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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坐落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却让故宫

博物院的专家主动找上门。这个村子有什么

“秘密”？

来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

寨县南皋乡石桥村，只为找寻“一张纸”。丹

寨县“皮纸制作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古法造纸

之乡”石桥村因“纸”而兴。

行走街巷间，打浆、抄纸声传来。柔软又

坚韧的石桥皮纸历经岁月淘洗，焕发蓬勃生机。

古 法
颜色质感与古籍用纸一致

“凡楮树取皮，于春末夏初剥取。树已

老者，就根伐去，以土盖之。来年再长新条，

其皮更美。”以当地树皮、杉根及泉水为原料

的皮纸，造纸工艺流程与《天工开物》所载基

本一致。

“原料取自天然，这是古法造纸工艺得

以延续千年的独特优势。”皮纸制作技艺传

承人王兴武一边说一边摩擦着手指。右手

食指略微变形，是他常年打浆留下的痕迹。

王兴武今年 50 多岁，从 15 岁起便跟随

父亲学习造纸。他精心钻研技艺，逐渐成为

村里古法造纸的好手。

2004 年，国家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寻找

用于古籍修复的专用纸，石桥村因保留古法

造纸工艺进入专家的视野。“那时候，我连古

籍修复是什么都不知道。”王兴武说。

为了进一步了解纸张修复，王兴武来到

故宫博物院学习、钻研，除了想了解古籍的

检测数据，还可以近距离感知纸张的质感。

“ 修 复 纸 既 要 耐 拉 扯 ，又 不 能 增 加 厚

度。”王兴武说。此外，不同年代的古籍用

纸，制作的配方、技艺也不一样。

从原料配比、纤维分布、抄纸力度等入

手，王兴武坚持每天做 7 张样品，各不相同，

再根据专家的建议调整。从外行到熟练掌

握用料比例、造纸工序，王兴武花了 2 年时

间，终于研制出古籍修复专用的迎春纸。

“达标！”2006 年，经过专家检验，迎春纸

在重量、颜色、厚度、定量、紧度、纤维、酸碱

度等方面和古籍用纸保持一致。之后，王兴

武又带着造纸工坊的师傅们完成了唐宋元

明清历代的古纸再造。

“石桥不仅有传承千年的手艺，还造出

了可以保存千年的纸张。”王兴武说，据检

测，迎春纸的 pH 值在 7.5 左右，保存时间可

达 1500 年。由于迎春纸十分珍贵，一刀纸售

价在 2000—5800 元。

改 进
传统手艺更好走向市场

迎春纸打响了石桥造纸的名声，但如何

开拓更广阔的市场，成了王兴武等手艺人面

临的难题。

曾经，石桥几乎家家户户都会造纸。然

而，随着机械造纸技术普及，以家庭作坊为主

的手工生产方式，在市场上逐渐失去优势。

“手 工 造 纸 需 要 寻 找 生 存 和 发 展 的 新

路。”花了 4 年时间，王兴武研究出了十大系

列纸张。2009 年，王兴武作为牵头人，带着

36 户 89 名村民成立了石桥黔山古法造纸专

业合作社，共同开展古法手工纸、书画纸、古

籍修复纸、工艺纸品等古纸制作，集中生产、

统一销售，推动非遗技艺传承发展。

在保留传统技艺的同时，手艺人积极学习

现代工艺，进行改进与创新。在当地原有的穿

洞造纸基地、大岩壁造纸遗址基础上，石桥村

新建了大簸箕皮纸生产保护性基地，完善了生

产、展示、体验、培训等空间，同时增建了煮料

池、抄造槽等设施，打造更规范有序的皮纸生

产场地，不断提升产能。

石桥皮纸“活”起来，更多年轻人也加入

进来。80后手艺人王启光将纸张制作成笔记

本、灯具等工艺品，并利用电商平台销售。“不

应拘泥于纸张形式，要让古法造纸融入日常

生活，希望人们每一次翻动纸页，都能触摸到

文化的温度。”王启光说。

“最近，石桥皮纸的市场不断扩大。”南

皋乡政府工作人员刘攀介绍，石桥皮纸售往

北京、杭州等多个城市，有了 10 余项稳定订

单，近 3 年总销售利润达 620 万余元。2022
年，丹寨县石桥黔山古法造纸专业合作社非

遗工坊入选全国非遗工坊典型案例。

焕 新
古老非遗越来越年轻

“让这门技艺转化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产

品，向更多人讲述石桥造纸的文化与故事。”

这几年，皮纸制作技艺传承人潘玉华在石桥

村里建起了研学基地，既向游人展示、推介古

法造纸，也进一步带动当地农家乐发展。

如今，石桥村围绕古纸制作技艺，创建了

集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展示于一体的国家 3A
级景区。借“纸”发力，石桥村探索体验式研学

旅游，开办古纸研发中心、体验中心，并与旅行

社、院校共同建立古法造纸体验实习基地。

立体装饰树、皮纸灯饰、皮纸花灯、书签、

花草纸伞、手提袋等精美的古纸衍生工艺品琳

琅满目，染色纸、花草纸、皱纸等多彩的纸制品

让各地游客驻足流连……今年 7月，石桥皮纸

制作工坊亮相第三届中国丹寨非遗周。

这个以展示、传承、体验古法造纸为主

题的工坊，连接起了传统文化与日常生活。

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现场观看古法造纸、

了解工艺流程，还可以亲手体验花草纸制

作、拓印、折纸等内容，感受非遗魅力。

“开业仅 1个月，营业额就达到 6万多元。”

工坊设计师黄孟说。黄孟 2021年加入石桥黔

山古法造纸专业合作社，设计制作古纸工艺品。

涵盖迎春纸、百年老纸、云秀纸、鲜花草纸、

彩色手工纸等 16个系列 160余种纸张，如今的

石桥皮纸，可用于装修、装饰、包装、绘画、古籍

修复等领域，更衍生出 10 余种工艺品类。“未

来，石桥皮纸还有无限可能。”黄孟说，希望通

过搭建起连接古老非遗与现代审美的桥梁，

让石桥皮纸越来越年轻，让非遗绽放新活力。

上图为石桥村村民正在制作花草纸。

杨武魁摄

贵州丹寨县石桥村传承老手艺、探索新业态

千年皮纸展新卷
本报记者 马跃峰 黄 娴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丹寨县石桥村因“纸”而
兴。当地手艺人研制出的古籍
修复专用纸，走进专业文博机
构；古法造纸融入现代工艺，
创新品类、提升产能；依托文
化资源，发展“古纸+”等文旅
产业。传承老手艺、探索新业
态，千年皮纸焕发蓬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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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鎏金铜马，是一件有 2000 多年

历史的文物，如今，它有了数字卡通形象

——“大丝马”。

“大丝马”由陕西省西咸新区入区企

业策划设计，抓取西汉鎏金铜马的文物

特征并结合背后的故事，将其设计为战

马卡通形象。“这个形象的命名取用了丝

绸之路的‘丝’字，寓意‘一带一路’上的

文化传播者。”企业负责人田琳表示。

西咸新区汉景帝阳陵出土的汉塑衣

式彩绘拱手跽坐女俑，如今也有了数字

形象。技术人员使用数字采集方式制作

数字档案，采用 3D 建模技术还原文物样

貌，借助动作捕捉、渲染等技术，让观众

得以欣赏到 2000 多年前的汉代仕女风

姿，感受“文化+科技”带来的全新体验。

2021 年 10 月 ，国 家 文 物 局 公 布 了

145 处大遗址名单，陕西省的 15 处大遗

址中有 6 处全部或部分位于西咸新区。

如何保护传承好这些文化遗产，让“沉

睡”的文物资源“活起来”？

“我们与多家文博机构开展文物采

集、博物馆数字化改造和文创合作，采集

文物 1万余件，利用数字技术还原、解析并

建成历史文化数据资源库——秦汉历史

文化资源云。”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管委会

副主任王战武表示，借助数字化技术，游

客不但可以看到珍贵的文物，还能详细了

解背后的历史故事，感受文旅融合的魅力。

文旅融合加速推进。当地推出“考古历史游”多条主题线

路，让人们在秦砖汉瓦间感受历史气息。当地还在“陕西文旅

惠民平台”推出了国风丝巾、佩饰以及秦汉文化摆件等精致的

文创商品，各线路的景区周边配套了精品酒店和民宿，满足游

客多元化的需求。

“我们持续加大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力度，就是要让丰厚

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崭新的风采。”西

咸新区党工委书记杨仁华表示，未来将进一步发挥好文物的重

要作用，用多种方式讲好文物故事，扩大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

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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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哈尔滨 12月 21日电 （记者郭晓龙）在日前举办的

2023 黑龙江国际文化产业暨创意设计博览会上，黑龙江省级

非遗项目绥棱黑陶受到关注。近年来，黑龙江省绥化市绥棱

县不断完善措施，搭建平台，做好绥棱黑陶的发掘、保护、开发

工作。

绥棱黑陶为不施釉素陶，结合了透雕、刻花等工艺，造型

新颖，风格多变。绥棱县通过举办民间艺术比赛、民间工艺品

大赛等活动，为绥棱黑陶搭建更多展示平台，建起非遗传习所

7 处、专题展馆（厅）5 个，免费培训学员 1500 多人次。

黑龙江绥棱完善非遗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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