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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造纸术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宣纸制造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尤为重要&

+,,?

年宣

纸制造技艺以其复杂的制作工艺和独特的传承方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由此"宣纸制造技艺的价值和关注度也随之提高&本文通过简述宣纸制造的发展史*技艺特

点*制作过程"展示了宣纸的魅力&然而"随着现代书写工具的进步"宣纸行业的发展面临着众多危

机与挑战&文章强调了目前宣纸产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从宣纸制造技艺的遗传与发展的价值体

系思考出发"提出宣纸制造技艺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性与挑战性"对其遗传与发展问题提出策略性思

考与建议&

关键词!宣纸+造纸工艺+传承+四维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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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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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宣纸是传统手工造纸的杰出代表'它兼具纸质强韧(表面平滑(纯

正洁净(柔软(耐久等特征'在抗压(防腐(防虫(防霉等方面表现优越%自唐代!

#D

世纪初"'宣纸便广泛应用

于书法(绘画及印刷书籍%至今'宣纸仍未实现机械化生产%无论从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还是技术价值'其他

任何纸张均无法相提并论%

宣纸的生产包括
#,D

道工序'对于水质(原材料(工具以及生产技能均有严格要求%此工艺只通过口口

传授而代代相传'而宣纸的制作工艺在代际相传中得以不断提升(改良%与其他文化元素相结合'宣纸对中

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在促进中国的国家认同感及保持其文化多样性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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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纸传统手工制作工艺由口头传播代代相传'为其所在社区提供了认同感和持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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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助于提高宣纸制造技艺的知名度'使年轻人认识其重要性'并促进文化多

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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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描述了各方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作的努力'提出一个关于保障措施的明确的时间表和预算

分配方案'并展示了国家和地方政府以及有关社区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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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的有关从业者和居民在事先知情的情况下'积极参与了提名文件编写的各个阶段'并自由地表

达了他们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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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纸传统手工制作工艺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部管理的国家名单%

#

!

宣纸制造的发展史

宣纸作为文房四宝之首'其发明及发展具有
#C,,

多年的历史%宣纸原产于中国东部安徽的泾县'该地

区水质独特'气候温和'造就了宣纸制作工艺蓬勃发展天然条件%泾县宣纸诞生之后'其生产由于时代和社

会背景的不同'历经由少到多(盛衰交替的过程%

)宣纸*一词始见于唐代著名学者张彦远在公元
D#C

/

D"C

年!乾符年间"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一书的#论

画体工用榻写$一章节')好事者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00*'宣纸定名于此%而据#旧唐书
'

地

理志$记载&唐天宝二年!公元
"-!

年"已将宣纸作为贡品呈唐玄宗'只是未明确定名%

宋代'文化传播媒介迅速发展'宣纸需求大增'各产地供不应求%据#小岭曹氏族谱$序言记载'宋末元

初'曹姓人迁徙至泾县西乡小岭一带以制造宣纸为生%自此'泾县小岭曹氏一族蓬勃发展'并曾一度垄断宣

纸的生产经营%

元代建立后'南北统一'经济文化有所发展%时值倪(王(吴(黄等写意山水大家提倡泼墨技法'宣纸为此

画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而作为画家发挥的基本工具而被重视'加上宣纸制造技艺的日趋成熟'使宣纸生

产有了长足的进步%

明代'泾县宣纸步入重要发展阶段%工艺日趋成熟'品种花色日愈增多'尤以宣德年间!

#-+.

/

#-!C

"制

造的宣纸最佳%

清代'泾县宣纸生产发展迅速'县东漕溪有汪六吉等大户'生产规模渐起,县西小岭曹氏世家生产日益繁

荣%但咸丰年间'清军与太平军在泾县一带辗转征战
#,

余年'纸槽被毁'原料基地荒芜'直至同治后宣纸业

才得以复苏%

在
#D

世纪后期'泾县宣纸在国际展览中获奖并传入欧美各国!

#DD.

年宣纸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奖

章"'曾一度成为联系各民族友谊的文化纽带%当时'泾县宣纸在鼎盛时期'年产量近千吨%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积极扶持宣纸业的发展'在遍访宣纸世家之后'选定了古纸棚泾县城东乌溪建立了

建国后的第一家宣纸生产厂家'使宣纸业得到复苏和发展%厂家
#?..

年被命名为)安徽省泾县宣纸厂*!今

)中国宣纸集团公司*"注册了)红星牌*和)

"

*图文商标'此后一直是全国最大的宣纸厂'一度垄断了宣纸的

生产经营'曾保持了
!,

余年的独家经营史%

#?D"

年'国营(集体和联户等经营形式的宣纸厂已达
!,

家'年产

量超历史最高记录'并大量出口创汇%

$

!

宣纸制造技艺的特点

宣纸具有)韧而能润(光而不滑(洁白稠密(纹理纯净(搓折无损(润墨性强*等特点'并有独特的渗透(润

-.

重 庆 大 学 学 报
!!!!!!!!!!!!!!!!!!!

第
!"

卷



 http://qks.cqu.edu.cn

滑性能,写字则骨神兼备'作画则神采飞扬'成为最能体现中国艺术风格的书画纸%郭沫若曾题词&)宣纸是

中国劳动人民所发明的艺术创造'中国的书法和绘画离了它便无从表达艺术的妙味%*宣纸宜书宜画'防腐防

蛀'不易折损'有)纸寿千年*)纸中之王*的美称'除了题诗作画外'还是书写外交照会(保存高级档案和史料

的最佳用纸'我国流传至今的大量古籍珍本(名家书画墨迹'大都用宣纸保存'依然如初%

%

!

宣纸的制作过程

宣纸以青檀皮为主料'按比例配入沙田稻草浆'整个生产过程经过浸泡(灰掩(蒸煮(漂白(制浆(水捞(加

胶(贴洪等'由
#,,

多道工序组成%初期所用原料并无稻草'因在加工过程中发现稻草亦能成为洁白的纸浆'

方在宣纸主原料中加入稻草%至宋(元之后'原料中又添加楮(桑(竹(麻等%在制浆过程中加入杨桃藤!又名

猕猴桃"汁'可使纸浆更均匀'捞出的湿纸便于叠放'提高出纸率%捞纸是纸浆经抄造成为纸的极关键的工

序'纸帘是捞纸的重要工具'纸帘的选材及编制也直接影响宣纸的成品质量%

宣纸一般可分为原纸和加工纸%原纸是宣纸在经过最后一道)烘焙*的工艺之后'纸性!好坏及墨色效

果"已基本确定')后续没有再进行影响纸性*工序的成品纸,加工纸是在原纸的基础上对纸进行改变纸面性

质(外观视觉效果等工序'如印刷(过矾(打磨%宣纸的手工制作工序和纸质特点充分体现了传统技艺的繁

复(细腻(智慧和创造性'这些要素是机械化过程无法复制的%

&

!

遗传的困惑$$$生存$生产$生活的衍化

宣纸问世'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使传统书画艺术得以创新和发展'稀世古籍

善本得以传世再现'珍贵文档资料得以复原保存和流传%)轻似蝉翼白如雪'抖似细绸不闻声*用以描述宣纸

的轻(白(薄(柔%如此精良的纸张的制作技艺如何在快餐式的经济环境中得以传承(发展'是泾县(乃至中国

造纸行业(文化界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宣纸产业目前的生产规模仍然偏小'与其响彻国际的声誉相去甚远%而宣纸产业面临的几个问题'同时

也是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即人才(工艺(原料(市场(经济效益等%技艺传承则首当其冲'

宣纸制造技艺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属活体传承'生产方式相对落后(生产周期长(学习时间长(对学徒的理解和

领悟能力要求高(各工序技术人员收入偏低(现代择业环境多样化(市场非正当竞争等因素'造成了宣纸制造

技术和艺人的断层之忧%

针对上述问题'国家(地方均从多个层次(多个方向采取措施'试图振兴宣纸的行业发展%

在国家层面'已对宣纸进行了严格的)原产地保护*'把宣纸定义为)利用产自安徽泾县及周边地区的沙

田稻草和青檀皮'在泾县范围内'用泾县特有的山泉水以及传统工艺精制而成*%

在地方层面'泾县县委(县政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扶持和培养宣纸制作技艺传承人%当地学校也进行

了有益的尝试'通过开设关于制作宣纸的传统工艺课程'为当地建立多元化(开放式的地方传统文化及技艺

的教育和传承机制'增强地方文化的内在认同和传播效能%尽管学成从业的人员不多'但对宣纸制造技艺的

知识与技能认知及传播仍起到积极的作用%此外'

+,##

年
#+

月开工建设'位于安徽宣城泾县的中国宣纸博

物馆对促进宣纸产业发展'弘扬宣纸文化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过去'宣纸制造技艺的经济价值基本通过宣纸的市场价格体现'由于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使得真正

优质的宣纸的市场空间反而走向低迷%然而'随着经济及精神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源于对资源性产物的珍

视'逐渐衍生出了宣纸的收藏和投资%正宗厂家(品种优良(批量少(有主题的特种纸或者)陈纸*!业界默认

期限
C

年以上"均具有收藏及投资价值%由此'满足普通使用需求以及满足投资增值需求成为宣纸制造技艺

两种主要的价值流通方式%

由于宣纸制造技艺大部分是手工完成'并且只能通过学徒式的教授口口相传'这种传统技艺的繁荣再生

将是个漫长(曲折的过程%蜻蜓点水式的施与过程干扰'尽管能起到促进作用'但也可能治标不治本%建立

宣纸制造技艺系统化的自立(自生(自强是其得以自我存续并持续发展的关键%也只有促进其自身的良性发

展'才能真实地(可持续保护这种传统文化'更有效地传承千年纸韵%

'

!

新遗产要素

'"!

!

四维价值体系

在宣纸制造技艺的遗传与发展中'最显而易见(最直观的是其文化价值%这是由于宣纸作为这种传统技

艺的外化形式'担当了中国古代艺术与文化的传承载体%而这种载体本身的产生与生产却依赖于自然环境'

C.

+,#-

年增刊
#

!!!!!!!!!!!!!!

陈若薇,失传之危的系统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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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特定的水(气候与植物%为了生产出优质的宣纸'宣纸产地必须持续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以获取质量稳定

的原材料%尽管起初是被动式的环境保育'恰恰就是宣纸制造技艺传承的环境价值所在%只有生产出来质

量上乘的宣纸'并使之通过销售(收藏(投资等方式进入流通领域'方可实现传统技艺的经济价值'从原材料(

加工(成品(复加工(后期制作等经济链条的完整与延展'是确保宣纸制造技艺得以自然留存与发展的最重要

因素%受到教育传授与本地就业是宣纸制造技艺遗传与发展需要所衍生的社会价值'而上述价值要素的实

现'将极大增加当地居民的社会认同'从而再促进传统技艺的传播与发展%

宣纸制造技艺的传承与发展'体现了其环境(文化(经济(社会四维价值的相互促进'相互融合%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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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要素

从宣纸制造技艺的四维价值体统看'环境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实现是其传承与发展的关键因素以及重要

突破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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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要素$$$环境保育%确保原材料质优量足

可持续的地方生态环境是获取有效原材料的前提条件'也是宣纸制造技艺施展的起点%针对当地的气

候(植被(水质等条件的变化'制定适合地方环境的保护与培育的系统性措施与计划'并适当规划及建设人工

自然环境'能够有效促进所需环境的生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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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供需$$$绿色低碳%保护原材料生长环境

在宣纸制造所需原材料种植的广泛区域内'尽可能规划并使用清洁能源'通过优化区域内的能源供应及

使用结构'减少污染源的产生及持续%大环境得到保护'小生态的建立和运转才能可行并可持续%

'"&

!

产业集成$$$产业联动%建立健全宣纸产业链

以单一的宣纸成本生产为核心'向第一及第三产业两端进行延伸%逐步建立宣纸产业链'除宣纸制造技

艺纯手工制作部分意外'引入现代化的技术和手段'对产业链的其他环节进行系统性辅助'挖掘并培育产业

链中的各个盈利点%

'"'

!

发展机制$$$政策法规%培育健康的流通市场

政策扶持具有指导性'其作用是立竿见影的'其效用却难以持久%因此'在政策的有效时限内'相关法规

及标准的制定'对于宣纸交易市场化的健康发展尤为重要%市场价格能够反映价值'是这种传统技艺能够遗

传并发展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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