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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项凝聚了民间智慧的传统技艺，滩头古法手工抄纸在传承地域文化、寄托民族情愫等诸多方面，具有工业造
纸所不可替代之处。在手工技艺日渐式微的时代背景下，应把生产性保护与“活态”传承结合起来，传承与创新并举，通过发

展来促进保护，实现滩头手工抄纸文化与经济价值的提升，使这一传统技艺在新的时代得到真正的保护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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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隆回滩头镇，地处湖南省隆回县东南部，
民风古朴淳厚，习俗独特，被誉为“中国民间美术一

绝”的滩头年画即出自这里。２００６年被列为首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滩头年画因其极

高的人文和艺术价值备受关注，相比之下，滩头年

画的原质纸———滩头土纸却鲜为人知。２０１４年，国
务院宣布第四批非物质遗产目录，湖南省隆回县滩

头手工抄纸技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并逐渐得到学界关注。笔者通过对滩

头古镇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多月的生态调研，对滩

头手工抄纸的现状及传承、保护与发展也有了更深

入的认知和思考。

　　一　滩头手工抄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

（一）古法造纸技术的实物遗存

中国文化对推动人类文明进程作出最大贡献

的是古代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滩头古纸文化已

有１３００多年历史，一直沿用以蔡伦造纸术为代表
的古老手工抄纸技艺。在明代宋应星所著《天工开

物》的第十三卷《杀青》篇中，就专门介绍了竹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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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还专门配有插图，内容包括备料：“斩竹

漂塘”；蒸煮：“煮蟈足火”；捞纸：“荡料入帘”；压

榨：“覆帘压纸”；干燥：“透火焙干”；等等。滩头手

工抄纸在一般造纸工艺“斩竹、漂塘、煮蟈、足火、舂

臼、荡料、入帘、覆帘、压纸、透火、焙干”这一生产过

程的基础上，对“煮蟈、足火、舂臼”三个流程加以改

进，形成了其独特的手工抄纸工艺。滩头手工抄纸

技艺以当地的楠竹为原料，经过泡料、踩料、煮料、

洗料、晒白、打料、捞纸、榨干、焙纸等１０多道工序，
将其变成抄纸，这种手工抄纸又称“土纸”。现在，

我国很多地方依然保留着不少古法造纸工艺及其

遗址。滩头古法造纸工艺的独特性在于：以当地丰

富的天然水、石灰石以及特有的楠竹等资源为基

础，沿用传统的手工技艺持续生产，世代相袭。

滩头镇地处衡邵盆地向雪峰山脉过渡地带，地

势北高南低，属典型的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气

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集中，水力资源丰富。雪峰

山脉生长着大量的楠竹，可再生的造纸原材料非常

充裕。每年农历的小满节气过后不久，纸农就砍下

山上的楠竹，剥去竹皮，用经过过滤后的山泉水对

之进行清洗，以最大程度地除去杂质和污秽，保证

纸质的纯正。清洗过后的竹子被裁成五尺长、二指

宽的竹条，放进石灰水里浸泡约一个半月左右。泡

过后的竹条会软化、糜软；再将制成的熟料倒进拌

料的水池里，在粗糙多棱的竹床里，纸农用脚借助

工具将竹料踩烂成浆；然后放入抄纸用的长方形槽

桶中打浑加滑 （滑：一种用树叶浸泡而成的带黏性

的水汁，用以防止纸张之间的粘连）；再沿袭蔡伦的

古老造纸工艺，用帘架托住一张编制精细且刷过土

漆的竹帘，在槽桶的竹浆水里用巧劲抄几下，提上

来就是一张湿淋淋的竹料土纸。如此这般反复，便

在槽桶旁的架板上积成了厚厚的一大叠湿纸；再用

粗木的“木榨”将水压干，转送到焙房。烘焙房一年

四季靠木材烧热墙壁，由专业烘纸的师傅手工一张

张掀起来贴到焙房墙上烘干，撕下来便成了纸。［１］

因滩头手工抄纸整个工艺流程古老、原始而奇妙，

原料的加工过程多采用人力搅拌、木材生火慢烧、

自然发酵、浸泡等原始方式，所以其被称作“中国造

纸术的活化石”。

（二）承载丰富多彩的生产生活文化内容

以传统手工造纸技艺为核心的滩头手工抄纸，

涉及了两个层次的文化内容：一是其真实地与身边

生活有关的日常事物如古民居构造、建构模式、桥体

设计、庭院走廊、各种各样的生产道具、生产必须的

设施以及水系、周边环境等联系在一起；二是其与生

产有很大关联的精神层面的内容如民风民俗、经济

架构、家族模式等联系在一起。［２］农忙种田，农闲造

纸，滩头手工抄纸工艺在隋朝就已经相当成熟，清

代、民国为鼎盛时期。当时，在滩头古镇及周边几十

个村庄，拥有作坊１１００多家，熟练工人２０００多名，
除主要生产土纸外，还生产色纸、皮纸、香粉纸、宣

纸、炮帘纸等多个品类的其它纸品，年产各种纸品几

十万担，产品远销云南、贵州、潭州、汉口、上海、香港

甚至东南亚。外地商人热衷经销滩头的纸业，曾在

此办了几十个纸庄，当时这里村村有槽坊，处处闻纸

香，被誉为“南方纸都”。一个曾被山外人视为穷山

恶水的隆回山区，却被滩头人经营成了能够丰衣足

食的温饱家园。总之，滩头手工抄纸技艺作为古代

造纸艺术的延续，不但体现出当时农耕文明的面貌，

还反映出当地的民间文化精神，折射出时代文明和

社会生活生产方式的变迁。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呈现

在传承文化遗产、表达地域文化等诸多方面，

传统手工纸及传统造纸技艺有其不可替代之处。

在具备经济价值的同时，它还具有科技价值、艺术

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等多重价值。传统造纸

技术作为文化传承的优秀物质载体，是中华文明的

宝贵遗产，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一方面，

滩头手工抄纸技艺蕴涵着劳动生活制度和行为规

范的内涵，生产滩头手工抄纸本身是当地人生活中

不可分离的一个部分；另一方面，体现在手工技艺

文化当中的价值观念构成了隆回滩头的地域性文

化灵魂。地域传统文化是一个因相似文化特征而

生成的文化类型，其本身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每

一种手工技艺因其自身的独特价值，使从业者具有

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它不但和手工艺人的生活

选择、价值观念、文化导向、社会理想有很大的关

系，还跟其所在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息息相关。

随着历史不断演进，这种技艺文化得到了传承，从

而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总之，手

工技艺中的文化蕴含，可以增强当地人的文化认同

感，并可通过传承，达到一种以技入道的价值升华。

　　二　滩头手工抄纸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的有
效途径

　　我国古代造纸技术是经过上千年的反复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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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实践、不断创新而最终成熟的一门手工技艺，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其作为一种曾经

代表人类文化遗产精神高度的活态文化的社会存

在基础日渐薄弱，我国的古代造纸技术面临消亡的

危险。保护和传承以传统手工技艺为代表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其对于促

进人类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以及促进人类社

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生产性保护与“活态”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原则是不破坏

原来的生产规则和运行模式，在不改变原有模式的

情况下，将古代的工艺传导到现代社会生活和行业

中去，通过社会生产加以更好地保护。［３］目前，隆回

县拥有滩头木版年画、花瑶挑花、花瑶呜哇山歌、滩

头手工抄纸等四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要

把开展非遗生产性保护与发展区域特色经济结合

起来，与农民脱贫致富结合起来，逐步探索出可行

的发展模式，从而实现文化保护事业和文化特色产

业同步发展，促进非遗保护和传承的良性循环。通

过非遗生产性保护，让滩头手工抄纸等优秀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在生产中实现传承。这样，非遗保护才

能逐步从“捉襟见肘”走向“自我造血”。在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进行生产性保护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审

慎处理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的关系，要从“人”的角

度出发，让古代传统的技艺在现代得到更好的传

承；同时要坚持保护传统工艺流程的整体性和核心

技艺的真实性原则，坚持保护优先、开发服从保护

原则，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的有机统一。滩头手工抄纸技艺生产性保护

工作的开展，首先是要鼓励和支持代表性传承人积

极生产，政府要努力为这些传承人提供生产、传授

知识以及与消费者互动的机会，让他们充分发挥出

自己的角色作用。其次，要支持和鼓励传承人利用

新科技让产品的品质更佳。同时，要为传承人搭建

展示自己的舞台，让他们可以自由地出售自己的产

品；要利用好相关的节日和文化活动，宣传保护非

遗的重要性。

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一些措施的实施，有效地

推动滩头手工抄纸的“活态”传承。首先，要结合非

遗的保护要求，给滩头手工抄纸工艺传承予以政策

和资金上的支持；其次，应该将手工纸的代表性生

产基地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而加以保护。值得一提

的是，就在今年，由湖南省隆回县人民政府牵头，隆

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开启了原产地建设

和保护工作。

同时，我们还可借鉴日本制浆造纸技术协会从

２０００年开始推动的“产业遗产保存”项目，以数据
库的方式，按照年代顺序整理造纸产业技术的历史

发展。［４］项目建设时，选择每一个时期造纸术中的

关键技术，保存在数据库中，并不断扩充这些内容，

让数据库升级和完善。产业遗产数据保存的目标

是为了保存一个相对完整的资料，让后人可以更好

地加以利用和研究。

（二）以创新带动发展，以发展促进保护

１．传承与创新并举，做好品类研发
滩头造纸民俗文化源远流长，滩头年画、香粉

纸、色纸一直被誉为“滩头三绝”，其构成独特的隆

回纸文化。经过几代传承人的不懈努力，滩头造纸

的产品研发取得了不小的突破。

滩头年画，从手工造纸到年画成品都在一个地

方完成，这在全国年画制作中极为鲜见。滩头年画

必须选用滩头本地一种全国少有的岩浆泥巴锤炼而

成的岩浆泥水，刷在滩头土纸上，方能制成印刷年画

用的粉白纸。这种纸质厚、韧性强，呈奶黄色，特别

受色，并能使着色的色彩润泽、鲜艳、厚重。正是这

种特殊的滩头土纸为滩头年画平添出独特的风格和

意境。滩头香粉纸，早在两百多年前就投入使用，那

时候是清代的贡品，和谢馥春、孔凤春一并被列为国

民优质品牌，口碑甚好。滩头香粉纸也是用滩头土

纸加工成的独门产品，全国目前只有隆回滩头镇可

以生产。滩头香粉纸的特殊性体现在它的粉上面，

它的粉是利用当地特有的石浆泥制成的，这种泥在

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含有特殊的矿物质。用滩头土

纸与含有３０多种微量元素的白泥粉精制而成的香
粉纸香气扑鼻，不仅可以去除油腻、提神醒脑，还有

保护皮肤等保健功效。这种产品对那些爱美人士无

疑有很强的吸引力，值得大力生产和推广。

在延续传统产品生产工艺的基础上，如何开拓

传统手工造纸技艺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滩头

手工造纸人还需不断地探索，要通过发掘手工纸的

新用途，来顺应市场和消费需求的发展变化。我们

实地考察中看到滩头手工古油纸，是滩头古法抄纸

的传承人李志军在国家知识产权出版社指导、雨山

铺镇中学与桃花坪中学科技创新组协助下，研发生

产的一种独特的滩头手工古油纸。古油纸在滩头古

纸的基础上，加入了某种食用油或非食用油，以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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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医疗消毒药品，历经十几道工序创造出来的。这

种纸张晶莹剔透、光滑透明，薄如蝉翼且不溶于水，

具有防虫、防潮、不褪色、韧性强的特点。添加食用

油的，可以包装高档茶叶等副食品；添加非食用油

的，目前主要是专供故宫博物院等文物部门包装古

文物之用。目前其年产量已达１００００张以上，价值
为手工古纸的６～８倍。近几年，传承人李志军还以
滩头楠竹为主要原料，以隆回县北面高寒山区的一

种材料为辅助原料，制作出了一种专用于书画艺术

的新型纸。这种纸具有宣纸和滩头手工纸的共同优

点，可以满足书画艺术爱好者的不同创作要求。

保护的目的在于传承，创新的目的在于发展。

滩头手工造纸人应顺应时代需求，在创新发展方面

动脑筋想办法，继续通过适度的工艺改进，拓展手

工抄纸的应用领域。例如，尝试生产一些日用高档

纸品类作为高档包装用纸，或者开发古籍古画的修

复用纸，等等。

２．培育市场意识，在生产实践中求创新、图
发展

有了产品还不够，还要重视和做好市场推广，

两者缺一不可，才能做大产业。贴近民众生活，拥

有具体的生产内容，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

手工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所以，

对它们最佳的保护形式是抓住其中的精髓，发挥其

功效，让其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使其在日常生活

的使用中得到长久传承。生产性保护的目的就是

通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产品并为

人们所享用，从而实现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生

产技艺的目的。如果传统技艺只是用于展演、展

示，而不是以日常生活的实际应用为目的进行生

产，这种技艺是无法长期存续的。如何改变观念，

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适销对路的产品，是大多数

非遗传承人或从业者必须正视的问题，因此，非遗

传承人和从业者要首先树立清晰的市场意识，［５］这

样才能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

３．强化品牌意识，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双赢

品牌作为无形资产和重要的战略资源，在文化

竞争力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手工造纸技艺是

一个技术系统和文化生态系统共存的复杂体系。

这种复杂的系统植根于文化价值观，如果要保证它

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把它所蕴涵的多元价值考虑

在内。［６］因此，在滩头手工抄纸的传承、发展过程中

要注重品牌化运营，在生产性保护实践中导入品牌

经营理念，实施品牌化运营策略。这样做不仅能够

促进手工抄纸的形式、内容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

品，避免“后继无人”的惨淡状况，而且有利于防止

被利益驱使而导致对它进行盲目的过度开发，从而

推动发展保护和产业开发双轮驱动，实现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总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滩头手工抄纸传

承保护与创新发展的关注和研究，一方面有利于保

护滩头古法造纸工艺，实现滩头手工抄纸文化与经

济价值的提升，对挖掘与弘扬地域传统文化有着重

要的促进意义；另一方面，能够提高人们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激励人们加入到保护非遗的

行列中去，进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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