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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政协委员访谈录

□ 记者 褚雪琴 尹亚萍

杨汝炫，政协巍山县第十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手工香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从小杨汝炫就受父亲制香技艺的
熏陶，积累了很多挑选优质香材的经
验，大学毕业后回家继承了祖业，打造
了“和悦宣香”品牌。

2024 年 12 月 26 日上午，杨汝炫做
客由政协大理州委员会和大理州融媒
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全媒体直播节目

《大理州政协委员访谈录》，就手工香制
作技艺及履行政协委员职责等话题与
主持人进行交流。

继承祖业 传承传统技艺
主持人：请杨委员跟我们分享下您

的手工制香事业历程。
杨汝炫：我出生在巍山县的一个传

统制香世家，太爷爷辈开始制作手工
香，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到我这
辈是第四代传承制香技艺。

巍山有着悠久的制香传统，香品多
为日常生活用香，具有美饰、怡情、疾病
防疫、药用等功能。巍山的手工香，是
一种古老的技艺传承，它是一道工艺，
也是一种文化的延续。我奶奶从 12 岁
开始跟随我太爷爷制香，我儿时放学回
家奔向香房，奶奶会一边做香一边给我
讲以前的事情。香房里的香气，承载了
童年最美好的记忆，也无形中浸润到了
我的人生。

2015年，我从云南农业大学动物医
学专业毕业后打算留在昆明从事宠物
医生这一职业，但入职前的一次归家，
却让我改变了就业方向。春节前我刚
好回家休假，一位老人带着一个年轻
姑娘来到了我家，问我“杨奶奶在吗？
我找她买香。”我说：“我奶奶在的，但
买香你找我一样的，我可以卖给你。”
老人家脱口就说“不不，我要找杨奶奶
买”后转头便对她身旁的年轻姑娘说：

“我要找的这个杨奶奶做的香非常好，
我们用了几十年，这次我领你来买一
回，如果以后我不在了，买香你也要记
得来她们家买。”

后来我才知道，那位年轻的姑娘是
老人他们家当年刚娶的新媳妇。这件
事让我很感慨，别人买香都要代代相
传，我们家的香到我这一代却没人接手
了。那次归家，让我看到了顾客对我家
制香手艺的认可，也意识到了这一份祖

上手艺即将失传。当时，巍山从事制香
技艺的人大多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
青黄不接成为了巍山制香行业发展的
困境，如果没有新鲜血液的注入，没
有年轻人接手，这份手艺可能就随着
老手艺人的离开而消失。想到这些，
我毅然决定回家继承祖业，传承传统制
香技艺。

刚回家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担心和
质疑。“你是回来考试的吗？你报了哪
一个单位？”“做香能养活自己吗？”面对
诸如此类的关心，我常常不知道如何解
释。除了来自外界的声音，有的时候
我也会对自己的选择产生怀疑：我们
这样小地方的一门小手艺，别人能看
得上吗？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生活
里还需要传统手工香吗？我们的技术
跟沿海地区的技术相比较有什么优势
又有什么劣势？……无数问题一次又
一次的让我陷入质疑的漩涡中。后
来，我去岭南及江浙等中国传统制香
地转了一圈，这番游走让我信心大增，
因为我看到基于东方传统的中国式香
氛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认可。回
到巍山后，我一边从家族留传下来的
传统配方中汲取灵感，一边又从现代
化学的角度去研究精油等香氛原料的
分子式，以这种融汇古今的方式开始研
发新香。

突破创新 传统技艺走向现代
主持人：杨委员，您回到家乡继承

祖业后，是如何在传承传统手艺的基础
上进行创新的？

杨汝炫：对于刚刚大学毕业的我来
说，如何传承与创新传统手工制香技艺
是摆在我面前的一大难题。我家主要
制作大香和签香，只在年节或庙会时
才有销路，若是想把这门手艺延续下
去，就必须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开发
出日常也能使用的新产品。为了证实
自己的想法，我到岭南及江浙等中国
传统制香地学习，回来后信心大增，
我明白要让老手艺焕发新的生命力，
就要让非遗技艺融合时代特征，融入
现代生活。后来，我通过以下几个方
面的努力来实现非遗技艺传承与创新
发展：

融合时代特征。要让非遗技艺在
日常生活中活跃起来，需要不断创新，
找到传统制香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契
合消费者的审美，适应市场需求，推动

非遗生活化、年轻化和时尚化。2024
年，我有幸登上央视四频道《远方的家》
栏目，巍山非遗传统制香技艺让更多
的人看到了。后来，我们与巍山彝学
学会合作，制作并使用了第一批南诏
彝族祭祖节专门用香，让非遗与传统
文化习俗紧密结合起来，活化利用；录
制了双语节目，用英语介绍了手工香
的制作，在“漫步苍洱”等具有影响力
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现在，我们的
香外观美、品质好、气味怡人，通过微
店及回头客，产品远销全国各地，与民
宿客栈的合作、客源的拓宽，更让小店
每月营业额轻松破万，手工香得到更
多人的了解与喜爱。

加强交流学习，开拓思维。2016年
到 2018 年三年时间里，我每年都抽出
几个月的时间去上海、福建、北京等
地，到网络上比较火的香道馆、博物
馆、香艺研究所里交流学习，探索香
材医理，外出拜访各地香农，对比不
同产地香材差异，深化调香试验。同
时，在积极申报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
过程中，得到了很多外出培训的机
会，通过电商经营、视频制作培训，让
我借助新媒体“东风”让非遗产品“飞
入百姓家”。这些外出交流学习对我
来说帮助很大，开拓了眼界，突破了
思维的局限性。几年里，我奔赴全国
各地，与不同行业人士碰撞出火花，
从 2021 年开始，我带着我们的产品和
体验课程，去了上海、苏州、北京以及
省内各县市开展活动，与不同品牌方
合作，与威士忌品牌本诺曼克合作出
品联名香牌，承接保时捷品牌的活动，
让我们的传统手艺与大家熟知的品牌
产生联动。

利用新媒体增强传播效果。我们
通过网络视频等方式进行艺术再创作，
将手工制作的物质产品转变为数字文
化产品，提升传统制香技艺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后续，我将整理传统制香技艺
相关的内容，借助新媒体的力量，激发
更多人对传统手艺的探索和学习的意
愿。过去几年里，在接到来自县里甚至
央视的拍摄邀请时，我们都积极配合，
尽量借着媒体平台让这一份手艺被更
多人看到。

顺应消费新趋势，开发非遗体验
产品。一直以来，我们尝试开发运营
手工体验、研学体验产品和相关服务
项目。2020 年开始，我们就陆续推出
制作香牌、制作塔香、制作香囊等体
验活动，在自家的店铺开展非遗手工
香体验公益课。2024 年，我们的工作
室接待国内游客三千多人次，国外游
客数百人，做好台湾同胞旅行团队接
待工作，让国内外游客亲身体验我们
的传统制香技艺。同时，我们还把非
遗技艺与旅游相结合。古人历来喜欢
制香、用香，由此我们进一步挖掘在
地文化，制作出了“松下踏歌”等香品
和礼盒，在云南省首届“非遗伴手礼”
评选活动中入选日用伴手礼，在 2023
年大理非遗文创大赛中获“最佳创意
奖”，在 2023 年大理州特色旅游商品
大赛（美好生活主题）中荣获文化非
遗类银奖。

此外，我们还把香文化与甲马文化
结合，选取部分有特殊寓意的甲马图
样，制成甲马香牌，一经推出就受到广
大消费者的喜爱。我们把香与扎染和
布扎结合，做成不同的扎染香囊袋和玩
偶，里面填充我们的各种香材，每年都
推出一套端午香囊礼盒。我们也重点
推出香礼套装，依托大理旅游热的红

利，适时推出一些伴手礼套盒，许多游
客走的时候都会购买。

多措并举 传统技艺再放光彩
主持人：传统制香技艺目前面临的

问题是什么？你们今后在传统制香技
艺发展方面有什么新的思考？

杨汝炫：传统制香技艺目前存在几
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活态化的传承，需
要培养更多人才，需要足够的场所进行
展示和开展活动。二是产品的创新更
迭困难，一款新香品的诞生，需要长达
数月至数年的研发和检验。

为了传承和保护像传统制香这样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巍山县
委、县政府坚持“政府主导、民众主体、
社会参与”的原则，秉承“保护优先，
整体保护、见人见物见生活”理念，对
非遗采取了内外扶持的保护模式。一
方面，积极申报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每
年定期补助保护经费，打造传习所进
行经费扶持；融合“非遗+旅游”“非
遗+民宿”模式，提供沉浸式体验，丰
富旅游模式的同时开拓客源，带动经
济发展。另一方面，组织非遗传承
人外出培训，通过电商经营、视频制
作培训，授之以渔，让商家借新媒体

“东风”让非遗产品“飞入百姓家”。在
巍山县相关部门领导和老师的指导、
关心帮助下，2020 年我成为了巍山
县第四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巍山县手工香制作技艺）代
表性传承人，让我有了更多的自信和
底气。

对于今后的发展计划，我将定期组
织非遗展览和交流活动，提高公众对
非遗的认识和兴趣；与教育机构合作，
开发非遗相关的教材和课程，培养专
业的制香人才；与政府部门沟通，争取
更多支持非遗项目的政策和资金；利
用媒体和网络平台，宣传香道文化，扩
大其影响力。增强专业能力，不断学习
新知识，走出去、学进来，向北上广深地
区制香老师学习，提升自己在专业领
域的能力和水平，拓宽自己的视野和
思路。

主持人：据了解，你为弘扬非遗文
化参加了一些公益活动，能跟我们介绍
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杨汝炫：我在大理州群艺馆、大理
大学 附 属 医 院 、大 理 州 移 动 公 司 、
巍山县移动公司、大理市供电局、大理
市下关鸳浦社区都开展了非遗课堂，
8 月份赴北京开展了我们在北京的第
一堂传统制香课程。并且我们会在
每年的端午节与图书馆或者学校社
区合作，开展非遗制香囊的公益课
程，让我们的非遗技艺与传统节日紧
密结合起来，加强大家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视。为了促进非遗技艺
的传承和发展，我每年都坚持赴各地
讲授香道公益课，让更多的人感受香
道文化的同时，也将这份技艺更好地
传承下去。

主持人：杨委员，请就如何当好一
名政协委员谈谈您的看法和打算。

杨汝炫：我有幸成为政协委员，这
不仅是对我过去工作的认可，更是对未
来责任的承诺。作为一名长期从事传
统制香技艺研究和传承的手艺人，我深
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它不仅仅
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
一种民族的记忆。我将继续深入研究
和传承这一古老技艺，作为政协委员，
将用好这个平台，积极为非遗文化的保
护和发展发声。

政协巍山县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杨汝炫——

传播手工制香技艺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杨汝炫正在制香。（资料照片）

群众在祥云县中医医院举办的“中医文化节暨首届膏方节”活动中，品尝中药药
膳，体验中医文化。（摄于2024年12月27日）

当天，祥云县中医医院推出数款中药膏方、中药药膳及针刺、推拿、灸法、刮痧、
足浴、穴位贴敷、中药热敷等有限名额免费体验活动，为群众带来全新的健康体验。

［通讯员 李树华 摄］

2024年12月21日，宾川县金牛镇柳家湾华侨社区金侨文艺队为观众表演印尼
舞蹈《侨乡风情》。

2024年12月21日至2025年1月7日，为期18天的“纯境宾川·魅力侨乡”2024第
二届侨乡文化旅游活动在宾川生活广场举行，开幕式迎宾晚会、现代流行音乐、民族
风格歌舞和基层文艺队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等18场专场文艺演出，每晚7点依次登
场。活动的开展搭建了一个展现侨乡文化的大舞台，让侨乡居民和游客沉浸式感受
侨乡文化的独特魅力。 ［通讯员 沈洪斌 彭启慧 摄影报道］

弥渡县牛街完小五年级学生正在练习软笔书法。（摄于2024年12月25日）
近年来，弥渡县各学校党组织充分利用“墨韵智能书法”“佰纳阳云课堂”“法治

小课堂”等线上教学软件，积极探索“五育并举”的办学特色，拓展学生实践能力和兴
趣爱好，使学生的个性特长得到充分的发展。 ［通讯员 张智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