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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今年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内页纸

张温润细腻，薄中见韧——这是产自浙江省衢

州市开化县的开化贡纸。纸面如玉，小楷齐

整，浓郁古韵跃然纸上。

开化纸始于唐宋，盛于明清，薄如蝉翼却

坚韧挺括，曾一度作为贡品，是宫廷书籍和典

籍文献用纸。

曾经，手工造纸日渐式微，开化贡纸制作

技艺几近失传。如今，经过开化县手工匠人和

专 业 团 队 的 不 懈 努 力 ，开 化 纸 不 仅 成 功“复

活”，使用场景也在逐渐增多。

“门外汉”走上造纸之路

开化县皂角村，马金溪畔，开化纸传统技

艺工坊就在曲径通幽处。

记者见到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化

贡纸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黄宏健时，他正忙

着晾晒一捆捆荛花：“这是制造开化纸的重要

原材料，我们得提前备料。”

午后的工坊格外安静。屋内，传统造纸流

程正有序开展。采皮、浸料、蒸皮、打皮、沤制、

洗料、舂捣、捞纸……72 道工序，历时两个多

月，开化纸才能最终成形。

“开化纸的制造工艺很讲究，比如原料是

以荛花、楮皮、桑皮等按比例形成的混料，捞纸

时要采用‘荡帘法’，反复多遍才能成形，比一

般造纸工艺更为复杂。”黄宏健说。

别看现在黄宏健对造纸工艺烂熟于心，但

在年轻时，黄宏健跑过长途、办过家具厂、开过

饭店，敢想敢闯，但都跟造纸“八竿子打不着”，

在造纸方面完全是个“门外汉”。

2010 年 ，黄 宏 健 第 一 次 动 了 造 纸 的 念

头。“从前开化造纸业繁荣，小时候常听祖辈讲

过去造纸的故事。我能不能复原开化纸？”这

个想法在他心里埋下种子，引他走上了造纸

之路。

“造纸能有多难？”一开始，黄宏健的想法

很简单。他前往周边地区和江西、安徽等地拜

访造纸老匠人，开化县方圆 200 公里内，凡是

跟纸相关的地方，他几乎跑遍了。

就这样，黄宏健积累了不少有关开化纸的故

事和线索。“那些八九十岁的老匠人见到我后，都

感慨竟还有人对传统造纸技艺这么上心。”那段

时间，黄宏健对开化纸的认识逐渐加深。

持续钻研精进造纸工艺

黄宏健开始尝试自己造纸。然而，越是深

入了解造纸，他越觉得复原开化纸并非易事。

2013 年的一天，黄宏健联系到浙江省图书馆，

表明来意后，馆方带他见到了用开化纸印的古

书。戴着手套触摸纸张，不论观感还是质感，

都让黄宏健大为震撼，“我自己造的那叫什么

纸啊！”

黄宏健决定从头学起。《高分子化学》《制

浆工艺学》《植物纤维化学》《植物分类学》……

各类专业书再加上一本本厚厚的县志、市志，

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凭着一腔热爱“啃下”了许

多专业著作。

不仅如此，黄宏健还到山里跟藤条、草茎

打 交 道 ，砍 柴 、打 浆 、煮 浆 、晾 晒 …… 专 心 造

纸。夜深人静时，他也曾想过放弃，“但总有种

说不清的使命感在支撑着自己”。

古时的传统造纸技法，大多依靠历代纸匠

口口相传，因此，黄宏健在复原过程中遇到不

少难题。直到 2014 年左右，荛花的出现终于

让他的造纸之路豁然开朗。

在一次寻访中，黄宏健得知，从古代到上

世纪 80 年代，开化人曾经售卖一种叫“山棉

皮”的植物。通过查阅大量中草药辞典，黄宏

健了解到这是一种名为荛花的小型灌木，是开

化纸的主要原料；荛花有一定的毒性，用其制

成的纸可防虫蛀。

经过多年调查和反复试验，黄宏健渐渐厘

清了开化纸的原料构成和制作流程。如今工

坊外一角，黄宏健从山中移植来的一株株荛花

在此生长。

有了原材料，复原工作愈发顺利。黄宏

健在当地政府帮助下，成立了开化纸传统技

艺研究中心。2015 年，复旦大学化学、植物、

文博、图书馆、索引等学科的专业人员组成团

队 ，进 驻 研 究 中 心 。 2017 年 ，中 国 科 学 院 院

士、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玉良牵头成立了院士

专家工作站……

高校团队的加入，为开化纸复原注入了科

技力量。那段时间，黄宏健几乎每隔两个月就

跑一趟复旦大学，把新做出的纸样拿给专家进

行检测分析。同时，他和工人在研究中心不断

改良打浆、漂白等造纸工艺。

探索古纸产业化发展

2016 年底，经过检测，黄宏健制作的开化

纸纸样和理化指标已接近古纸水平。“2018 年

前后，我们完成了对开化纸技艺的溯源。”黄宏

健说。

目前，开化纸已申报了多项专利，细分出

20 多个品类，每年产量两三万张，并被中国国

家图书馆、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等机构采购用

于古籍修复保护。

去年 3 月，黄宏健收到复旦大学邀请，为

该校的录取通知书定制一批专用纸。他欣然

答应，“我们做了 6 种纸样送往复旦大学，选定

后又用一个多月赶制了 600 余张特定尺寸的

开化纸。”

今年，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依然采用开

化纸。“相较去年，我们又做了调整，颜色略黄、

质感更柔，看上去更加典雅。”在黄宏健看来，

这是开拓开化纸使用场景的一个机遇，让开化

纸成功“出圈”，让更多人了解开化纸、喜爱开

化纸。

这两年，前来咨询、购买开化纸的机构、企

业逐渐增多。如今，开化纸不仅用于古籍修复

和书画纸张，还衍生出精美的文创作品，走向

了国际舞台。

黄宏健对开化纸的探索并未停止。2022
年起，黄宏健团队与华南理工大学开展量产合

作，进入产业化探索阶段；同时，他们也在探索

荛花的培育和规模化种植。

“开化纸很‘挺’，但又有点透，摸起来有丝

绸手感，并且不像一般的纸张容易破碎。我相

信，这张薄薄的纸未来能绽放更多精彩。”看着

一张张精心制作的开化纸，黄宏健的自豪溢于

言表。

上图：黄宏健在制作开化纸。

受访者供图

浙江开化县手工匠人黄宏健精心复原开化贡纸制作技艺

荛花开处 古纸新生
本报记者 窦瀚洋

■辽阔的大地 多彩的非遗R

本报北京 10月 22日电 （记者刘诗瑶）10 月 22 日 8
时 10 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运载火

箭，成功将天平三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

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天平三号卫星主要用于地面雷达设备标校和 RCS
测量，为地面光学设备成像试验和低轨空间环境探测监

视试验提供支持，为大气空间环境测量和轨道预报模型

修正提供服务。

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541 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天平三号卫星

本报西安 10月 22日电 （记者龚仕建）记者从中国

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以下简称“西安光机

所”）获悉：该所在阿秒成像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实现了

超宽光谱光源的高分辨成像，相关成果以《超宽光谱的快

照式相干衍射成像》为题发表在《光子学研究》期刊上。

阿秒光脉冲的持续时间极短（一阿秒为百亿亿分之

一秒），是拓展微观物质超快动力学过程研究、揭示多领

域底层物理规律的直接有效手段。然而，阿秒光脉冲固

有的超宽光谱会在成像系统中引入大量色差，不同光谱

成分之间的干扰和极紫外/软 X 射线波段高质量光学元

件的缺乏成为阿秒成像发展的瓶颈。

西安光机所研究团队提出的无透镜超宽光谱成像新

方法，可以从模糊的超宽光谱衍射图中提取出高质量的

清晰单色衍射图，进而实现高分辨成像。该方法大幅度

提升了单发相干衍射成像光源的适用光谱带宽，光谱带

宽和中心波长比可以达到 140%。

我科学家实现超宽光谱光源的高分辨成像

本报太原 10月 22日电 （记者付明丽）近日，《山西

省科技厅关于落实进一步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有关措施

的通知》印发。《通知》提出 9 项具体措施，进一步为科研

人员减负松绑，支持科研人员把主要精力投入科技创新

和研发活动。

在提升项目管理服务水平方面，《通知》提出进一步

完善科技计划管理信息系统功能，为项目归口管理单位

（组织单位）提供查阅资金文件功能；减少各类过程检查，

原则上不在同一年度对同一项目重复检查、多头检查，省

基础研究（自由探索类）项目和实施期三年以下的项目一

般不开展过程检查。

在进一步强化结果导向和绩效导向方面，《通知》提

出推广科研成果多维评价，注重项目成果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贡献与价值，特别是鼓励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从 0
到 1”原始创新等，对取得较多重大成果的单位给予倾斜

性支持。

山西出台措施为科研人员减负

本版责编：肖 遥 曹雪盟 陈世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