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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夹江手工竹纸制作技艺与现状调查研究 
邓倩蓉  隋长强  卢金兰 

（湛江科技学院  湛江市  524000） 

摘要：有“蜀纸之乡”之称的四川夹江，纸乡文化深厚，手工造纸历史悠久，一千余年来，遗法传乡里，这里的人们世代“以

纸为生、以纸为利”，以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愫，质朴地固着纸乡祖辈们“古法舀纸”的技艺，不离不弃，一代代地传承发展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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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夹江竹纸历史 

夹江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东临乐山，南近峨眉，西接洪雅，

北连眉山，是自古以来四川省内重要的交通枢纽，古有“蜀之良邑”

和“西蜀名区”之称，是著名的“蜀纸之乡”。四川夹江竹纸最早

可追溯到唐代，所产竹纸自唐天宝十八年（731 年）以来，以质量

佳、品种多、规模大、技术精，历史悠久著称。夹江手工造纸有着

一千余年的历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手工竹纸不断积淀着深厚

的纸乡文化，不断孕育出浓厚的地域风情，形成了特有的地域文化

形态和乡土文化传统。 

夹江马村乡造纸最早的槽户石、杨两家均是明清时期“湖广填

四川”的移民浪潮中迁移到此。民国 9 年，石子青参加四川省劝业

会评比，所造“贡川纸”荣获头等奖。民国 16 年到 18 年，石子青

的“粉贡川纸”、“粉连史纸”又连获夹江县劝业局的奖状。省长杨

庶堪题赠“保我富源”的匾额予以嘉奖；夹江县劝业局长王泽苓等

题赠“挽回利权”的匾额，以表彰石子青造纸“精益求精，质量优

美，信誉昭著”。[3]抗战期间，著名画家张大千先生先后两次来到夹

江石家纸坊，与石子青的儿子石国良及作坊的师傅们一起改良了连

史纸，在纯竹料中加入一定比例的棉、麻纤维，在纸浆中配入一定

比例的白矾、松香等，改进后的连史纸质地绵韧、洁白细嫩、丝路

清晰，宜书宜画，被命名为“蜀笔”。1983 年 11 月，夹江县人民政

府为了纪念张大千先生对夹江书画纸作出的贡献，命名夹江书画纸

为“大千书画纸”。[4] 

夹江竹纸历史悠久，现夹江县迎江乡古佛寺遗址保存着清代道

光十九年镌造的造纸记事石碑，碑名为“蔡翁碑叙”。“蔡翁碑叙”

是夹江县现存完好，年代最早的，记载造纸历史和技术的古代石碑。

四角钻尖顶碑盖，高 1.8 米，阴刻且竖排，行文由右至左，约 500

余字。“蔡翁碑叙”不仅记载了中国造纸术的发展史，而且将夹江

传统手工造纸术的 72 道工序浓缩为二十四字：“砍其麻、去其青、

渍其灰、煮以火、洗以水、舂以臼、抄以帘、刷以壁”。夹江手工

造纸正是遵循上述方法，在夹江土地上传承了一代又一代，被人们

称之为“师承古法，一丝不苟”的典范。 

二、传统竹纸制作技艺 

夹江手工纸以“竹”为主要原料，制料造纸方法为熟料生产法。

所谓熟料生产，是将嫩竹砍伐后，放入池中，使用石灰和水浸泡外，

还要经过灰蒸和碱煮两道工序。熟料造纸工序虽为繁琐，但原料经

过蒸煮后，竹纤维变得柔软细腻，制成的纸张纹理较为细致，纸面

光滑，手感柔和，纸质较优。 

熟料生产工序从原料采集、辅料备制到抄捞成纸，共 21 道环

节。21 道环节分别是：1、砍竹取麻（俗称砍竹麻）；2、水沤杀青

（去其青）；3、槌打选料；4、浆灰；5、头锅蒸煮；6、舂竹捣麻；

7、淘洗；8、二锅蒸煮；9、淘洗去污；10、沤料；11、打堆发酵；

12、捣制纸料；13、淘料漂白；14、淘洗去氯；15、打槽加药；16、

抄捞成纸；17、压榨去水；18、起张打吊；19、刷壁晾晒；20、验

纸；21、切割。 

学习造纸是一个艰辛而又漫长的过程，与麻纸相比，生产竹纸

所用的周期较长，生产工序更为复杂，劳动强度大。竹纸制作过程

中不仅需要勤奋，更需要悟性，有些工序中的细节似乎到了只可意

会不可言传的地步，比如抄捞成纸的工序，“厚薄由人手法，轻荡

则薄，重荡则厚”。[5]轻荡则是纸帘入槽时要轻，荡起的纸料少，抄

出的纸偏薄；重荡则是入槽时用重力荡起较多的纸料，抄出的纸偏

厚。不同品种和用途的纸张厚薄不一，需要抄纸师傅凭借实践经验

去掌握和体会。同时，这道工序也是最费力的，抄纸师傅站在纸槽

旁重复着舀水、抬起竹帘、竹帘上的湿纸置于纸凳上、压榨去水等

系列动作，每次抄纸需承受的重量约 20 公斤。 

三、当下夹江竹纸技艺的传承隐患 

据统计，现夹江手工竹竹纸的品种已从明清时期的三四十个发

展至 300 有余，幅面也由最初的 2 尺、3 尺发展到 1 丈 2。[6]手工纸

按原料可分为纯竹浆纸、竹麻混料纸、竹草混料纸（龙须草）；按

照颜色可分为白色纸和染色纸；按照纸的用途可以分为文化用纸

（本色纸和漂白纸），生活用纸和火纸（祭祀焚烧用纸）。随着时代

变迁，人们生活习俗和价值观念的改变，这项有着辉煌历史和高超

技艺的传统技艺如今面临着传承断档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

面。 

1.原料短缺 

夹江县境内无论山地平原，沟坎河沿，处处皆竹林，遮天蔽日，

夹沟夹河，成为夹江的标志之一。当时最佳的造纸原料为嫩竹的白

夹竹和水竹，此时的嫩竹肉头厚且纤维组织发达，纤维组织不太硬，

便于沤制分解，所造竹纸洁白、平整、绵韧、吸水和纸质细腻等特

点。清代康熙二十二年（公元 1683 年）起上贡朝廷，用于皇室家

族。夹江原有数万亩白夹竹和水竹的竹林，而今成片白夹竹和水竹

在夹江境内很难找到，其主要原因有：一是过去“以粮为纲”政策

下进行毁林开荒，竹林成为农田或茶地；二是根据《夹江县志》记

载：“1982 年，全县竹区社队又发生竹蝗危害，马村、中兴、漹江、

迎江等 4 个公社受灾最重”。“1985 年马村、中兴、茶坊、吴场等乡

的 10 个村，再度发生竹蝗、柏毛虫，危害面积达 2525 亩”。三是

篁锅蒸煮后的碱水沿河流排放，污染了环境；四是造纸原料过度砍

伐。 

2.从业者老龄化加剧 

目前为数不多的技艺精湛的抄纸师傅老龄化较为严重，受教育

的程度多为小学，日常沟通交流仅限地方方言，很难用普通话进行

交流学习，然而他们却有着几十年积累下的丰富的实践经验。由于

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很难把自己多年来总结的经验与技术上升到一

定的理论高度，这极大地限制了竹纸技艺的传承。 

竹纸制作工序繁琐，尤其是抄捞成纸的环节，抄纸师傅无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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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秋、冬都要以纸槽、滑子池、竹帘、纸凳、纸榨等为工具，反

反复复地操作，既费力又枯燥乏味。抄捞成纸工序属于湿活，同时

冬季的水中微生物较少，水质较纯，更适合造纸，所以，即使在寒

冷的冬季也要在冰冷刺骨的水里进行抄纸工作，抄纸师傅的双手时

常被冻伤。纸乡特有的“子承父业”的传统授艺观被打破，现在的

纸乡后人往往没有耐心并且吃不了苦，40 岁以下的年轻人多数选择

离开家乡外出打工，致使当下从事造纸的师傅几乎都是中老年人。

在实地调研中遇到的两位抄纸师傅再次得到证实，杨满元（1950 年

出生，夹江县马村乡金华村人）和马文成（1960 年出生，夹江县马

村乡金华村人）。老龄化导致手工造纸艺人出现了青黄不接及断层

较为严重的局面。这使得夹江竹纸制作技艺的传承面临着后继无人

的困境。笔者于 2019 年 3 月采访国家非遗传承人杨占尧的孙子杨

宏伟，那时他正在县里上班，只有闲暇之余到纸坊帮忙，由于对工

艺流程有所了解，所以主要负责接待和解说工作，对于更详尽的工

艺学习不深入，同时不懂抄纸工艺。现在的纸坊只能通过聘请老一

辈的技师，倘若不久的将来，技师因年龄和身体健康的限制，而无

法劳作，技艺就很难再延续到下一代。 

3.竹纸技艺工序繁杂难学 

谚云：“片纸非容易，措手七十二。”竹纸制作的大小工序有 72

道，无论从砍竹取麻还是最后的切割，每道工序都需十分严谨，否

则成纸效果不佳。传统竹纸制作工艺较为复杂，尤其是抄纸等关键

环节，技术难度很大，技术好的抄纸师傅抄纸速度快，纸张厚薄均

匀，四角平整，无水滴纸孔，无起皱起泡，厚薄轻重全凭抄纸师傅

手上的功夫以及个人感悟。这种熟能生巧的技术没有三年五载的磨

练是很难达到的。 

抄纸前，抄纸师傅将纸药加入纸槽中与纸浆混合并搅拌均匀，

即可荡帘。抄制一定数量的纸张后，查看纸槽内的粘液稠度及抄制

情况，根据经验再补加纸药。若没有及时补加纸药，则会引起一些

“纸病”，一是纸槽中的竹纤维出现沉降，不会浮于水中，沉降槽

底后，竹纤维会缠绕成束，发生絮聚成团的现象，导致纸浆稠度不

均匀，抄出的纸张厚薄不均；二是翻帘时湿纸容易从帘上脱落下来，

不滞帘；三是湿纸抄出后，纸面缺少润滑性，将叠在一起的湿纸压

榨去水，静置一夜成为半湿纸，对其进行逐张揭开时，易揭破，因

为半湿纸缺少粘液，纸与纸之间便会出现粘连现象。 

抄纸师傅除抄纸外，还需要对竹帘等抄纸工具进行再加工和修

补工作。竹帘购买回来后不能直接用于抄纸工作，需要对其进行加

工处理，如缝补尾线、帘柱子、水篦子、母刷子，当地人称“吊帘

子”。缝补尾线，缝补竹帘两端的尾线，即尾担与帘担处，两端尾

线厚薄不一，尾担的尾线相对帘担的较厚，这是因为竹浆自尾担处

流出，所以加厚一些，以便控制纸的厚度。抄纸师傅一针针地进行

缝补，缝补尾线大约需要 1 小时。加工帘柱子,抄捞成纸后置于纸凳

之上，需要将竹帘与湿纸掀开，并来恢摆动一次帘柱子，使得竹帘

与湿纸分离，易造成帘柱子与帘刷子衔接处的鱼线断开，抄纸师傅

在帘柱子上每隔 20mm 钻一个小孔，用针线穿过小孔，与刷子进行

缝补，使其进一步固定帘柱子。加工后的竹帘不能直接用来抄纸，

需置入清水中浸泡 24 小时，增加刷子的任性，降低其收缩性，确

保在后续使用中不易发生变形。竹帘属于易损耗的器具，在后期抄

纸工作中，抄纸师傅需要自行进行修补，既节约成本，又提高工作

效率。 

4.城镇化进程加快 

如今的纸乡，荒废的纸厂林立，遍布于山间各处。城镇化进程

的快速发展，使得当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随之发生了变化，人们的

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居住环境以及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也在发生

改变，这使得传统手工艺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峻地挑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质决定了学徒在短期的学习过程中很难

达到熟练掌握其制作技艺，并能以此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当下社会

多趋于利，学徒在学习一段时间后，若没有得到一定生活上的保障，

加之所学技艺短时间内难以学成，最终导致半途而废，难以传承。

竹纸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是城镇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5.手艺人的社会地位 

“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对于手艺人而

言，手艺是满足生活需要的手段，是手艺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原始动

力。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得以提升，若原始动力

不存，则手艺就无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延续乃至发展。抄纸是

造纸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道工序，付计件工资，属于纸坊中工资最

高的岗位，每抄湿纸一刀（100 张）所得报酬为 20 元，即每抄湿纸

一张则为 2 角。技艺高超的师傅一分钟可抄 2 张湿纸，一刀纸需要

抄 50 分钟，一个小时可抄纸 120 张，白天工作 10 个小时，可抄纸

1200 张，晚上不抄纸。由于计件，所以除了中午吃饭的时间外，抄

纸期间不会休息。抄捞成纸是所有工序中最费力，最能考验技术的

环节，所得与手艺付出不匹配，生产热情和成就感得不到满足，社

会地位低下愈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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