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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曹天生（１９５３－），男，安徽泾县人，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教授，中国文房四宝协会高级顾问。

中国宣纸研究百年

曹天生
（安徽财经大学 历史文化研究所，安徽 蚌埠２３３０３０）

［摘　要］宣纸是我国劳动人民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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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 下，对 中 国 宣 纸 传 统 制 作 技 艺 进 行 抢 救 性 挖 掘 整 理 研 究 刻 不 容 缓。中 国

宣纸研究有将近百年的学术历史，对宣纸近百年学术研究和宣纸革新研究的状况进行梳理，是为抢救性挖掘整理研究的首要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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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具有 千 年 历 史 的 宣 纸 制 作

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截止目前，这是安徽省也是中

国文房四宝行业惟一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鉴

于此，故以“宣纸研究百年”为题，勉成本文，对近百

年的宣纸研究情况进行梳理，以向专家学者特别是

宣纸之乡的读者请教。

一、宣纸学术研究

１９２３年以前有极少数关于宣纸的文字，仅限于

简单介绍，在保密情况下没有展开研究。

对宣纸产品应用与拓展的关注始于我国唐代，

如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集提到：“好事家宜

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１］２３此后直到新

中国建立以前，尽管都有一些研究成果散见于一些

典籍和报刊，但均一鳞半爪，缺乏系统，而且目标不

够明确。国 外 对 宣 纸 的 了 解 带 有 窃 取 经 济 情 报 性

质，较为典型的有：１８７８年，日本内阁印刷局造纸部

派遣槱原陈政到中国，回国后竟公开发表了《支那制

纸业》专文，其 中 重 点 谈 到 宣 纸；１８８３年，日 本 出 版

《清国制纸取 调 巡 回 日 记》上 谈 到 宣 纸；２０世 纪 初，

日本人内山弥左卫门撰《宣纸的制造》一文，刊登在

《日本工业化学杂志》第９编第９８号上。除了日本

国之外，其它宣纸研究微乎其微。

１．１９２３—１９４９新中国建国前的宣纸研究

严格意义上的宣纸研究，最早可追述到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具体为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４９年前，国内学者尤

其是造纸界对宣纸的研究。这一时期，研究人员只

有很少几人。研究程度处于初级阶段，内容要集中

在宣纸的历史和对宣纸业综合情况的调查研究上。

将这一时期的研究做一分类，有两个方面：

（１）宣纸的理论与历史研究方面。对宣纸业的

理论与历史研究的专门文章仅有１９２３年由泾县籍

著名学者胡朴安所著的《宣纸说》一文。该文是宣纸

研究方面的开山之作，它唤起我国学术界首先是造

纸界学人对宣纸研究的重视。该文依据史料就宣纸

发展的历史作了言简意赅的叙述，同时，也是特别重

要的一 点 是 他 在 文 中 提 出 了“纸 之 制 造，首 在 于

料”［２］的观点。这个观点的提出对纸史研究和纸张

研究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

（２）对宣纸业的调查方面。民国时期对宣纸业

的调查有两次。一是中国造纸研究所的调查。由于

以往对宣纸制作技艺坚守秘密，国内人士对其产地

和制造工艺等方面的情况不甚了了，即使是国内的

造纸界也知之不多。到２０世纪，由于洋纸的进入与

倾销，宣纸业受到洋纸低价倾销的排挤而走向衰落。

其衰落的主要原因是洋纸采用的是机器生产，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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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低；而宣纸却世守手工操作，因而价格高；由于

价格高，即便是宣纸是书画用高级纸，其许多用量也

被洋纸所替代。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研究改进宣纸

生产技术，当时的中国造纸研究所特派员赴泾县调

查了解宣纸产地和宣纸生产等一应情况。当然，研

究和改进由于当时社会制度的所限和后来局势的变

化而一度断绝。中国造纸研究所的宣纸业调查开展

于１９３６年。调查结束后，魏兆淇 于１９３６年 撰 写 发

表了《宣纸制造工业之调查》一文，张永惠于１９３７年

发表了《安徽宣纸工业之综述》一文。

魏兆淇的调查报告《宣纸制造工业之调查》分别

就“泾县宣纸原料及纸槽之分布情形”、“当地产纸情

况”、“纸厂设备情形”、“制造方法”、“宣纸之种类名

称”、“成本约计”、“纸张之运销情形”。在结论部分，

作者认为，宣纸“阿制造纸料时间过长，不合于工业

经济原则”，药品运用不甚得法，“蒸煮用开口锅，热

力损失太多，洗 料 及 天 然 漂 白 所 损 失 之 纤 维 甚 多。

材料不匀，因 旧 制 纸 无 筛 浆 设 备。”［３］４０－５２并 提 出 了

作者的改进意见。应当说，魏永淇的这份调查报告

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是研究我国初宣

纸业的重要参考资料。

张永惠 是 我 国 造 纸 界 著 名 的 造 纸 专 家。１９３６
年，他从德国留学归国，奉中国造纸研究所之命，特

往泾县调查生产情况，结束后，写了《安徽宣纸工业

之综述》专论，并于１９３７年发表。在该文中，作者谈

到，宣纸产地人对宣纸生产方法“绝对保守秘密。但

目下情势已变，加以洋纸及仿制之宣纸充塞市场，予

真正宣纸在产销方面，均受极大冲击。该业自知不

图改进，使成本减轻，产量增加，万难与洋纸及仿制

者竞争，而维持久远。故犹对调查人员特表好感，申

述营业之现状，愿将制法协同研究，俾得挽回既往之

损失。”指出当时小岭产纸有“双岭坑、方家门、许家

湾等十余坑，纸槽约有十七八家，共四十余单位槽。

产量约占全县的８０％。”指出了当时“槽户为免除纠

纷及销售竞争起见，于枫坑设立宣纸公会。凡槽户

出售产品，需该处集中，经检定价格后，始可运出。”

并介绍了当时经营者资本大小不一及其各自经营的

特点。文中就宣纸生产的原料檀皮、稻草，助料水、

粘液、石 灰、碱、漂 白 剂 等 就 了 解 的 情 况 作 了 介 绍。

该文还就宣纸的造料包括皮料制造程序、草料制造

程序，做料包括皮料制造法、草料制造法，精制包括

皮料精制、草料精制，制纸包括抄纸、榨纸、焙纸、检

纸等程序和制法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由于张永惠

是造纸专家，又是留洋归国人士，所以，这一记载是

非常详尽而全面的。在结论中，对当时宣纸质量滑

坡的原因作了总结，这便是“宣纸原料（檀皮）太贵，

纸料不匀，产料率太低，制造工具不良，槽主及技工

知识之落伍，造 料 时 间 过 长 及 药 品 应 用，亦 不 甚 得

法，此则均为宣纸失败之症结。再加以仿制宣纸之

竞争，洋纸用途逐渐增加，宣纸之一蹶不振，理之当

然”。为 此，作 者 建 议 一 定 要“利 用 科 学 之 制 造 方

法”。他建议建立一规模较大之碱法制浆厂，“专制

纸料，以供给所有宣纸槽户之用。制纸部分，不妨维

持旧有手工制造法，略加改良如此不特品质渐臻优

良之域，其价格亦可减低不少”。［４］５３－６０

张永惠的调查报告与魏永淇的调查报告两者相

得益彰，互为补充，都是不可多得的可信可靠的研究

资料。也就是从他们的实际调查开始，宣纸才有了

经济史意义上的统计资料，而在这之前，关于宣纸的

材料都是片断的、支离破碎的。他们的调查报告，一

方面给了读者关于我国３０代宣纸业的相对整体的

印象；另一方面也为宣纸业各方面的情况作了一个

有根有据的记录，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二 是 新 四 军 展 开 的 对 宣 纸 业 现 状 的 调 查 与 研

究。１９３８年８月，新四军军部进驻到泾县云岭罗里

村，此地距宣纸发源地和主产地小岭只有１０华里。

自新四军到云岭后，便与宣纸结下了不解之缘。新

四军军部到达云岭后，成立了一个军部政治部农村

经济调查委员会，委员会地址设在泾县的中村。该

委员会的任务是调查社会各阶段、阶层的经济地位

和政治倾向、反 动 封 建 迷 信 道 会 门 的 活 动，以 及 地

主、富农、高 利 贷 者 对 农 民 的 残 酷 剥 削 和 敲 榨 等 情

况。调查以后，由专人撰文，分别在《抗敌》杂志上发

表。其中论及宣纸有关问题的共有６处，这６处归

纳起来有三个方面。第一，分析了抗战以前和以后

宣纸业由盛而衰的原因。“泾县原以产纸闻名，但在

战前，一般的 纸 棚 生 产 数 量 却 在 日 趋 萎 缩，除 肖 岭

（应为“小岭”－笔者更正）所产连史纸，有其特殊的

销路外，其余出产表芯纸等比较粗劣的纸棚，则有很

多停业。战后纸价飞涨，粗劣纸张也被抬高了地位，

用途日广，市价上升，不可遏止，过去一担大表芯纸

仅值七八元（一担等于１４６刀），战后因洋纸输入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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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市价曾一度涨至二十四元一担，现在则经常徘徊

于十四五元一担，除肖岭（小岭）的连史纸，因市场丧

失（京沪平津）而销路停顿，纸业停业外，其余制造粗

劣的纸棚则大都获利。”［５］这段话指出了宣纸由盛而

衰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日本侵华而阻滞了宣纸的销

路所引起的，其它土纸的由衰而盛也是由于日本侵

华使洋纸输入减少所引起的。第二，指出了在抗战

以前皖南宣纸等小商品生产，一度繁荣发达和抗战

以来又陷入萎缩的根本原因。认为“小商品生产（如

烟叶、宣纸、蚕丝、麻布袋等）相当发达，但这是帝国

主义造成的”。［６］

从清末民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抗战前，宣

纸发展出现了一个黄金时期，这一状况与我国当时

经济发展的整体情况是基本一致的。这一时期，我

国经济的主要变化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

展，手工业生产也大批由简单商品生产转变为资本

主义商品生产。小岭宣纸手工业生产也不例外。新

设纸棚的增多、投资总额的增大、纸棚的外迁等，都

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渗透到宣纸行业中，刺

激着宣纸业向商品生产的发展。还有一个原因是宣

纸作为一种特种手工艺，在一定程度上抵制着外国

商品纸和本国同行业的市场竞争。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民族资本主义就由大发展时

期进入到衰退时期，可宣纸非但未衰退，反而大大发

展，这时从小岭分出许多家纸厂，到自然条件更为优

越的地方开辟生产基地。这是由于外国、外地难以

仿制，宣纸质量无与伦比，所以，在纸业群芳争艳的

情况下，仍销路不退，续有发展。但在这特定的情况

下的有限发展中也有曲折：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

宣纸生产渐呈蜕势，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中上海商

务印书馆被炸，使宣纸销路大减。１９３５～１９３７年的

卢沟桥事变前泾县宣纸曾有过大发展，但在抗日战

争爆发后皖南的宣纸业又都萎缩。这些分析在我们

今天看来，仍然是十分有见地的。第三，指出小岭宣

纸棚主集棚主、纸商与地主三者于一身。“泾县肖林

（小岭一著名的宣纸产地）一带的土地，很多集中于

宣纸商兼地主手中”。“肖林（小岭）的纸商，也是占

有巨量的土地的大地主”。［７］这些记载和论述，是迄

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对宣纸棚主的阶级分析和经

济分析论述。这对我们深入研究建国前宣纸棚主阶

级属性、宣纸行业中的民族资本主义生长情况以及

半殖民 地 半 封 建 经 济 特 点 等，都 具 有 一 定 的 借 鉴

意义。

２．建国后至“文革”前的宣纸研究

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到建国后１９７６年文革结束，历

经３７年时间。这一阶段，研究人员比及建国前略有

增多；重要论文和报道也稍增多，据统计有１２篇；从

研究的方面来说，也较前扩展。

（１）喻凯深 入 产 地 考 察 报 道 了５０年 代 初 宣 纸

恢复生产的情况

１９５４年６月２９日《安徽日报》所刊载的喻凯的

《历史悠久驰名全国的宣纸制造业》一文，较为详细

地报道了建国后至１９５４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内宣

纸生产如何恢复，并不断组织扩大生产的过程。由

于作者是记者，又是深入宣纸产地实地调查研究写

的，因此，资料可靠，是研究这一阶段宣纸史的不可

多得的材料之一。

（２）姜 世 襄 关 于 改 进 宣 纸 质 量 和 生 产 方 法 的

研究

宣 纸 技 术 革 新 自 建 国 起 便 受 到 人 民 政 府 的 重

视，有关部门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进行科学试验，

意欲在宣纸质量的提高和生产方法的改进方面有所

突破，这一方面的探讨是多方面的，姜世襄的研究就

是其中之一。１９５６年，姜 世 襄 发 表 了《改 进 宣 纸 质

量和生产方法的商讨》一文，该文是建国后宣纸技术

革新的开拓性论著。关于当时写作该文和研究问题

的背景，作者说到，建国以来，“宣纸生产还是落后于

社会实际 需 要。因 为 其 生 产 过 程 还 停 留 在 手 工 操

作，且生产工序繁多、生产周期冗长；造成产量低、浪

费大、成本高和劳动生产率低；特别是产品质量波动

大，远不及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的质量水平”。“当

前宣纸在质量上的主要问题是：（１）纸面粗糙和纸中

杂质多，致使印刷时有掉毛、掉渣和印出的线条不清

楚的情况；（２）纸浆中残氯较多，致使纸质脆弱和印

刷品变色；（３）书画时的润墨性差，影响我国古典艺

术作品的复制质量和水彩水墨画的表现效果。”［８］然

后，作者就原中央地方工作部派员会同安徽省工业

厅等有关单位组织工作组，在泾县宣纸厂进行改进

宣纸质量及其生产方法的试验工作的情况，全文按

“旧法制浆概述”、“檀皮蒸煮试验”、“稻草的蒸煮漂

白试验”、“宣纸的质量分析”顺序展开。由于该部分

内容过于专业化，故不作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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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时宣纸试验的结果，该文作了总结：“除

稻草的蒸煮、漂白试验还存在一定问题须待继续研

究外；檀皮的蒸煮、漂白试验是相当成功的，抄出的

宣纸质量已赶上并超过３０年前的汪六吉宣纸。经

荣宝斋试印和一些画粗线条画和喜欢润墨性好的书

画家试用后认为：这种宣纸基本上能满足需用量较

大的木版水印印刷和某些绘画的使用要求；但还不

能满足那些喜欢润墨性小、画细线条画的画家们的

要求，而必须从其他地区供应皮纸（如桑皮纸、构树

皮纸和竹麻纸等）来满足这种需要。”［８］由于该文所

述是建国后我国第一次正式的关于宣纸技术革新的

内容，因而在学术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３）陈彭年关于宣纸生产改革的研究

１９５７年，陈彭年所作《关于宣纸问题》是一篇颇

有分量的关于宣纸生产改革问题的文章。在该文的

第一部分中，作者开明宗义地指出：“今利用近代的

科学方法，若能改进生产方式、提高产量与保持古代

传统的优良品质，意义更大。”接着指出：“综观制造

过程，自檀皮与稻草的处理以至配料、抄纸，工序繁

多，充分表现其缓和的方式与逐渐的进度。在客观

条件的支配下，大体上有其科学的依据与操作的优

点，所以能得到这样优良质量的成品。”作者在详细

分析了檀皮、稻草的旧式的加工的方法的合理性后，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提出了一些依据于现有基础改进

的意见与建议。主要是“不失原来生产过程中的科

学意义与保持成品纸张的优良质量原则下，用近代

的科学方法改进现基础的生产方式，在生产过程中

不得不用不同的方法，生产工具也必须有所改变，在

工艺操作与工序也不免有所变动。”［９］

陈彭年提的原则性建议概括起来主要有：在皮

胚与草胚制造时，对于原料上不易处理反而有害的

东西，必须加强去之尽净，为下一阶段而工作做好准

备，使后阶段省却不必要的工序并顺利地进行；从皮

胚与草胚分别的制成皮料与草料的工作，包括漂白

在内（不包括打浆），就是纸浆的完成工作，必须注意

到原先的反复处理，不但达到纤维的均匀洁白，同时

也提高了纤维的纯度而不受损伤；将宣纸生产在现

基础上的改进重点放在纸浆的制造与打浆工作上。

陈彭年对于生产工艺和应用工具方面提出了建设性

意见，在皮料浆的制造方面：有计划的培植檀树，合

作生产，试行只用水塘浸沤办法，省却水蒸工序；采

用石灰液蒸煮方法以更好地维护纤维的强度；为改

进旧时原料蒸煮蒸而不煮的生产方式，必须有适量

的液体，并必须使液体循环，使之收到蒸煮的效果，

为此他还设计了一个自然循环蒸煮锅；研究设计烧

碱溶液蒸煮、漂粉液处理、稀烧碱液处理与漂白处理

四个工序，来 代 替 原 来 的 方 法 以 达 到 同 样 的 目 的。

在稻草浆的制造方面：改水浸工序为水蒸煮；稻草浆

精致变过去的加工为烧碱液处理、漂粉液处理、稀烧

碱液处理与漂白四道工序。在打浆、配料和抄造方

面，作者也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在陈文的第三部

分，作者对宣纸的机械生产的可能性表示了极大的

关注。他预测，宣纸生产中的纸浆工段机械化是比

较容易实现的，用打浆机也是可能的，最困难的是抄

纸工段。［９］从陈彭年的全篇论文来看，透出一个科技

工作者的时代感和责任感。他关于宣纸的生产革新

的一些想法和建议，无疑为后来的科技工作者的继

续努力提供了一个方面的思路。他的一些预见和判

断为宣纸业后来的发展证明是正确的。

（４）周乃空对宣纸原料———制浆的研究

１９５８年，泾县宣纸厂的技术革新能手周乃空发

表了《宣纸原料———稻草的制浆方法》一文。文中分

别就草坯的制造过程、青草的制造过程、燎草的制造

过程作了研究和介绍。［１０］其特点是实践性、操作性、

指导性强，是一篇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的好文章。

（５）李正理、胡玉熹对宣纸原料－青檀各年枝韧

皮纤维的研究

１９６４年，胡玉熹就青檀各年枝韧皮纤维的比较

解剖发表见解，他所著《青檀各年枝韧皮纤维的比较

解剖》一文，是宣纸韧皮纤维专门技术研究的第一篇

论文。作者根据不同年龄的青檀枝条树皮（主要为

韧皮部）的解剖，说明各种韧皮纤维的分布及其形态

特征，并由韧皮纤维和其他组织数量的变化关系，来

解剖过幼或过老树皮不适于造宣纸的缘故。对通常

人们认为的制造宣纸最好是用２年生枝条的树皮做

原料，用不足２年或超过２年的枝条树皮，都不能制

成好纸的说法，对不同枝龄的韧皮纤维进行了比较

研究，为提供宣纸取材上的参考。同时，也为利用其

他树皮造 纸 时 作 比 较。该 文 中 附 有 青 檀 皮 横 切 面

图，“青檀各年枝皮组织结构的比较”表，“青檀各年

枝韧皮纤维与木纤维形态特征比较”表，表明了作者

的深入研究的成果和求实的研究姿态。［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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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陈志蔚等人展开对宣纸的吸附性、变形性、

寿命性能的研究

１９６４年，陈志蔚 等 人 针 对 过 去 宣 纸“质 量 的 鉴

定，还是沿用目测、手摸的老经验，缺乏科学的方法

和具体的指标，以检查宣纸的质量。而画家对宣纸

的评价往往是敏锐的，一经挥毫，即能用画家的术语

（行话）来判断纸质的优次。但是，这些术语只能领

会其精神，不能作为宣纸成品检验的标准”。为此，

他们“认真地听取了画家们的意见，结合各种机制纸

的测定标准，寻找出较为合适的质量指标与测定方

法，以便判断宣纸的质量，展开研究工作”。在经过

实验研 究 后，他 们 发 表 科 研 报 告———《宣 纸 的 吸 附

性、变 形、寿 命 性 能 的 研 究》，该 报 告 篇 幅 长 达

２７０００字。

前言部分指出：“从造纸角度来看，宣纸采用檀

皮与稻草作原料，特别是采用传统的制浆工艺，如长

期水浸灰腌，日光漂白等，做出了一张张具有良好吸

附性、变形小、寿命长的纸，颇值得探究其科学依据

与工艺优点，并为近代用草类纤维，扩大草类纤维的

使用范围作参考，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第二部分向读者交代了对宣纸吸附性、变形、寿

命三项研究质量指标与测定方法的拟定。

第三部分叙述了由安徽省轻工业厅组织，先后

在勤业、温打、温蜡、龙游腊纸四个皮腊纸厂与温州

轻工科研所，展开集体的宣纸研究工作。他们的实

验步骤是：“第一步，组织去安徽泾县宣纸厂，学习传

统宣纸的制造方法，回厂后依法炮制，利用腊纸厂的

设备和技术力量，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制造传统浆料

与纸张。在较长时间内进行观察与分析，探讨传统

宣纸每个工序，工艺技术与质量上的特点。第二步，

再进行多方面现代化生产方法的试验，对比质量，认

真听取画家意见，探讨原理与规律。”他们分别探讨

了制造宣纸采用檀皮与沙田稻草做原料的优点；采

用其他长纤维做出相同质量的宣纸的可能性；长期

水浸灰腌工序所得浆料质量优点及不同方法直接蒸

煮的可能性；制造传统宣纸采用漂白剂漂白以取代

日光漂白的可能性；不同净宣浆料的方法；不同打浆

方法；加入不同胶料、填料的可能性；手工抄造的优

点和机器抄造的可能性；制宣纸水质特点，并试验代

用水的可能性等９个方面的内容。每个方面均做了

深入的研究，每个论点均有翔实的数据材料。

第四部分则根据他们的实验作出结论性意见。

这些便是：影响宣纸吸附性的因素：①纤维的总表面

积愈大，细胞壁愈包，吸附的颗粒愈多。②纤维与纤

维间的空隙愈多，毛细管的吸引作用愈大，吸附墨液

的量也愈多，但孔隙也不宜过大。③纤维经过缓和

制浆处理，损伤很小。纸中氧化纤维素和水化纤维

素的含量也少，吸附性最大。④浆料的打浆度愈低，

水化度愈低，则吸附性愈高。⑤要慎重地选用植物

胶料，填料碳酸钙能使宣纸具有晕状扩散的优点，但

如果颗粒较大或含量超过３％以上，就会影响墨色，

使之发灰。影响宣纸变形性的因素：①纤维与纤维

间的空隙愈多，纤维间的结合力愈小，则变形愈小，

这是减少变形的重要因素。②纤维素含量愈大，纸

的变形愈大。半纤维素是纤维中最易润胀的部分，

要求含量愈少，变形愈小。稻草浆含半纤维素较多，

所以对造宣纸的草浆处理，需采取水浸、灰腌的生产

过程以减少半纤维素含量。③填料与植物胶料对变

形的影响：碳酸钙微粒在纤维与纤维间起了隔开的

作用，减少了收缩时纤维结合力的变化。④储存可

以降低纸的干收缩变形。影响宣纸寿命的因素：一

是虫蛀，其结论是，宣纸如保管不良，照样会被蠹虫

蛀食的，以往人们关于传统制法宣纸不被虫蛀的说

法是不能成立的；二是宣纸的耐久性与不翻色，其原

因是：传统的宣纸中金属离子含量极微，含有钙盐，

呈微碱性；传统的宣纸用料纤维在制浆的处理过程

中损伤愈小则愈耐热、耐光、耐老化，因而具有耐久

的特性。⑤陈 文 全 篇 均 有 实 验 的 具 体 数 据 支 持 观

点，学术性、专业型很强。［１２］１２４－１４７

（７）日本前松陆郎等人对宣纸的化学成分等的

研究

长期以来，日本的文人学士喜用的书画纸就是

中国的宣纸。虽然日本也产和纸，但他们认为，尽管

和纸的质量也在不断提高，终究比不上中国的宣纸。

为此，日本人曾千方百计从中国搜集关于宣纸的情

报并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宣纸进行研究。日本前

松陆郎等人在“中国绝对禁止檀树皮外流，故很难搞

到手的情况下”，仍然得到了日人高山保秀夫捐赠的

１９５７年檀皮试样和关义城所给予的宣纸样品，然后

对之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并分别于１９６２、１９７５和

１９７５年分３次发表了“檀皮的化学成分”、“青檀 的

纤维形态”、“檀 皮 纤 维 的 长 度 及 宽 度”三 个 研 究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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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我国的纸史研究专家、造纸专家刘仁庆先生将

之收集在自己主编的《宣纸与书画》一书中，才使更

多的读者了解到日本学者的这一研究。根据前松陆

郎等人的研究，檀皮的化学成分第一次在异国被揭

示出来，研究者通过大量的比较研究，得出大量数据

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宣纸纤维的长度为１．５

－５．７毫米，平均２．９毫 米；纤 维 宽 度３－１５微 米，

平均８．３微米；平均的纤维长宽比为２７８。

应当说，日本研究者对宣纸化学成分等的研究，

是走在了我国研究者的前面的。这主要是因为，日

本的科学技术较为发达，同时也是为了通过对宣纸

的研究，为日本进一步改进纸质服务，为日本造纸技

术的发展提供借鉴。当然，他们千方百计获取檀皮

的做法，则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但不可否认，他们

在这一时期对宣纸的深入研究，这在宣纸研究的历

史上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以上我们看到，建国以后止于文革的这一段时

间里，对于宣纸的研究，又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建国后 到 文 革 前，这 一 阶 段，宣 纸 研 究 从 技 术

的、到历史的、文化的方面都得到推进，这从一个侧

面反映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力，反映了党和

人民政府对 传 统 名 品 的 重 视，对 科 学 事 业 的 关 怀。

二是文革十年时期，宣纸研究受政治大气候的影响，

基本上陷于绝响，这无论如何也是一项损失。通过

建国后３７年的宣纸研究，我们还看到，日本从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起，就加紧了对中国宣纸情报的搜集和研

究，与 日 本２０世 纪５０－７０年 代 经 济 起 飞 相 一 致。

正当我国忙于政治、出现动乱的时候，日本在宣纸研

究这样小的方面却同样取得了当时国内无法比拟的

成果，为日本改进和纸生产质量，加强与我国书画纸

的国际市场竞争，提供了技术上、理论上的依据，联

系到后来日本的书画纸不断挤占我国的国际宣纸市

场就不难理解了。

３．“文革”结束到２０世纪末的宣纸研究

文革结 束 至１９９９年 底，经 历 了２４年 的 时 间。

这一阶段是宣纸研究的全面深入的阶段，涌现出了

许多宣纸研究人物，他们从各自不同的方面研究宣

纸。有的侧重于宣纸史的研究，有的侧重于宣纸的

技术研究，有的侧重于宣纸的文化研究，有的侧重于

对宣纸历史资料的搜集，还有的侧重于对宣纸的宣

传等。就这些人物的成分来说，有专业研究人员，有

业余研究者，还有业余爱好者。研究者中，既有宣纸

产地的直接从事宣纸行业的组织者和生产者，也有

大专院校的专业研究人员，还有长期从事纸史研究

的人员。

（１）潘吉星对宣纸技术的研究

潘吉星是我国当代最负盛名的造纸技术史研究

专家，他以自己的研究成就宣示了他在中国造纸技

术史上的学术地位。关于宣纸，潘吉星曾在他所著

《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中第

六章“明清时期的造纸技术”中从造纸技术的角度，

论述了宣纸在造纸技术史上的地位，宣纸的产地、原

料、泾县宣纸的起始时间等。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潘

先生对《新唐书·地理志》载宣州土贡中就有纸，不

是象一些学者武断说那就是宣纸，而是较为客观的

说“宣纸一名可能就导源于此”。在这个问题上表现

出了应有的谨慎。

（２）穆孝天对宣纸历史的研究

穆孝天长期在安徽省博物馆工作，他早在１９６２
年便出版了《安徽文房四宝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

社）一著，对宣纸的发展历史作了初步的探讨。１９８３
年，他又与李明回合作出版了《中国安徽文房四宝》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其中，书中的第一部分“宣

纸”是他个人的作品。这一部分的内容在前著内容

的基础上又有补充、扩充。穆孝天在《中国安徽文房

四宝》中的“宣纸”部分，从篇幅来说，是在这以前，就

宣纸历史专题做出论说的最长的一篇文字。就内容

来说，也比较全面。作者从纸的一般谈到宣纸，又从

宣纸的起 源 谈 到 宣 纸 发 展 的 历 程。既 探 讨 了 宣 纸

史，又论述了宣纸的用料和制造、宣纸编帘与砑纸版

刻艺术以及宣纸与中国书画的关系等。他的著述，

既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一定参考作用，也对一般

读者起到了普及作用。以后，穆孝天又续写了《宣纸

与中国书画 的 不 解 之 缘》［１３］等 文，也 都 有 一 定 的 参

考价值。

（３）葛兆铣对宣纸帘编制工艺的首次披露

葛兆铣的主要论文有《宣纸帘艺初探》，首次发

表于《安徽 文 博》１９８１年 第１期。笔 者 长 期 在 泾 县

工作，曾多次深入宣纸产地小岭，走访宣纸编帘工人

王海金等人，仔细了解了宣纸编帘工人家族的迁沿

史、编帘工艺过程、编帘原料、宣纸帘规格、编帘家族

的旧习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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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刘 仁 庆 等 人 对 宣 纸 润 墨 性、耐 久 性、变 形

型、抗虫性等的研究

关于宣纸的润墨性，刘仁庆早于在《中国造纸》

１９８５年第２期 上 与 国 家 档 案 局 的 瞿 耀 良 合 作 发 表

专文《宣 纸 润 墨 性 之 研 究》。该 文 从 宣 纸 的 吸 附 性

能、纤维形态和内含成分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宣纸润

墨效果及其最佳润墨性的原因，在进行大量比较实

验研究，取得一系列科研数据的基础上，得出结论：

１．青檀皮韧皮纤维的均整性好，壁薄，柔软适度，尤

其是经自然干燥以后，韧皮纤维细胞壁上分布有许

多的与纤维长轴平行的皱纹，故是制造宣纸的理想

原料，也是润墨性佳的重要条件。２．利用现代分析

手段，证实了宣纸中存在结晶碳酸钙和无定形二氧

化硅两种主要的内含物；指出宣纸的润墨性取决于

青檀韧皮纤维细胞壁上皱纹间积留的碳酸钙，而二

氧化硅至多只能起到辅助作用。３．宣纸润墨效果主

要表现在纸面吸墨后扩散而纵横向差、吸墨深浅度

和浓淡分明的层次性。特净宣纸的润墨性最好，主

要是含有的青檀枝皮原料较多。因此，在一定的范

围内，宣纸中的檀皮浆越多，其润墨性也越佳。本课

题组认为，刘先生关于宣纸润墨性的研究，是国内最

早全面论讨这一问题研究，也是国内迄今为止最具

说服力的研究。

继宣纸的润墨性研究之后，刘仁庆又同瞿耀良

合作，对宣纸耐久性进行研究。《中国造纸》于１９８６
年第６期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文中就他们研究

过程中的取材、不同温度下的老化试验、预测“寿命”

的老化试验等作了详细研证，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宣

纸的耐久性最好，它的寿命（模拟人工老化时间）可

达１０５０年以上；宣纸耐久性好的原因是与纸的ｐＨ
值有密切关系。因此，他们建议为提高宣纸的耐久

性，延长宣纸的寿命，应考虑大力研究发展碱性造纸

工艺，多生产碱性纸为宜；宣纸耐久性好的另一个原

因是与青檀韧皮纤维本身的优异性能分不开的，他

能够耐久而不易损坏。因此，他们认为深入地研究

青檀树的栽培、生长、砍伐，对于宣纸的生产发展，具

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刘、瞿二位的研究，将人们通常

所说的宣纸纸寿千年的说法进行了论证，并精确了

具体的量化的年数，且分析了宣纸寿命性长的多种

原因，这也为宣纸研究由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作出

了表率。

此外，刘仁庆还对宣纸的源流进行过较为深入

的研究。他发表了《宣纸的源流与特色》一文，认为：

“宣纸的诞生在技术上是有其传统的继承性的，不可

能从天上掉下来，一下子就尽善尽美。它是造纸技

术发展史上的一环，一个新的起点（即采用新原料、

改进旧技艺）。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非成于一朝之

功。而是经过几辈能工巧匠们的辛勤劳动和刻苦钻

研才得到的成果”［１４］。

（５）严家宽对宣纸性能的改造研究

严家宽曾执教于湖北大学艺术教研室，他从一

个美术工作者的眼光来研究宣纸，用一个美术家的

智慧来改造宣纸，这无论如何是一个新视角。严家

宽认为：“使用大量长纤维和少量短纤维交织而成宣

纸性能优良”。宣纸是中国“最为历代书画家选用的

主要绘画材料。因为宣纸的质地柔韧，洁白平滑，吸

水性好，润墨性强，松而不驰，紧而不实。中国画家

针对其性能，创造过工笔、写意、粗笔、减笔、钩勒、湿

笔、干笔、渴笔、枯笔、焦笔、颤笔、没骨、泼墨、积墨、

宿墨、点簇、渲染、铺水、渍水、六 彩……诸 技 法。这

些技法是难以在其它绘画材料上施展开的。”“宣纸

的性能是由于宣纸纤维的柔软性和特殊的纵横排列

而使它具有亲水性，中国传统画家千百年来的艺术

实践证明 宣 纸 性 能 优 良，其 它 纸 张 不 可 取 代”。但

是，严家宽也认为宣纸有一些缺陷：纸虽久而不愈千

年等，“其原因是宣纸在与环境的接触中随着空气湿

度的变化而变化，经年累月而使纸质变脆，易腐、易

破损”［１５］。基于 以 上 认 识 和 分 析，作 者 提 出 了 利 用

生宣纸施胶的改造宣纸的办法，其目的是使宣纸具

有防湿、防潮、防腐、防虫蛀、耐光、耐久等优点，并保

留生宣纸的多空结构和亲水性能。

根据作者在文章中介绍，笔者为了实现对宣纸

性能的改造，首先是利用在国外讲学的机会，对国外

最新的绘画材料进行调查了解，然后选择新材料改

造宣纸，并利用湖北大学化学系李建宗教授研制的

ＤＫ－８８３印花 胶，在 此 基 础 上，以 丙 烯 酸 脂 类 粘 胶

剂，作为选择方向。此举是为了不破坏生宣纸的多

孔性，即保留纤维素末端的大量羟基存在。然后是

选用多 种 原 料 调 配 成 ＹＪＫ－１０和 ＹＪＫ－１１绘 画

胶，对生宣纸实行施胶。施胶后的宣纸性能是既保

持了生宣纸的“生”味，又使宣纸的抗水性、抗拉力增

强６～７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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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生宣纸施胶的效果，严家宽曾于１９９０
年８月使用改造后的生宣纸创作完成“澳洲沙漠组

画”３０幅，并 于１９９０年１０月 和１９９１年１０月 在 中

国北京画院展览馆和澳大利亚南昆士南大学举办个

人画展，其创作效果得到国内外专家的肯定。［１６］

（６）吴世新对宣纸多方面的研究

吴世新在宣纸研究上有着自己的特点，这主要

体现在对宣纸的全面研究上。吴世新自１９８３年起，

分别在各类各级的刊物上发表了宣纸学术研究和有

关文章１０余篇，是近２０年来发表成果最多的人之

一。内容涉及到有关宣纸的方方面面，诸如宣纸的

历史、现状、传统工艺、现代工艺、原料、品种、人物、

掌故等等。其 中 代 表 作 主 要 有：《中 国 的 宣 纸》（载

《文献》１９８６年第１期）、《中国特有的宣纸艺术———

对传统宣纸生产工艺与奇特宣纸润墨性之研究》（载

《中国宣纸艺术国际研究讨论会论文选编》）等。《中

国的宣纸》一文，主要就宣纸的定义提出了自己的见

解，认为：“现在大家习惯所称的宣纸，其实应称之为

‘泾纸’或‘泾县纸’更符合实际情况”。此外，对宣纸

的渊源作出了初步的探讨，对宣纸的流传作了大致

的描绘。《中国特有的宣纸艺术———对传统 宣 纸 生

产工艺与奇特宣纸润墨性之研究》一文则对宣纸的

传统工艺作出了较为详细的叙述，探讨了传统工艺

与宣纸润墨性之间的关系。作者是这样概括的，“中

国宣纸之所以有它独特风格和艺术润墨效果，这同

它所使用的原料、纸料和制浆方法、纸张的抄造等传

统制造法有着密切的关联（水土和技术条件也占有

一定的因素），传统的宣纸生产工艺，创造出奇妙的

宣纸润墨效果。中国的宣纸，由于产地环境得天独

厚，加之选料严格，处理条件缓和，加工步骤精细，胶

汁使用得法，抄造技术娴熟，晒纸手艺高超，剪纸错

落有致，故 产 品 优 良，质 地 绵 韧，颜 色 白 雅，光 辉 鲜

艳，经久不衰，不蛀不腐而妍妙辉光，弛名中外，誉满

全球。”

（７）徐国旺对宣纸历史的研究和他在宣纸史上

的几个第一

徐国旺对纸史素有研究，尤对宣纸研究更加用

力。１９９４年发表 了《泾 县 是 中 国 宣 纸 的 发 祥 地》一

文，利用史籍资料说明某些史籍提及的唐宣纸是泛

指唐时宣州一带所产的纸；正本清源，把宣纸界定为

必须是以青檀皮为主要原料加工制成的；从造纸技

术史的角度 排 除 了 南 宋 以 前 存 在 真 正 宣 纸 的 可 能

性；最后用翔实的材料和考证论证和支撑了自己的

论点。可以说，该文的发表基本上廓清了宣纸在泾

县发源的简要 脉 络。徐 国 旺 作 为 一 个 政 府 干 部，思

维敏捷，为宣纸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他是第一个正式建议在宣纸之乡举办国际宣纸艺术

节的人；是撰文呼吁在泾县建立宣纸博物馆的第一

人；是主持编辑印制《中国宣纸艺术国际研究讨论会

论文选编》这本宣纸研究的专业学术性论文集的第

一人。

（８）《中 国 造 纸 技 术 简 史》作 者 对 宣 纸 历 史 的

研究

１９９４年，中 国 轻 工 业 出 版 社 出 版 的、由 戴 家 璋

主编的《中国造纸技术简史》是由马永春、韦承兴、王

菊华、李玉华等人执笔，陈启新、陈志蔚、谢崇恺、荣

元恺、李树植、姜申、吕作燮等造纸、纸史研究专家编

审和参与研究的。在该著的第八章中专设一节，以

１１０００余言的篇 幅 分 别 就 宣 纸 的 起 源、宣 纸 的 主 要

产地、宣纸的品种和规格、宣纸的用途、宣纸的原料、

宣纸的制造技术等进行了较为简要、全面的论述，对

一些存在争论的学术问题，提出了作者们自己的认

识。同时，还挖掘出了以前一般读者所没有见到过

的材料。从作者们表述的某些语气看，似乎是在为

宣纸研究的一些争论作出结论性的意见。该著作为

一部集体的通力之作，具有一定的参考和研究价值，

为以后的宣纸研究又奠定了一块基石。

（９）黄河对宣纸历史的研究

黄河（１９２４－１９９７）生前曾任中国造纸学会纸史

委员会副主任，并长期担任《中国造纸》杂志的“纸史

专栏”的责任编辑和《纸史研究》学术专刊主编之职。

黄河关于宣纸的著述（专述和涉及的）主要有：《造纸

史话》（中华书局１９７９（２版）、《古今纸与古今宣纸综

议》（载《中国宣纸艺术国际研究讨论会论文选编》）

等。他关于宣纸的主要观点是：“第一、宣纸源于唐

徽纸，系因地（古宣州府）得名。此说有新、旧唐书等

历史文献可考。第二、从多年来的科学实践及对与

纸史有关的文献史料考证中，我们发现，……宣纸在

一千余年的发展变革中，随着不同历史时期所采用

的原料、生产工艺、产品性能与使用价值的演变，因

而宣纸也存在着‘古宣纸’与‘今宣纸’之别。第三、

‘古宣纸’与‘今宣纸’的重要区别在于：唐、宋时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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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书画的‘古宣纸’，主要是以楮皮等韧皮纤维（长纤

维）为原料，生 产 出 的 宣 纸 表 面 致 密、平 滑、拉 力 较

强，但润墨等 性 能 较 差，使 书 画 艺 术 的 发 挥 受 到 限

制；而后世出现的‘今宣纸’（即泾县纸）则是创用青

檀皮（韧 皮 纤 维———长 纤 维）与 沙 田 稻 草（草 类 纤

维———短纤维）等为原料，采用了日光漂白、自 然 干

燥和浆内施胶等独特工艺，生产出的宣纸表面平匀、

拉力适中、润墨等性能极佳，使书画家不受限制的挥

毫、泼墨，尽情发挥中国书画的艺术特色成为可能。

第四、‘古宣纸’、‘今宣纸’是中国宣纸史上两个不同

历史阶段的产物。前后两者是既有内在联系性，又

有质的区别，不可笼统的混为一谈。‘古宣纸’是‘今

宣纸’的前身，‘今宣纸’是在‘古宣纸’基础上经过很

长时期发展后才出现的质的飞跃与升华。因此，如

果没有‘古宣纸’的历史存在，也就不会有‘今宣纸’

的诞生；史实证明，‘今宣纸’才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与

人民性。如果没有‘今宣纸’，中华民族独有的书法

与绘画便无 从 表 达 出 它 的 艺 术 妙 味。”难 能 可 贵 的

是，黄河生前奖掖后学，或指导撰著，或为后学著作

撰写序言，或为后学发表论著提供方便，或不顾年事

高迈参加京外的有关学术会议以给与会者以鼓舞；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纸史研究

事业，撰写和主编了一批有价值的论文和著作，并坚

持理论原则，为纸史研究事业的繁荣作出了无可替

代的工作，为后学树立了榜样。

黄河先生生前曾一再表示要撰写一部宣纸传统

制作技艺方面的著作，可惜天不假年，这一愿望未得

实现就驾鹤归西了。

４．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的宣纸研究

这一时期历经１０年，宣纸研究进入活跃期，具

体表现为：

（１）学术成果丰富。一是代表性著作有：曹天生

《中国宣纸》（第 二 版），中 国 轻 工 业 出 版 社２０００年

版；曹 天 生《中 国 宣 纸 史》，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２００５年版；张 秉 伦 等《造 纸 与 印 刷》，大 象 出 版 社

２００５年版；王夏 斐《中 国 传 统 文 房 四 宝》，人 民 美 术

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潘祖耀《宣纸制造》，中国林业出

版社２００６年版；刘仁庆《中国书画纸》，中国水利电

力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黄飞松《漫谈宣纸》，中国文联

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吴世新《中国宣纸史话》，中国国

际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周乃空《中国宣纸工艺》，香港

银河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刘仁庆《国宝宣纸》，中国铁

道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等。二是宣纸研究论文不断增

多。论文数约有１０００篇之多，研究内容涉及到宣纸

历史文化、工艺、可持续发展等。三是出现了以研究

宣纸为职志，报道宣纸行业活动情况的专门刊物《中

国宣纸》。

（２）呈现理论化、系统化特点。曹天生在自己的

著作中，提出了自己关于宣纸的一系列观点。如提

出宣纸源于徽纸的观点，提出宣纸的完整定义，提出

宣纸真纸的概念，系统研究外国旧时窃取宣纸技艺

的来龙去脉，对宣纸研究的起始进行了界定，对宣纸

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全面系统研究曹氏家族对

宣纸业的历史贡献等，试图在理论研究和体系架构

上着力，由此而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甚至引起宣纸产

地各方面人士的兴趣。潘祖耀、周乃空二人分别总

结了自己一生从事宣纸研究和技术革新的成果和经

验，写作出版了自己的著作。书中就宣纸传统制作

技艺和宣纸革新技术做出了较为深入的介绍，也受

到造纸界关注。刘仁庆、吴世新、黄飞松先后就宣纸

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推出了专门著作，在普及介绍

中灌串自己的独到见解。他们的著作集学术性、资

料性、可读性于一身，深受读者喜爱。

综合中国宣纸研究的两个时期５个阶段，可见

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国内发表的研究著作、论文、资

料性文章和有关报道繁富。研究的内容逐步全面，

大体上经历了从调查研究到资料搜集整理，从片面

的研究到比较全面的研究，从历史、技术层面到文化

层面的研究过程；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建国前只有少

数几个人，建国后参与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宣纸不仅

成为纸史专家、造纸专家的研究对象，而且有考古、

历史、文物、文化、艺术、科技学者不断参与进来。更

可喜的是，有许多实际工作者特别是泾县地方在宣

纸行业工作的同志也参与进来，使宣纸的研究队伍

充满着生机和活力。

但也应当看到，截止目前为止的宣纸研究还存

在许多不足和需要深入的地方。概括起来主要是：

宣纸的分析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层次，但综合的

研究还远远不够；就事论事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

的水平，但揭示宣纸发展规律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对

宣纸技术的研究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但在塑造宣

纸文化上的探讨上还远远不够。如以上著作尽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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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纸研究作了大量的工作，但对该遗产的保护、宣纸

的区域文化、科技基因的互动与贡献等领域涉及的

较少，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随

着新科技不断深入宣纸生产各个工序，宣纸的传统

制作技艺有意无意地被迫和我们渐行渐远，一些历

史文化的标记在不知不觉中湮没，而且这些还呈现

加速度的趋势，这迫切需要我们只争朝夕地去挖掘

整理研究宣纸传统制作技艺，使之得到保藏、继承、

发扬，让这朵文明之花永久开放。

二、新中国建国以后的宣纸技术革新研究

建国以后的技术革新研究的目的主要有三：一

是降低制纸工人的手工劳动强度；二是提高宣纸产

量以满足国内外的市场需求；三是缩短从原料到成

品的周期。

１．宣纸工艺改革的研究

１９５６—１９６５年，在安 徽 省 泾 县 宣 纸 厂（现 中 国

宣纸集团公司）先后对宣纸的燎皮制作工艺、部分制

浆工艺进行了工艺改革，全部由该厂自行革新，投入

资金大约１０余万元，后又逐年投入，最终完善。这

套工艺是目前宣纸生产、泾县书画纸生产使用最为

普遍的工艺。

（１）燎皮制作工艺。传统的燎皮制作工艺依次

为浸泡、解皮、浆灰、灰蒸、踏皮、洗皮坯、挑皮坯、晾

皮坯、翻皮坯、收皮坯、支皮坯、川皮、装锅、洗涤、晒

皮、挑皮、晾皮、翻皮、收皮、撕皮、摊晒、摊青皮、翻青

皮、收青皮、川皮、装锅、出锅、摊燎皮、翻燎皮、青皮、

第二次碱蒸、挑皮、第二次日光漂白、收燎皮、川皮、

装锅、出锅、拍皮、洗皮、选检、调皮、作料、锻料等，工

序非常复杂，需要将近一年时间才能加工完成，耗时

费力。引入现代造纸工艺中的烧碱、漂白粉，进行工

艺改革后的工序为：浸泡、解皮、蒸煮、清洗、选检、漂

白、洗漂、打浆等，前后只需要３天左右时间。

（２）部分制浆工艺改革。宣纸的打浆系统原来

以舂碓为主，比如草料用碓臼，皮料用碓板；清洗以

人工布袋清洗，引用打浆机、洗漂机后，不仅减轻了

劳力，而且节约了操作面。

这两种工艺改革，减轻了劳动强度，降低了操作

工的危险程度，缺陷是宣纸的寿命降低（主要是没有

自然氧化，原料中存有有机物含量），人工增白的程

度提高导致宣纸易变色、发脆等。

２．纸焙革新

宣纸传统干燥方法是用耐火砖砌一道火墙，中

间烧火加热，将 湿 宣 纸 以 松 毛 刷 刷 在 火 墙 上 烘 干。

缺陷是火墙 每 隔 一 段 时 间 就 要 重 建 一 次。从１９９２
年开始，以钢板替代原耐火砖搭建成火墙状，统一燃

烧点，以锅炉供热气的方法加热。优点是降低了操

作面的热辐射，节约了工业燃煤，整洁了操作面，节

约了人力。缺点是宣纸的紧度增大，影响了润墨度。

此项技改以中国宣纸集团公司为例，仅材料费就投

入３００余万元。

３．圆网造纸术的试用

从１９８５年 开 始，在 泾 县 宣 纸 二 厂 陆 续 投 入

１０００余万元，引进圆网造纸机进行改进后替代宣纸

制造成纸中的捞纸、晒纸等工艺，大大提高了宣纸产

量。缺陷是此纸进一步增强了紧度影响宣纸的润墨

性，帘纹时有时无，后由于技改投资过大，企业负担

过重而倒闭，此技术没进行进一步完善而搁置。进

入本世纪后，此技术先后被两个企业引进，以龙须草

桨板为原料制作书画纸。

４．１９８１年 安 徽 省 科 学 技 术 委 员 会 确 定 进 行 宣

纸燎草浆新工艺研究

其目的就是探索和创立现代宣纸制浆工艺来改

造传统的宣纸制浆工艺，使宣纸在保证传统产品特

色的基础上，使之逐步走向现代化生产。燎草制作

革新经过了小试、中试和生产性试验三个阶段。小

试起于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７日由安徽省科委主

持并通过了省级鉴定。小试在总结分析我国传统方

法制取燎草浆生产经验的基础上，选择氧碱法制浆

工艺进行研究，专家们认为其工艺原理符合传统燎

草制浆生产机理。工艺的主要过程是碱法蒸煮→氯

碱漂白→补漂净化，其中最主要的技术关键是选取

和氧漂工艺条件的选择和设备结构的造型。根据该

项目的主要研究者，安徽农学院（现改名安徽农业大

学）等单位的潘祖耀、张祖藻、张伟庭、刘荣林四人在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８日《宣纸燎草浆新工艺 研 究 科 学 技

术研究成果 报 告 表》中 介 绍，氧 碱 制 浆，２０世 纪７０
年代才兴起，１９７０年南非（Ｓａｐｐｉ）恩斯曲拉厂（Ｅｎｓｔ－

ｎａ）建成世界 第 一 个 氧 漂 车 间，称 为Ｓａｐｏｘａｌ法，后

由瑞典默多（Ｍｏｄｏ）造 纸 公 司 和 加 拿 大Ｃｉｌ和 瑞 典

桑茨公司 合 作 研 究 成 功 了 Ｍｏｄｏ－Ｃｉｌ－Ｓｕｎｄｓ法，

以上均属高浓氧漂法，直到１９８０年世界较多应用的

是中浓氧 漂 法 如Ｐｅｔｅｈｓｏｎ和ｓｏｎ公 司 的 Ｍｏｓｓ工

厂，１９８４年意大利Ｉｐｚｓ公司新建的日产１００吨草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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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系统 称 为 Ｎａｃｏ法，普 遍 引 起 了 世 界 各 国 造 纸 界

的注意，实质是氧碱制浆，辅以重水和重氧补漂，据

报道成本可降低一半，我国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

也曾对木节浆和苇浆进行过氧碱法小型试验，但均

未用于生产，至于在草类制浆方面运用氧碱工艺迄

今尚无报道。

中试开始于１９８３年１１月。是 时，安 徽 省 科 委

主持了中试方案的论证，并确定了中试要与生产性

试验结合起来考虑，解决在小试中尚未能解决的问

题，把宣纸制浆新工艺的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中

试由安徽农学院林产工业研究所和泾县小岭宣纸厂

联合组织，中试地点仍选择在泾县小岭宣纸厂。从

开始到１９８５年７月止的这一段时间里，从事这项试

验的潘祖耀等人，努力攻关，先后进行了０．５立方米

和２立方米氧漂设备的中间试验，并试制了绵料四

尺单、绵连、净皮、三层贡、龟纹、罗纹、加重四尺单、

白鹿、四尺夹九个品种的新法宣纸。中试的工艺经

过草胚蒸煮、粗浆洗涤、氧碱漂白、轻刀打浆、补漂净

化主要程序。中试宣纸的物理指标经安徽省造纸检

测站测试结果，均达到甚或超过了宣纸原定的企业

标准，强度大大增强，尘埃度下降，双浆团减少，比传

统法宣纸在物理性能指标上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确

保了产品的质量。经老化试验，中试宣纸的白度下

降值低，返黄率低。

大试即生产性试验由中国宣纸集团公司所属的

安徽红星宣纸股份有限公司和泾县红旗宣纸有限责

任公司采用股份合作形式共同承建的“宣纸草浆制

浆新工艺”工业性试验项目。生产性试验是解决就

宣纸原料的迫在眉睫的任务。从宣纸草浆的制备过

程来说，从古至今仍然处于日晒夜露，肩挑背驮，臼

碓袋漂的落后状态，造成宣纸生产周期长，劳动强度

大，生产效率低。同时，毁林铺滩严重破坏了生态环

境，尤其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力价值的提高，

从事草浆原料生产的工人已越来越少，燎草生产后

继乏人，致使燎草收购一度出现哄抬价格的现象，结

果使燎草质量下滑，宣纸成本迅速上升。自１９９７年

１１月土建工程 开 始，历 时１年，于１９９８年１１月 完

成全部投资，厂房设备均已竣工安装，并成功地进行

了试生产，生产出的草浆经测试，完全达到或超过了

设计工艺标 准。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８日，通 过 了 安 徽 省

科委的鉴定。

５．书画纸进入宣纸之乡

１９９０年开始，在宣纸之乡安徽省泾县陆续引进

龙须草桨板为原料，在成纸的后端采用宣纸制作工

艺进行完成，制作的类似于宣纸的手工纸，现被普遍

称为“书画纸”。自古以来宣纸产品有正牌、副牌之

分，正牌为优等品，副牌为合格品，质量达不到副牌

的产品就打上书画纸的印戳进行外销。自从龙须草

书画纸在泾县出现后，以宣纸为原料的书画纸并不

再使用。这项改革其缺陷是对泾县的宣纸、书画纸

判别不明，有以次充好嫌疑；优点是书画纸的后端捞

纸、晒纸、剪纸等工艺与宣纸生产中的捞纸、晒纸、剪

纸等工艺同种同源，从传承的角度出发也保护的传

承人的延续。

６．宣纸盘帖技术革新

由中国宣纸集团公司提出，先后投入１２万 元，

采用锅炉尾气对宣纸晒纸盘帖技术进行革新。宣纸

中的盘帖工艺一直采用湿帖架入焙房，等工人下班

后，利用火墙的余温对其干燥，次日没干透的纸帖架

上焙头再进行烘干。本技术将湿纸帖集中到一地，

分层摆放，以镀锌管制作干燥设备，利用锅炉尾气和

气流的作用进行干燥，比人工更易控温。目前，此技

术以申报了国家专利，并获安徽省科技进步奖。缺

陷是：只适应于大工业生产线，小规模的宣纸生产企

业利用不上。此工艺得到安徽省教育厅专项资金补

助４万元。

７．邮票印制宣纸的研制

宣纸由于其原料细胞壁腔大、毛孔粗等特点，能

存墨、润墨而备受书画家的喜爱与追捧，也正是这个

特点，使 宣 纸 不 能 作 为 现 代 印 刷 载 体 使 用。２００８
年，由中国宣纸宣纸集团公司投资７万元，自行研制

的能印刷的宣纸，并与北京邮票印制局联合研制出

邮票印制宣纸。

由上可见，同时也是我们特别要说明的是，宣纸

制作革新的科研活动在一定的程度上恰恰是与宣纸

的传统制 作 技 艺 相 悖 而 行 的。技 术 革 新 越 得 到 加

强，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某些环节就与我们渐行渐

远，显得模糊迷离，这也是在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里

宣纸业所面临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宣纸传统技艺

需要保护；另一方面宣纸生产需要技术革新提高产

量，保护和提高产量之间就产生矛盾。矛盾的焦点

在于用传统制作技艺生产出来的宣纸已经它的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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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性已经得到历史的证明，而用新工艺生产出来

宣纸的寿命性还远远没有得到有效验证，这就要求

我们在保护 传 承 或 革 新 方 面 找 出 一 个 恰 当 的 结 合

点。我们研究认为，目前，最关键的在于首先要对宣

纸传统技艺进行挖掘整理研究。建国以后，国家用

于宣纸传统 制 作 技 艺 挖 掘 整 理 研 究 的 项 目 几 乎 没

有。但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一些十分有责任感、历史

感的人，如刘仁庆、樊嘉禄、方晓阳、吴世新、黄飞松、

曹光华、曹 建 勤 等 长 期 以 来 坚 持 做 这 方 面 的 工 作。

但他们做这项工作是在长期没有这方面的气候氛围

的情况下进 行 的，更 无 经 费 支 持，所 以 显 得 力 不 从

心，步伐较慢。现在国家高度重视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制作技艺的挖掘整理研究工作，我们感到适逢

其时，决心在国家的支持下，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

将宣纸传统制作技艺挖掘好、整理好、研究好，为国

家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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