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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宣纸传统制作技艺是我国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技艺的传统包括历史悠久、技艺精湛、世代相传、

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享有盛誉六大要素；包括采用青檀皮和沙田长秆稻草为主要原料和配料、以带徒传艺的方式进

行技艺传递、手工制作、原料加工充分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长期形成的地方人文环境和高度认同、高度协

作、“求正容变”等七大特征。研究宣纸传统制作 技 艺 之“传 统”涉 及 到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和 传 承 以 及 具 体 组 织 实

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研究宣纸一切问题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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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宣纸是我国特有的也是最著名的传统手工制作

纸张，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杰出代表。宣纸制作技

艺于２００６年１０月 被 国 家 列 为 首 批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经过招标和评审，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将《中国宣纸传统制

作技艺抢救性挖掘整理研究》列为重大招标项目，可
见，宣纸在国家和世界的文化历史地位。为了做好

研究，项目组成员对宣纸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

了反复深入的探讨，尤其究竟何谓宣纸传统制作技

艺中的“传统”是首先要讨论清楚的问题，这是项目

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规范性要求。如果这个问题

不解决，关于宣纸的任何研究将会陷入思维混乱和

杂乱无章，亦可能会将项目研究降低成一个宣纸土

法造纸的总结，因而也就谈不上为宣纸传统制作技

艺的传承和保护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指导。当然，这

也是一个理论难点，因为对于究竟什么是“传统”，什
么是“宣纸的传统”的认识仍然存在分歧，学术界的

认识并非完全一致。笔者这里不探讨“传统”一般性

概念，而主要限于对宣纸传统制作技艺之“传统”的

分析。

１　宣纸传统制作技艺之“传统”要素

宣纸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历史悠久、
技艺精湛、世代相传、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享有盛誉

六大要素。〔１〕

（１）历史悠久。宣纸的传统制作技艺包括了从

创制 至 目 前 的 技 艺，至 今 已 有７００多 年 的 历 史 了。
“宣纸”一词，始于唐代。〔２〕但其时并非真宣，而是以

古宣州地区为中心的数县范围的所生产的优质纸的

总称，而狭义上的宣纸是特指泾县地区以青檀皮和

长秆沙田稻草为主要原料和配料的。它产于安徽泾

县，始于元明之际，成熟于明代中期，光大于清中期

及其以后。〔３〕其次，真正的宣纸是以青檀皮为主要原

料和长秆沙田稻草为主要配料按不同比例搭配而制

成的手工高级纸张，特定的水质、地理环境、纸药、手
工技艺等制作宣纸不可或缺的条件。其他类似的纸

张如桑皮纸等，尽管其制作过程也与宣纸十分相似，
但由于原料等的不同，都难以与宣纸所特有的艺术

魅力相匹敌。再次，小岭曹氏是宣纸的发明者，曹姓

人的一支因战乱等原因于宋末元初辗转迁徙，最后

选择定居于小岭，他们在总结前人造弤经验的基础

上创制出了宣纸，将我国古代手工造纸技术提高到

一个新的水平。
宣纸出现后经历了明、清、民和新中国以来四个

历史时期的发展。在整体趋向发展的过程中，宣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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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历了繁荣衰落的起起落落，呈波浪式前进、螺旋

式上升的态势，历史上出现过几个辉煌时期：明代中

期；清乾隆时期、道光前期、光绪时期；民国初年至二

十六年；新 中 国 后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直 至 目 前 的 时 期。
宣纸业是一个文化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大体与当

时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上升呈一条平行线。
（２）技 艺 精 湛。宣 纸 制 作 技 艺，按 照 一 般 的 说

法，皮料加工有７２道，草料加工有３６道，实际上，这
也是一种狭隘的说法，〔４〕需要我们去进一步鉴别和

总结。但即便如此，也已经能够充分证明宣纸制作

的难度和技艺的精湛了。
（３）世代相传。根据《小岭曹氏宗谱》等文献记

载，宣纸一整套技艺形成后，一直在泾县小岭曹氏族

人中传承着，小岭曹氏后人直至今天，仍然是泾县宣

纸行业的主力军。历史上，小岭曹氏为了世守其密，
形成了传儿不传女，传媳不传甥的习俗。这一习俗

到我国改革开放后才最终被打破。在改革开放的条

件下，宣纸技艺的传承主要还是带徒传承的做法。
（４）民族风格。中国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的国

粹，是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郭沫若生前曾这样赞

颂过宣纸：“宣纸是中国人民的艺术创造，中国的书

法和绘画离了它便无从表达艺术的妙味。”〔５〕用青檀

皮和沙田长秆稻草生产出来的宣纸，是适应自唐代

开始经元、宋到明代为全盛时期的写意画的需要而

不断改进造纸技术而创制的，长期以来，宣纸作为中

国文化的精粹受到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喜爱，充

分展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
（５）地方特色。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宣

纸产在泾县，但是全人类的。宣纸生产是采用独特

的原料和配料，在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特别的人文条

件下，用独特的制作技艺生产出来的纸张。只有泾

县才同时具备这么多项条件，他处生产的手工纸张

无法达到宣纸的水平，缺任何一项条件都不可能造

出和宣纸同样质地的纸张。这种独一无二性使得宣

纸自产生后就有了无穷的魅力，直至今天，凡到过泾

县宣纸产区参观考察过的人们都莫不对此感到无比

神奇。
（６）享有 盛 誉。１９１５年，宣 纸 获 得 巴 拿 马 国 际

博览 会 金 奖。新 中 国 成 立 后，宣 纸 分 别 于１９７９、

１９８４、１９８９年三次获得国家优质 产 品 金 奖；２００６年

先后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２００８年北京

奥运会开幕式宣纸传统制作技艺被作为开场表演节

目；２００９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 名 录；２０１０年 上 海 世 博 会 上，又 被 选

为国家礼品以赠送各国友人。泾县宣纸厂是党和国

家领导人视察、考察最多的厂家之一，也是文化艺术

界名家到过最多的厂家之一。宣纸不仅在东南亚国

家被作为书画载体，同时被联合国和许多国家作为

文化经典载体，在世界上极享盛誉。

２　宣纸传统制作技艺之传统特征

查权威工具书２００９年版《辞海》，其上云：“传

统：历代延传下来的思想、文化、道德、风俗、艺术、制
度以及行为方式等。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无形的影

响和控制作用。传统是历史发展继承性的表现，在

有阶级的社会里，传统具有阶级性和民族性。积极

的传统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保守和落后的传统

对社会的进步和变革起阻碍作用。”〔６〕这个定义对我

们研究问题有指导性。这里所谓“传统”特征，是指

“积极的传统”的特征，因为“保守和落后的传统”会

不断遭到筛汰而不会成为持久关注的方面。宣纸传

统制作技艺之“传统”特征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１）采用青檀皮和沙田长秆稻草作为主要原料

和配料。从原料来说，必须是青檀皮和长秆沙田稻

草作为原料和配料。青檀皮以２—３年枝树皮为最

佳，其余年份树枝皮次之；配料稻草以长秆沙田稻草

为最佳，以泾县安吴、丁桥、黄田、旌德县三溪一带的

长秆沙田稻草为最佳，一般沙田稻草次之，其他稻田

稻草又次之。
宣纸素有一般手工纸所不具有的耐久性、润墨

性、质地稳定性、抗虫性等优良特性，其根本原因就

在于以青檀皮和长秆沙田稻草为主要原料和配料。
“宣纸制造，首在用料。”〔７〕这个观点的提出，对 于 我

们研究宣纸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也已经形

成造纸学术界和普通民众的共识。任何非青檀皮和

长秆沙田稻草生产的纸张只能是别种名称的纸张，
而非宣纸。

（２）以带徒传艺的方式进行技艺传递。带徒传

艺是宣 纸 技 艺 作 为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传 承 的 关 键。
“带徒传艺活动，作为一种千百年来沿袭下来的民间

艺术传承机制，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技能技巧的传习

方式和民间知识的传授方法，而是悠久的农耕文明

时代民间文化特有的传承法则。手工业生产方式决

定了手工艺的口传心授习惯，甚至在一些民族地区

还沿袭着不少的口传心授的规矩或依靠学徒自身的

灵性、悟性‘偷艺’的习俗。在许多祖传家传绝艺的

传承机制里甚至还有许多更为独特的习俗惯制。”〔８〕

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民俗问题专家乌丙安教

授的一针见血的论断。宣纸技艺之所以自创始传承

到今天，就是坚持了带徒传艺的传统。宣纸原产地

有关方面的实践也证实了乌教授见解的深邃：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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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为解决宣纸传统技艺后继乏人的问题曾举办过

两期共１１０人的宣纸技工培训班，采用集体授课方

式培训学员，并以文件形式明确这些学员毕业后直

接安排工作，但几年后，这些学员先后脱岗，目前只

有３人留在管理岗位。这进一步说明，要解决宣纸

技艺传承人的问题，劳动强度和待遇问题确实是重

要的方面，但仅从劳动强度的减轻和提高待遇方面

解决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涉及到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机制是否科学的问题。因为从原产地的实

践留给我们的思考是：宣纸行业带徒传艺的生命力

仍然顽强。
（３）以手工制作为主。宣纸生产技艺尽管传承

到目前，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在一些枝节的生产

环节上也采用了技术上的改进以提高生产效率，但

主要生产环节仍然是手工的，也正因为采用了传统

手工制作技艺，才保持了宣纸的品质，才在一代又一

代消费者那里赢得了信誉。目前，宣纸制作在不损

害植物纤维的前提下，采用了一些现代加工办法，如
舂料、运输、某些原料的沤制环节、成品包装等，但绝

大部分的主要生产环节仍然是手工。如宣纸剪刀是

一种特制的剪刀，是宣纸原产地附近后山张氏历代

为小 岭 曹 氏 专 门 制 作 的，其 工 序 一 般 被 解 析 为２５
道，每一道都是精细的手工活；如宣纸帘，也是纸帘

工采用当地和外地的长杆苦竹加工而成的，制宣纸

帘也是几十道程序，每一道都是手工，几乎无法进行

机械加工，更无法进行现代化生产；如宣纸原料加工

到成纸生产再到检纸，都是手工制作。这些手工劳

动，使得宣纸制作呈现技艺特点，每个人的制作熟练

程度不同，各自对宣纸制作工序的理解不同，都会产

生不同直接效果，如纸张成品率、纸帘匀整度等，都

会因为技艺的熟练程度不同而有高下。
手工劳动十分辛苦，晒纸工人即使在夏天也要

在４０摄氏多度的焙房内晒纸，非常人所能忍受；捞

纸工人在零下的温度里也要在刺骨的水槽里捞纸，
更不用说他们成年要在带有纸药药料的纸浆水里劳

动，一双劳动的手，常年除了长满的老茧外，还有纸

药的侵害；原料工人要在炎热的夏天将皮草挑到山

上摊晒，等等。这些艰辛的手工劳动是为了获得优

质植物纤维和优质纸张，也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发

明的艺术创造，虽然现在我们看起来这样的手工劳

动已经不合时宜，而惟其如此，才能确保宣纸“千年

寿纸”的质量。宣纸制作的传统包括自古至今的技

术革新，也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截止目前的技术革

新的成功方面。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已经不

能说宣统技艺就全部是手工的，但手工制作还是基

本的。

（４）原料加工过程中充分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

地理条件。原产地具有得天独厚的生产环境，这正

是宣纸产在泾县而不产在其它地方的原因，这也是

一种传统。泾县境地处北纬３０°２１′至３０°５０′，东 经

１１７°５７′至１１８°４１′之 间。根 据 气 候 指 标 分 类，这 里

属于北亚热带、副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年平均气温

１５．６度，无 霜 期２３９—２４０天；雨 量 充 沛，年 平 均 降

水量为１５００毫米左右；光照资源丰富，日照时数年

平均为２１１４．８小 时；四 季 分 明，冬 夏 季 长，春 秋 季

短；每年在６月上旬（芒种）进入时而细丝飘洒，时而

瓢泼倾盆，常常晴雨相间的梅雨季节。这些条件都

十分有利于宣纸原料制作，如草料和皮料要到山场

上摊晒，使其在自然的条件下经过日晒雨淋，日晒是

为了使植物纤维松散舒展，雨淋是为了让雨水带走

植物纤维中的有害物质。〔９〕

造纸对水的需求量很大，通常１刀纸（以四尺净

皮１００张为例）需要３吨水，而泾县山场植被丰满，
水分涵养充分，即使在炎热夏季少雨季节，山泉水也

永远不会枯 竭，造 纸 用 水 一 年 四 季 都 会 满 足 需 要。
而且这些山 泉 水 酸 碱 度（ＰＨ 值）较 为 适 中，有 利 于

造纸使用。
泾县有种植长秆稻草的沙田，境内的青弋江两

岸及其支流 徽 水、合 溪、漕 溪 和 孤 峰 河 的 中 下 游 地

区，一般宽１公里，黄村、安吴一带平原宽５公里左

右，形成河谷平原，地貌包括河漫滩和河流低阶地，
组成物下部为砾石层，上部为亚砂土、亚粘土，从上

向下，比降呈逐渐递减趋势，一般中游为１／４０，下游

为１／５０—１／１００之间；分布在 琴 溪 以 下 与 南 陵 县 毗

连处，这里青 弋 江 已 经 流 出 丘 陵、山 地，比 降１／２００
左右，海拔２０—３０米，比 高１—２米，组 成 物 质 以 亚

砂土、亚粘土为主，与南陵县连成一片。此外，在旌

德县、太平县、石台县一带也都有亚砂土、亚粘土为

主的沙田。这些沙田，宜于种植长秆沙田稻草。
泾县宣纸原产地的小岭、乌溪、漕溪等 地，有 许

多优质的摊晒宣纸原材料的山场，这些山场是用石

子和细沙相间礡砌的。礡砌晒料的山场有一些必须

具备的条件：山场必须建在具有一定坡度的山上，山
势太陡，摊晒的原料容易被瞬时大雨形成的水流冲

走，也容易被大风刮飞。坡度太缓，又不利于瞬时大

雨的排沥。泾县多风化细沙石，宣纸原料摊晒在这

些细沙石上，透气、沥水，又便于翻晒，能够使植物纤

维得到最好的舒展，待之雨天，舒展开的纤维又得雨

水浸润洗涤，带走其中的有害物质，使人们得到最精

到的造纸纤维。
（５）长期形成的地方人文环境和全社会高度认

同。宣纸产在特定的社区，尽管别的地方今后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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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模仿生产，那也不可能再生

出宣纸，因为宣纸除了原料和配料外，还有长期以来

的制作技艺因素和环境条件，如制作人员只可意会

难以言传的特殊制作技艺，还有特殊的造纸所需的

水质条件，长时间段的原料特殊加工条件，还有长期

在人们心中积淀下来的文化心理认同等。任何有意

无意的违背都会产生消极因素。犹如茅台酒一样，
离开茅台镇一带，生产出来的茅台酒或多或少就发

生变异，主要原因是环境条件使然；又如在青岛以外

生产的“青岛牌”啤酒，内行的饮者一喝便知晓其中

的差异，这也是环境条件使然。
（６）各工序间的高度协作。宣纸传统制作整个

过程，如果按类别分有：原配料种植；原配料加工；成
纸制作；药料制作；纸帘制作；宣纸加工；包装销售。
在旧时和当下，少数实力较强的宣纸厂家可以实现

一条龙内部协作；多数实力较弱的则实行外部合作。
内部合作则是在“管棚”〔１０〕的总管下统一号令，内部

各道工序的 劳 作 人 员 按 部 就 班，各 司 其 职，井 井 有

条。外部协作就是原料户、造纸户、纸帘户、宣纸加

工户、营销户等之间的协作。一般来说，内部协作要

稍易一些，外部协作主要凭信用关系。内部协作中

如出现问题，建 国 前 通 常 由“管 棚”处 理，建 国 后 到

１９７０年代前 通 常 由 厂 长 处 理。旧 时“管 棚”可 以 通

过成品纸张看出各道工序中人员的工作状况、劳动

态度，甚至当 日 水 质 如 何 等 情 况，然 后 迅 速 做 出 处

置。外部协作主要则是根据信誉度建立长期稳固的

衔接供货关系，形成行业默契。
（７）技艺演进中的“求正容变”〔１１〕。宣纸传统制

作技艺是经过一代又一代宣纸制作者们为了生存和

发展的需要以及当时市场的需求，根据现实可能的

条件所创造的、并不断改进的、不断享受其劳动成果

的、同时并 代 代 传 承 下 来 且 影 响 至 今 的 一 种 传 统。
这里的“正”，就是指代代相传下来一直被反复证明

是可靠的部分，是主体主线部分；这里的“变”，包含

了革新进步融进“正”的部分，也包括筛汰了的落后

部分。宣纸技艺中的一部分仍然被我们继承着，也

就是我们在宣纸生产厂家见到的从原料的采收和生

产宣纸的流程等等，这些直到现在仍然活在我们的

行动上；一部分在宣纸工艺流传变迁过程中消失了，
有的正在消失，消失和正在消失中的有些部分被记

录在文献里；一部分作为精神文化的东西仍然活在

我们的心灵里或者作为习俗保留下来。课题组开展

的抢救性挖掘整理研究，就是要尽可能将这三个方

面记录整理出来，并对之进行研究，从中分析得出宣

纸这一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的认识。
宣纸技艺流传到今天的这种制作技艺传统存在

着不同性质、价值的情形：其主要的工艺部分我们要

大力继承、保护，使之在现代条件下得以发扬光大，
如钟敬文先生生前所分析的那样，“要认真保存和品

赏，研究它，使 它 发 挥 多 方 面 的 现 实 作 用。”〔１２〕宣 纸

的这一部分包括宣纸原料加工的为了保护植物纤维

的有效获取和确保质量的方面，包括宣纸的捞、晒、
检诸生产 环 节 等。第 二 部 分 是 我 们 要 在 改 造 中 继

承，如宣纸技艺中的涉及重体力劳动部分，如炎热的

夏天过去是完全依靠工人挑担上山，这在今天的情

况下，就显得不符合人权，不符合以人为本，完全可

以改造成为用传输系统输送上山的办法解决；又如

目前舂料过程中虽然已经主要采用电力舂料，但仍

然需要工人在石臼上翻料，其声音仍然震耳欲聋，严
重影响工人的听觉，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没有办法完

全解决。类似于这些传统制作技艺的方面都应当加

以改造继承。还有一部分传统技艺是应当摒弃的：
如在传统技艺传承的过程中，师傅为了自身的利益，
总是要将最诀窍的操作方法等“留一手”，不愿完全

传授给学徒，这种陋习在现在的情况下，严重影响到

技艺的有效传承；又如在原料加工过程中条件仍待

改善，工人仍在传统的粉尘弥漫的条件下操作，这也

是一种陋习在现代条件下的延续。在宣纸之乡，许

多年轻人不再愿意从事宣纸原料加工职业，与这方

面有极大关系。我们认为，截止到目前的宣纸传统

制作法，其主要的方面是优秀的，但在某些方面需要

改进或改变，这样才能顺应时代进步的潮流。以上

是我们对宣纸传统技艺本身的性质和价值所应采取

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是应取的科学态度。

３　结语

宣纸传统制作技艺是我国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研究宣纸制作技艺的“传统”涉及到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和传承以及具体组织实施的一系列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也是研究宣纸一切问题的逻辑起点，
其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助于我们巩固关于宣

纸的核心理念，这便是“宣纸是先以青檀皮为主要原

料，继又掺和长秆沙田稻草为主要配料，并在特殊的

自然环境条件下，用特殊的方式加工而成的主要供

书法、绘画等载体之用的特种手工精良纸张。”〔１３〕其

次，有助于我们分清宣纸制作技艺中“积极的传统”
和“保守和落后的传统”，促使我们从传承、保护、发

展的角度出发，追寻和保留宣纸制作技艺中的“积极

的传统”，一切以提升宣纸耐久性、润墨性、质地稳定

性、抗虫性为出发点，使这份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得

以更好地发扬光大，为人类的文化事业的繁荣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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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的贡献。再次，有助于我们增强时代感和责任

感，加强宣 纸 技 艺 的“历 史 记 忆”、“文 化 记 忆”的 追

寻，它包括在历史传承中形成优秀传统流传至今的、
已经随着历史的演进因多种原因而消失的、虽然已

为普通民众不知但存在于历史文献中的内容，这三

方面都要挖掘整理研究，撰写一部宣纸全史，给全人

类留下一份宝贵的历史文献。最后，有助于我们开

阔视野，避免将“中国宣纸传统制作技艺抢救性挖掘

整理研究”简单化为宣纸古法造纸的总结，在社会主

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传承与保护提供一个具有范式意义的先行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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