂主要出产于我国浙江、江西等地，唐《新

修本草》记载枫香脂[17]，谓：“所在大山皆有。”

而松香亦早有开采，《抱朴子》载[18]：“凡老松皮

内自然取脂为第一”。桃胶在有桃树处即有，《名

医别录》[19]中已载其应用。故琥珀，枫香脂，松

香，桃胶理应不是金颜香。 

《诸蕃志》记载[3]：“没药出大食麻啰抹国”

“安息香出三佛齐国……有安息国……转货于三

佛齐。”现代对于安息香科植物地理分布研究指

出[20]，安息香科植物分布于中国南部、西南部、

中南半岛等，不分布在古安息国的亚洲西部地

区，与古籍记载有很大出入，且在基本性状上也

有区别。研究人员认为，古代典籍中记载的安息

香应并非是安息香科植物白花树的树脂，在推定

安息香名物时候，古今“安息香”应予以区别。 

中国药典记载的安息香为安息香科安息香

属，分布于亚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区域，符合“正

产真腊”的记载。而对于没药的地理分布研究发

现[21]，原植物主要生长在非洲索马里和埃塞俄比

亚地区以及肯尼亚北部，与金颜香产地相去甚远。 

据产地考证，金颜香应属于安息香科植物的

树脂。 

4  文献收录的其他方面考证 

4.1  名称确立与流通时间考证 

《诸蕃志校释》记载“金颜香”此名亦见于

叶庭珪《香谱》(《新纂香谱》引)，当为我国著录

此香之 早者[7]167。陈氏香谱[22]中载有一则宣和御

制香的制法，当中就有金颜香，说明在宋代，宫

中制作熏香料时就已将金颜香作为来源香料。所

以金颜香大量传入中国市场和名称的正式确立应

在宋代。 

清代时期广东市场上并没有卖此香，道光《广

东通志》卷九十六“舆地略十四”记载“金颜香：

树脂也……今广东市上无鬻此香者。或云：南越

国有之。”[23] 

《魏书》龟兹国条中即有安息香[24]，《晋书·佛

图澄传》亦有“烧安息香祝愿”句[25]。安息香

早就见于《魏书》，十六国时就称为“安息香”，

苏继庼在《岛夷志略校释》亦认为如此[26]404。 

真腊与中国政权的正式来往，应当始于隋

代，真腊自隋大业十二年(公元 616 年)第一次遣使

访隋朝后，两方的经济物产交流才不断趋于频

繁。如果古今安息香同属一物，现代研究显示原

产于东南亚热带和亚热带(也就是真腊一带)的安

息香科植物白花树的树脂不可能早在魏晋时期就

已传入中国。而古之安息香正是因为原产地处于

亚洲西部和古西域诸国，才可能在魏晋时期正式

流通和确立名称。而如果将金颜香看作是中国药

典中的安息香，就可以解释为何它的大量传入和

名称确立晚在宋代。 

4.2  古籍安息香、中国药典中安息香、金颜香文

献记载对比 

《香乘》中“安息香考证六则”[2]69 明确描述

安息香为“脂黄黑色”，与金颜香的描述差距较

大，并且记载有使用安息香的香方 7 处，且有安

息香与金颜香同用两处，如世庙枕顶香：栈香八

两，檀香、藿香、丁香、沉香、白芷(以上各四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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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纹大黄、茅山苍术、桂皮、大附子(极大者研末)、

辽细辛、排草、广零陵香、排草须(以上各二两)，

甘松、三柰、金颜香、黑香、辛夷(以上各三两)，

龙脑一两、麝香五钱、龙涎五钱、安息香一两，

茴香一两。所以古之安息香为金颜香的可能性较

低。《诸蕃志》亦明确区别记载了金颜香与古之安

息香。明代田艺蘅《留青日札》[27]将安息香与金

颜香和在一起记述，正是说明了两者在古代虽有

相似之处，但无论是产地还是其他性状却有明显

区别(表 1)，以至于不能用一名：安息，出安南、

三佛齐诸国，树如苦楝，大而直，叶类羊桃而长，

中心有脂，类核桃穰而香，但不宜烧，能发众香

之气，故人取以和香。又，真腊国有名金颜香者，

其气亦能聚众香。 

通过记载对比，的确可以发现，如今中国药

典中收录安息香科植物白花树的干燥树脂在一些

基本性状上与《香乘》(收录《汉书》《酉阳杂俎》

《本草纲目》《一统志》条文)记载相差较大，而与

金颜香的文献记载较接近。 

表 1  金颜香、中国药典中安息香与《香乘》中安息香的

对比 

Fig. 1  Comparison between Jinyanxiang, Styrax in Chinese 
Pharmacopoeia and Styrax in Xiangsheng  

对比 
项目 

产地 燃烟 树脂颜色 气味 

金颜香 大食、真腊

(主要产地；

三佛齐无，

为转运) 

黄色 赤紫，如凝漆，真腊：

黄、白、黑 

气劲 

《香乘》

安息香 

波斯国、西

域、三佛齐

国 

白色，

如缕直

上不散 

西域：黄黑色，块状，

新者柔韧 

三佛齐：类似核桃瓤 

西域：不

燃烧时如

饴 

中 国 药

典 安 息

香 

中国南部、

西南部、中

南半岛 

无记载 表面橙黄色，具有蜡样

光泽(天然出脂)；表面

灰白色或至淡黄白色

(人工割脂)，断面白

色，放置后逐渐变为淡

黄棕色至红棕色。 

气芳香，

味微辛；

加热有刺

激性香气

没药作为早被认识和进口的香药却未被《香

乘》记载，很可能是由于没药在《香乘》中并不

称为“没药”。鉴于《诸蕃志》记载已经将当时的

没药与金颜香区分，可知古之没药不可能在《香

乘》的记载中改称金颜香。 

4.3  古籍安息香、药典安息香、金颜香文献记载

之关系 

劳费尔认为[28]，中国人叫做安息香的东西是 2

种不同香料合成的，一种是伊朗地区的古代产

物，至今还没鉴定，另一种是马来西亚群岛的一

种小安息树所产，这 2 种必须加以区别，这就把

金颜香等同于古之安息香。“安息”就得名于它的

原产地——伊朗，而在伊朗停止输入这种香料之

后，就改用了马来西亚群岛的品种，两者十分相

似。并且他认为在其后所指出自波斯国的安息香

其实是出自马来群岛上一处叫“安西”的小城。

他的理由是李珣在《海药本草》之中说明安息香

来自南海波斯国，但是主产南海的香药冠名“安

息”是不科学的，所以南海波斯国应该就是所谓

的“安西城”，同时他认为《酉阳杂俎》中描述的

安息树的形态与现今的安息树相符。 

苏继庼反对劳费尔的看法[26]405，认为南洋所

产的香料应是金颜香，而出自波斯国的才是古之

安息香，两者并没有混淆。之所以有南海波斯国

的说法，是因为当时的人们把只要是波斯商船所

运载的东西默认来自波斯，其实有很多物产是途

径南海所获的。 

日本学者北村四郎也与苏继庼观点一致[29]，

反对劳费尔德看法，认为夏德(F.Hirth)、柔克义

(W.Rockhill)等人往往把东南亚的产物，认为是经

过波斯、西域传入中国，而劳费尔则认为有所谓

马来亚的波斯这种说法。事实上盛唐时期，西域

产品可以通过丝绸之路输入中国，通过长安传播

到各地。 

笔者也同样认为劳费尔之说缺乏根据，金颜

香与古之安息香在众多古籍中区分明确，且性状

记载区别大，前文已经论述。而他的前一个依据

的确可以通过苏继庼、北村四郎的看法予以反

驳，而至于安息树的形态，正是因为古今安息香

有别，《酉阳杂俎》记载的位于波斯国的安息树当

然不可能与现代安息科植物的形态相一致，这点

也可从植物形态侧面充分印证，古今安息香种类

确然有别。 

5  总结 

通过以上可知，从基本性状考证，药典中树

脂类药物没药和安息香是比较符合古籍中对于金

颜香的记载。基于产地，推断古籍中记载的安息

香并非安息香科植物白花树的树脂，而现今的安

息香就产地与金颜香的记载吻合。通过其他方面

考证可知，金颜香、安息香、没药在古代应是 3

种相对独立而有所区别的香药，金颜香既不是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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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中的安息香，也非没药。同时，本研究也厘清

了金颜香、古今安息香三者的关系。 

综上，本研究认为金颜香应为安息香科植物

的一种，与古之安息香有别。所以，在厘清三者

关系的同时，本研究认为，如今在应用明代以前

的方剂以及香方的时候，并不能采用现代的安息

香代替古籍中的安息香，反而遇到金颜香的时

候，可以采用现今药典中所记载的安息香科植物

白花树 Styrax tonkinensis (Pierre) Craib ex Hart.的

干燥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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