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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宝石的重要品种———沉香

周佩玲，杨忠耀

（桂林理工大学，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摘　要：沉香密度大、能沉于水，所含芳香族成分能散发香味。沉香具有瑰丽、稀少、耐久的宝石特性，
和一般有机宝石一样，是由动植物生命活动形成的有机物、无机物和微量元素的集合体，并形成与生物生

长有关的树脂线纹理。沉香粒度组成细腻、结构致密，硬度不高，色彩丰富，显油脂光泽。其文化蕴涵丰

富，有良好的雕刻艺术加工价值，有 “植物钻石”之称；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被称之为 “药中黄金”，

有广泛的开发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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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沉木，也被称为 “阴沉木”、“东方神木”，

是大地上的古树名木随着地壳运动沉入江海、陷

入地层而成的炭化木、硅化木、钙化木、醇化木

等，这些木头经过千万年的深埋压磨，改变了成

分、结构构造和物理性质，虽然仍保持着古树的

年轮等构造形式，但已形成了千年不烂、万年不

腐的生命体征［１］。古沉木自古多为帝王将相建筑

宫殿和制作棺木的首选之材，达官显贵、文人雅

士皆把古沉木家具及出自古沉木雕刻的艺术品视

为传家、镇宅之宝，辟邪之物。沉香也属于古沉

木的一种，但沉香是沉香树脂和木质的凝聚物。

在已有文献报道中，沉香多用于医药，极少上等

沉香用于雕件艺术，笔者根据其成因与特性提出，

沉香也是有机宝石的一个重要品种。

１　沉香的科学界定

１１　沉香商品的材质等级划分
梁食等［２］综合前人资料，对沉香的规格等级

进行了划分，将中国产沉香商品按质地及表面树

脂部份 （俗称油格）所占比例分为４个等级：一
等沉香应无白木，身重结实，油色黑润，油格占

整块８０％以上；二等沉香稍现白木，油色黑润或

棕褐色，油格占整块６０％以上；三等沉香白木显
多，油格占整块４０％以上；四等沉香白木比例大，
质地疏松轻浮，油格占整块２５％以上。
１２　 沉香的药材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１９７７年版规定沉香
的醇溶性浸出物不得少于１５％，２００５年版规定不
得少于 １０％［３］；在韩国和日本，树脂含量超出

２５％的沉香才能药用。沉香的品质以含树脂的多
少而定，海南药材公司规定［４］：色黑质重，全树

脂，无白木者为一级；质重、多树脂，无白木者

为二级；三级无具体规定。

１３　宝石级沉香的界定
沉入水中的沉香含油量高，颜色较深，其硬

度比一般木材大。沉香树白木的密度约为 ０４～
０６ｇ／ｃｍ３，此时的白木不能沉于水，一旦沉香的
树脂含量超出于整块沉香的１／４时，任何形态的
沉香 （片、块、粉末）都能沉于水。笔者认为，

宝石级沉香的密度至少在半沉水沉香的密度以上。

沉香雕刻家、安徽省 “非遗”传承人郑尧锦认为：

沉香质地坚硬，油脂饱满，是理想的雕刻材料。

就大多数沉香而言，其颜色越深，质地越密实，

品质也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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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沉香的宝石学特征及真伪鉴评技术

２１　沉香的宝石学特征
（１）据樊菊芬沉水试验，沉香的密度在０８７

～１８０ｇ／ｃｍ３［４］。密度大于水的沉香能沉于水中故
称为沉水香；半沉半浮者 （密度为０９８左右）为
栈香；浮水者为黄熟香。

（２）沉香树脂中含有芳香族成分，所以能散
香味，燃烧后更能散发香气。沉香因树种、菌种及

其他因素影响不同而产生变化万千的气味，不同

产地及颜色的沉香气味也有所不同。

（３）沉香树因伤大量分泌树脂沿木质管道流
动形成树脂线构造，这是天然形成的沉香的鉴定

特征。

（４）沉香结香速度缓慢，有 “百年沉香千年

奇楠”之说。

（５）沉香含挥发油，具易燃性，燃烧时产生
白烟，可见油质在沸腾，白烟直上九重霄。

（６）不同产地和埋藏环境的沉香具有不同的
颜色，如绿色、深绿色、金色 （微黄）、黄色、黑

色等。

（７）沉香颗粒组成细腻，结构致密，比一般
疏松的白木硬度高，是利于雕刻的优良材料。

（８）沉香的光泽：上佳沉香中沉香树脂含量
高，故显油脂光泽。沉香的粒度结构及光泽特点

决定了其适合雕刻和创造人物的面部表情。

（９）沉香具有丰富的美学、文化、宗教、哲
学蕴涵。

２２　沉香化学成分的现代研究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人们认为沉香醇是沉香

的主要成分，而现代测试证明［５－２０］，沉香树脂成

分不仅有醇类，且有倍半萜 （挥发性成分）、２
（２苯乙基）色酮、三萜类、芳香族类、脂肪酸类
及其他成分。

２３　沉香真伪的鉴评技术
沉香自然资源匮乏，随着社会需求的增加，

沉香价格持续飙升，沉香 “加工”成为暴利行业，

造假技术升级，市场上赝品泛滥，以假乱真、鱼

目混珠，新手上市多数买不到真东西，经验不足

的玩家难免受骗，因此品鉴沉香质量优劣十分重

要。因为沉香是能沉入水中的香木，所以 “沉

水”、 “闻香”是首要的鉴别内容，有人提出

“沉、看、摸、闻、烧”５种鉴别方法。
（ｌ）沉：民间最直观的判断方法是沉水法。

沉香在结香过程中，树脂含量会逐步提高，沉香

树脂密度大，当沉香中树脂含量超过１／４时，沉
香就会沉入水中，所以可用是否沉水判断沉香中

树脂含量的多寡，质量的高低。

（２）看：沉香树在结香过程中沿木质导管呈
均匀线状分布，油质线路清晰可见。而经人工压

缩的材料使油质线模糊、断裂或呈现不均匀分布，

与天然沉香纹理形貌差别较大。

（３）摸：用手揉擦沉香材料的表面，真正的
沉香看起来有油水，但摸起来并不黏手。沉香是

脂和木的凝聚物，其油脂高于实木，抚摸不会如

同实木一般干硬。尽管上等沉香能沉水，但若是

“沉香”材料如同金属、石头一样沉手，这可能是

人工压制的 “石头沉”，虽然能沉于水，但是假

货。

（４）闻：天然生成的沉香气味清香醇甜，幽
香阵阵，而人工制香的材料其香味较为刺鼻。鉴

赏过程要注意，没有香味肯定不能算是真货，但

香味浓郁不自然或有不舒服的感觉时，要留意是

否为假。

（５）烧：一般天然沉香香味淡雅，初学者难
于辨别，有时需要用火直烧或用电熏香炉熏闻，

有经验的老玩家可以从沉香燃烧中的爆裂情况或

烟的形状、颜色来辨别真伪。不论在什么情况下，

沉香的香气都不会刺鼻，若有刺鼻的臭味或冒黑

烟，则一定是假货。

３　沉香的形成条件及分类

３１　沉香形成的自然条件
沉香树在我国的主要生长地区是广东、广西、

海南、台湾等地，在国外主要生长在越南、马来

西亚、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由于近年来

过度采伐，野生沉香资源已经十分匮乏。沉香树

已被列入国际保护树种禁止砍伐和出口。

沉香树对成长环境的气候、土壤、温度、湿度

等要求很高，适宜于生长在温暖、潮湿的东南亚地

区，且很难被移植到其他地方存活。同时，这种树

木质酥松，容易折断、受伤甚至死亡。因此也很难

适应风沙较大的自然环境。温度低于 －２℃时，沉
香树便难于生存。一棵沉香树要结出品质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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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香，除了具备适宜的生存环境外，还必须具备

成熟且发育良好的树脂线，这通常需要成树１０年
以上。由于这种树木对环境要求苛刻，所以野生

沉香树至多也只有一两百年的寿命。

３２　沉香的分类
根据沉香形成的原因，主要分如下几类。

（１）熟结沉香，即从已枯萎的沉香树中所采
集的沉香。 《本草纲目》有记载： “其积年老木，

长年其外皮俱朽，木心与枝节不坏，坚黑沉水者，

即沉香也。”已结香的白木香树，因年龄老化，山

体滑坡、山洪、台风、雷电等外力因素而倒伏或

半倒伏在地，在风吹、雨淋、虫蛀等外力作用下，

白木沉香不含树脂部分已分解腐烂，含树脂的部

分保存下来形成了沉香。

（２）生结沉香。生结，即从还在生长中的沉
香树中挖取出来的沉香，因受伤、细菌侵蚀或自

然病变而结脂。在树木生长期间，遭受刀斧所砍、

蛇虫动物啮蚀等外力作用，引起较深的伤口后，

沉香树会渗出树脂以作自我防护，从而在伤口附

近结香。

（３）土沉香，是指从土壤里采挖出来的沉香。
沉香树因为自然原因被藏于地下，经历了数百年

乃至上千年的孕育后被采挖出来的沉香，称之为

“土沉香”。

（４）水沉香，也称水纹沉香、水格沉香。主
要是指香体脱离香木后进入潮湿的泥地、沼泽地

中，熟化后形成的沉香。水沉香一般颜色偏黑，

由水分保护，其香体风化并不严重。因此即便是

熟香，其油脂纹路依然清晰可见，水沉香质地硬

韧，香体一般较为厚实。

（５）奇楠香。除以上４种外，还有一类特殊
的品种，常自成一格，称为奇楠香，也叫棋楠香、

伽罗香，它是沉香中的贵族。奇楠香的成因与普

通沉香的成因略有不同，故两者形貌特征上有很

多差异，一般沉香其硬度大、气味小，在火烧的

情况下才能散发出香味，而奇楠香因为结香过程

混入了天然石蜜，硬度因石蜜混入而变软，但其

香味却因石蜜而甜而大，不用火烧也能散发出浓

浓的香甜气味，被称为 “香中之王”、 “香中极

品”。

奇楠香的硬度、气味和油脂线的排列都与众

不同：奇楠香不如普通沉香的密度大，上等沉香

入水则沉，而很多上等奇楠香则是半沉半浮；普

通沉香大都质地坚硬，而奇楠香较为柔软，有黏

韧性，削下的碎片甚至能团成香珠；奇楠香表面

干涩，但切开后几乎全为油质，在显微镜下，普

通沉香中的油脂线集中在一起，而奇楠的油脂线

则历历分明。鉴别奇楠，主要在于它的香味：一

是奇楠在正常状态下有一股清凉香甜的味道；二

是奇楠受热后散发出来的香味不但如一缕丝线状

的青烟直冲脑门，而且还呈三段式变化，有头香、

本香和尾香之别。如海南绿奇楠焚烧之后，初香

（头香）若淡雅之花香，而后转为甜凉浓烈之本

香，尾香则有杏仁味［２１］。

据杨德兰等［２０］研究，奇楠与普通沉香相比，

差别在于：（１）奇楠中油脂含量明显比普通沉香
高；（２）奇楠中化合物２（２苯乙基）色酮与２［２
（４甲氧基苯）乙基］色酮的相对含量之和高达
３７３０％ ～８４７１％，普通沉香中仅为 ０１６％ ～
１３３０％，而这两个化合物对于沉香加热时的香韵
变化有极大贡献。

４　沉香的美学蕴涵

沉香是唯一能沉于水并散香味的树脂宝石，

它是稀缺的资源性收藏品，是华夏传统文化的载

体，是镇静调阴阳的良药；是泡茶、调酒、待客

的名品，还是调制香水的定香剂；其美学蕴涵丰

富，是雕刻、艺术创作的载体。沉香美在物质，

更美在精神。

４１　质地美学蕴涵
沉香之美质在陈、结、腻、实、残、枯。陈：

好香必陈年，如美酒一样，越沉越香，那是岁月

的积淀；结：是凝香的过程，先是顺着树木的纹

理镶嵌其中，逐步有了如烟漂浮的感觉，后逐渐

如浓云厚雾，直至成为一块结晶；腻：就是油脂

感，表面会有油脂光泽，好香的黏性和韧性都是

极强的；实：紧密不松散可沉水；残：残为其表，

饱经风霜的沉香傲骨不凡，不规则的外形就像中

国画中的瘦石、枯木一般，有别样的美；枯：更

是佛情，万物枯荣生生不息，此乃自然如来法度

之功，根植于地，枝繁生于根，叶攀附于枝；但

凡衍生万物，皆如此轮回，从来处来，往去处去，

虽经风雨霜雪催，亦看葱绿华貌事，正可谓苦乐

身心相，妙法幻化季节，自得自有，便无痛无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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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２２］！

４２　沉香精神之美
气味与精神相依相生，沉香无杂味，清晰纯

正、悠长，让人忍不住在尘世的气味中去捕捉那

难得的纯净，闭目凝神，心为之牵动，亦为之沉

静。闻香而心静，心静而情自生，文人雅士总让

物质来服务精神。

“燎沉香、消溽暑”，点一点沉香，去一去暑

气，以品香之气烘托闻香而心静，心静而自然凉。

爱香之人都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气质淡定

性情豁达，对生活感悟颇深，能领悟生命的奥秘，

沉香之美在中国，沉香艺术在华夏，让这文明奇

苑汇入历史的长河，不断往前流动。

沉香犹如良师益友伴随着我们，香缘将爱香

之人连在一起，沉香是人际交流的思想媒介。

品香不仅是一种生活习惯，更是一种心态，

一种不急不躁、冷静、淡定的心态；品香待友你

会发现交流变得更为顺畅，思维也来的更加活跃，

以香来隔绝世俗的浮躁，达到返璞归真。以沉香

为媒介，结识好友，谈志向、谈生活，交流感悟

人生的点点滴滴。闻香识人，本就如此简单！［５］

４３　沉香的道德蕴涵
沉香的高雅，不仅因为其香醇、品质高贵，

还因为沉香的形成机理中蕴涵道德理念，宋代书

法家黄庭坚敬录 《香十德》：“感格鬼神，清净心

身，能除污秽，能觉睡眠，静中成友，尘里偷闲，

多而不厌，寡而为足，久藏不朽，常用无障”。综

合古今沉香文化，将沉香道德蕴涵摘录如下：

（１）沉香树因伤结香，杀身成仁。沉香树未
结香之前称白木，密度只有 ０４～０６ｇ／ｃｍ３，没
有香味也不会沉入水底。当老的沉香树受伤时，

伤口周围因受细菌感染使树体溃烂。为阻止沉香

树树体继续溃烂，沉香树分泌树汁使树体免疫系

统发挥作用，使沉香树脂与木质成分形成凝聚物，

这个结香过程像凤凰涅盘一样，使一般白木获得

新的生命，随着沉香醇的增加使之成为高级沉香，

完成了结香过程，也使沉香成为有香味并能与上

苍沟通的圣物。沉香树因伤分泌大量树脂，使之

成为能治百病的良药，体现了“杀身救人”的精神。

（２）沉香是 “以德报怨”的君子。沉香是因

伤而结香，形成于病痛之中，但沉香形成后，对

伤其母体的虫蚁、细菌却不以伤害为目的，之

而不灭之，暗含大道仁慈为怀之理。以感化、教

化，而非祛除、破坏为目的。沉香的形成却合天

理，因此认为沉香确实有气场，而这种祛而不灭

正是沉香的气场之所在。

（３）沉香树的免疫力。沉香树招虫，沉香却
可驱虫；沉香树易腐烂但沉香不腐不朽。一块沉

香无论其沉香树脂比例有多高，总要含有木质，

许多沉香在山野中、泥泽中，其树脂若在，它本

身就不会腐坏，虫蚁不啃野兽不食，由沉香树脂

与木质混合形成的产物提高了其免疫力，使之成

新的神奇的圣物。

（４） “朴实无华低调做人”从不张扬， “朽
木”可雕也！沉香外表看来就是一种朽木，但是

它与一般朽木有本质的区别，它是沉香醇和白木

的凝聚物，密度大可沉入水底，能散发出香味，

其价值很高称之为 “植物中的钻石”，价格是黄金

的多倍，其简陋、粗糙的外表，掩盖了其价值连

成的优良本色。沉香比白木更硬，是适合艺术雕

刻创作的上等材料。

（５）敬奉祖先，沟通鬼神。沉香香气清雅，
燃烧时烟气青白直上云霄，使得沉香在许多宗教

中被称为可与上苍沟通之圣物。我国的香文化由

来已久，拜天地敬奉祖先都需要焚香、烧纸。而

以沉香为原料的线香不仅有普通香的特点，而且

还有香味，更具敬神敬祖的内涵。

（６）静心提神，去燥养生。沉香多样的香味
需要人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从而使得品香具有显

著的凝神静心的效果。另外，沉香优雅的香气极

具安神的效果，熟悉其味道的人闻到这种气味，

便有一种获得平安的感觉，甚至可使人安睡。在

品香过程中能使人消除浮躁心情，更容易令人达

到 “净心契道”的境界。沉香的温和淡雅给予人

安心。品味沉香时需要品香者静心凝神，如此才

能深切感受到沉香香味中的美妙世界。

（７）怡情养性，启迪才思。 “香气养性观”

自古就有，古人认为好的香气不仅芬芳宜人而且

可以祛秽致洁、调和身心、陶冶情操，儒家思想

中一直就有香能养性的说法。《荀子·礼论》曰：

“刍豢稻梁，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絆，

所以养鼻也；……故礼者养也”。品香活动不单纯

是闻香气，当一些思想睿智、感悟丰富的人聚在

一起品香时，香友们不仅达到感官愉悦，相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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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更会形成一种思想碰撞，一种感悟交流，一种

思想里的融合，所谓品香问道由此而来。

（８）养生疗疾，祛疫辟瘟。品香活动主要通
过嗅觉来实现，人体嗅觉系统 （嗅神经系统和鼻

三叉神经系统）感知空气中的气味分子，然后通

过神经细胞将气味分子造成神经刺激传送至大脑，

从而使人体感知。中医认为气味可以通过人体经

脉进入体内各部位，从而产生影响人体内在系统

的作用。因此，好的香气具有调血气、通经络、

排毒素等作用；相对而言，坏的气体会破坏人体

内在平衡，导致人体健康受损。

（９）细菌致腐，结香可祛秽致洁，美化环境。
沉香树因细菌而腐烂，其防御系统为防腐而分泌

树脂进而完成结香过程，使沉香有杀菌、防虫、

美化环境、保护生态的作用。

（１０）品香论道，抒胸明志，交流成友。选择
志同道合的 “香友”，经验丰富的 “香主”通过

“香席”活动达到 “净化心灵，品评审美，励志翰

文，调和身心”，重内在心灵的感化，利精神世界

的感悟，通过品香达到放松身心去除烦恼的目的。

５　沉香是未来收藏投资的热点

在我国历史上沉香是皇家、达官贵人、富豪、

文豪居士等上流社会喜爱的收藏品，寻常百姓根本

无法触及，但随着改革深入，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到能沉水并散发奇香的

材料。一时间全国各地开启了香博会，成立沉香协

会，各拍卖行不断推出沉香有关的成品，甚至一

些地摊上都开始做起沉香的生意来，沉香的价格

在近两三年内也被炒到原来的十倍以上。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

高，人们的注意力已经从温饱问题上转到了投资

理财上，不断在寻找有利可图的投资，寻找具有

很好升值空间的产品。２０年前人们把投资点放在
石头上，玉石、翡翠价格翻了百倍。到现在很多

人已经觉得没有升值空间了，而且很多资源也已

经枯竭。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把注意力放到了

“木头”上，先是前几年黄花梨、紫檀、金丝楠，

近年来开始关注沉香的收藏了。沉香有 “木中舍

利子”之称，从其稀有的程度，几乎不可再生；

从艺术角度上，沉香工艺品不可复制。从药用功

效、生态作用、养生等诸多方面看，沉香的收藏

价值更胜一筹。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沉
香的价值，那时候沉香的价格基本在几百元一千

克，２００７年基本就到了几万元／ｋｇ，２０１２年前半
年，沉水的沉香平均价格为几十万元／ｋｇ，沉水级
别的老料会更贵。从收藏较多的来说，只要是沉

水级别的料，手串或者雕件都可以收入囊中的，

当然也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收藏明清时代的

老物件，或者当代知名雕刻大师的作品，也是很

好的选择。因为，从材料上讲，这些沉香要百年

以上才能形成，并且材料稀少，存世量就只有那

么多。由于１９７３年国际公约保护野生动植物条例
中沉香也被作为重点保护物种之一，因此，香农

们也不能随意采到野生沉香，很多市场流通的野

生沉香都是香农们前几十年的收获。近些年，以

人工种植及人工结香的沉香居多。目前，已经有

很多以集团背景出现的势力大量收购沉香，也导

致近五六年来沉香市场价格陡然上升。好香供不

应求，在市场上如果你真想找到一个好产地的沉

水珠串，那可不是很容易的事，要有许多机缘才

能碰上。

６　沉香具备宝石的瑰丽、稀少、耐
久基本条件

（１）瑰丽：一般指色美、纯正和艳丽以及光
泽可佳。沉香除了有多种颜色和油脂光泽外，还

能散发香味，这是一般宝石所没有的，所以沉香

的色泽内容比一般宝石更为丰富。

（２）稀少：因为沉香生存条件苛刻，结香速
度缓慢，无法复制，不能再生，开发用途广，所

以市场更加缺货，比一般宝石更加稀少。

（３）耐久：和其他有机宝石一样，沉香硬度
偏小，有生命肌理纹构造，有一定的韧性，还是

千年不烂、万年不朽的材料。沉香是树脂 －白木
的结合体，结香后完全改变了白木原来的性质，

已成为一种特殊的结晶物质，因此将沉香归为有

机宝石是完全有理由的。

７　沉香是有机宝石的重要品种

我国已出版的第一部 《有机宝石学》认

为［２３］：“有机宝石是由古生物或现代生物新陈代

谢作用所形成的符合宝石工艺要求的有机矿物或

０７４ 桂　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４年



有机宝石材料。”而沉香正是现代植物沉香树因伤

分泌树脂而形成，能沉于水又能散发香味的材料。

因此，沉香属于有机宝石的一个品种，理由经探

索如下：

（１）有机宝石是有机质、无机质和微量元素
的集合体，沉香是木质和树脂的凝结物，沉香中

含有丰富的Ｃａ、Ｍｇ、Ｍｎ、Ｆｅ、Ｚｎ、Ｃｕ等矿物质
元素［２４］。

（２）有机宝石的形成与生命活动有密切关系，
多形成与生物生长有关的肌理花纹，例如：珍珠

断面上有同心圆和螺旋纹，象牙的勒兹纹，硅化

木的年轮纹，而沉香的肌理纹是树脂沿着木质管

道流动形成的树脂线纹。

（３）沉香因树脂含量 （国际标准）在２５％以
上，使得沉香较之疏松的白木更加致密，又树脂

密度大，使得沉香能沉于水中。

（４）沉香的树脂中芳香族成分决定了其能散
发香味，树脂中的挥发成分燃烧后能发出白烟直

上重霄，因此沉香被宗教人士认为是能与上苍沟

通的圣物。

（５）珍珠是由珠母贝 “病蚌成珠”，而沉香

是沉香树 “因伤结香”，前者是由动物的生命过程

引起的，而沉香是由植物新陈代谢及异化作用造

成的。此外，使沉香树致伤的有自然灾害、动物、

细菌和人类活动。因此可以说沉香是由动植物共

同作用形成的。

（６）琥珀是松树的树脂脱落进入地层中经历
玉化作用而形成，而沉香是由沉香树的树脂构成

的香体被地层掩埋或进入土壤、湿地、沼泽等处

接受地质作用而形成，因此，不管是琥珀还是沉

香，都是树脂起主导作用。为什么琥珀可以归类

为有机宝石，而沉香不能归类有机宝石呢？

（７）有机宝石，除琥珀外多是不透明或半透
明的，而沉香也是不透明的。

（８）有机宝石颜色丰富、变化多端。沉香产
生在不同条件下颜色多变。

（９）与无机宝石相比，有机宝石硬度不高。
除奇楠较为柔软、有黏韧性外，普通沉香的硬度

均比白木要高。

（１０）有机宝石粒度细，结构致密，树脂中油
脂较多，例如古沉木中的乌木，乌黑油亮；而沉

香等古沉木结构致密，显油脂光泽，也很适合于

雕刻创作。

（１１）有机宝石有其与生命代谢有关的复杂形
成过程，形色变化大，所以拟人化的文化道德蕴

涵丰富。本文归纳沉香蕴涵的 “以德报怨”、“朽

木可雕”、“朴实无华”等拟人化的优秀品德可见

一斑。

（１２）沉香和多种有机宝石一样，是 “药中黄

金”，是我国南药之首。沉香味辛、苦，性微温，

具有行气止痛、温中助阻、纳气平喘、降气除燥、

暖胃养脾、顺气止呕等功效。

我国民间自古就有 “纵有珠宝一箱，不如乌

木一方”的说法，这是因为古沉木形成是玉化过

程，上佳的古沉木可与玉媲美，可被称为 “木化

玉”。还由于古沉木形成条件千变万化，使之质坚

色沉，兼备木的古雅和石的神韵，古沉木具备雕

刻艺术创造独有的先天条件，因此从艺术创作的

角度来看，古沉木雕刻艺术品更具独创特色，这

是一般宝石无法比拟的。

此外，还因为中国是玉石古国，被归为玉类

的翡翠，产自缅甸，以绿翠、红翡为美；而和田

玉产自新疆，以白玉为最美，这是两种不同的审

美理念。沉香多为细腻、致密，色泽温润，具有

古典、优雅之美。

目前珠宝界已将古沉木中的硅化木归为有机

宝石类，那为什么碳化木、醇化木不可以归为有

机宝石类呢？古沉木中钙化木因微溶于水、质地

疏松，难归类为宝石，但沉香、乌木等具有一系

列优秀的宝石学特性，实在可考虑归为有机宝石

类。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成香成宝机理、物质组

成、宝石学特征、结构构造特征，还是从沉香的

药用价值、文化蕴涵等方面来看，我们都有理由

说沉香是属于有机宝石的重要品种，可以称为

“植物钻石”，是能与黄金比价的宝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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