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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纸的发明和使用是人

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也很

早就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造纸方法，并且以纸作为物质载

体，形成了一系列的用纸习俗和观念。本文试图通过对

广西壮族的造纸技术与用纸习俗的调查与研究，阐明造

纸这一项重大技术的运用对一个民族文化与思想的贡

献，而用纸所形成的习俗又反过来使造纸技术具有长久

的生命力。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相辅相成，生生不息。

一、广西贡川村壮族的手工造纸技术 

　 　．田野点基本情况1

　 　大化县贡川乡贡川村距离南宁 多公里，距离大100

化县城有 公里，村旁有一条河流过，给贡川村带来22.7

了丰富的水资源，为造纸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全村有

户，共 人，大部分是壮族。水田 亩，旱地950 4150 650

亩，主要作物有水稻和玉米，人均年收入 元。1000 800

造纸是村民最大的收入，也是本村最重要的副业，全村

有 户造纱皮纸，造纸的人均劳力收入为每月 元。560 300

　 　．造纸的原料2

　贡川的“纱皮纸”是用当地叫“纱皮”的一种野生    

植物的皮作为原料，据我们判断，这种“纱皮”是构

皮。由于不断地砍伐，“纱皮”树在本地和周围地区已

经很少了。现在，贡川村造纸的原料都是来自外地，如

隆安、宁明、马山等地。由于这个村子大多数人家都造

纸，所需“纱皮”量很大，所以每个圩日都有七八个摊

点卖“纱皮”。卖主既有瑶族也有壮族。每捆“纱皮”

公斤。“纱皮”分黑白两种，价格不等。晒干的黑50

“纱皮”每公斤在 元左右，晒干的白“纱皮” 每公1.6  

斤是 元左右，为黑“纱皮”价格的两倍。黑“纱皮”3.2

有一层不能使用，在备料过程中要除去，所以黑“纱

皮”的价比较低。“纱皮”树（构树）是野生的植物，

采收“纱皮”有一定的方法。生长 年的小树皮嫩，剥1

出的“纱皮”质量不佳。“纱皮”树要长到两三年时才

能砍伐和剥皮。季节以秋天为宜，春天的“纱皮”嫩，

纤维含量低，质量不好，价格低。而秋天的“纱皮”

老，纤维成分多，“纱皮”质量好，价格也高。一般是

把树龄为两三年的“纱树”砍下，剥树皮，晒干以后，

捆成约 公斤的 捆，就可以运到贡川卖给造纸的人家50 1

了。

　 　．造纸的程序3

　 　（ ）1 浸泡。把原料——干“纱皮”完全浸在水

中，泡两个小时，使“纱皮”充分吸收水分而变软。浸

泡后“纱皮”的颜色不变，如果是黑“纱皮”，浸泡时

水会变黑。

　 　（ ）2 煮料。把泡好的“纱皮”放入大铁锅中，每

投 公斤的“纱皮”就要放 层 公斤的烧碱（ 的比50 1 10 5:1

例。过去没有烧碱的时候，是用石灰）。一般是 ～250

公斤 锅。如果是 公斤，要煮 ～ 小时，如果是500 1 250 8 12

公斤煮的时间就要加倍。煮时，要注意用木棍把纸500

料压下去，以便上面的料也能煮到，煮一段时间要翻一

翻。当“纱皮”煮成黑色并且一拉就断时，就说明纸料

煮熟了。煮熟 锅纸料要费木柴 ～ 公斤。1 250 300

　 　（ ）3 洗泡。把煮好的纸料放入一个长 米、宽5 3

米、深 公分的水池中洗泡。先用清水冲洗纸料，放去50

黑水，洗去纸料表面上的污物，并剔除杂质，然后在池

水中泡半天。纸料由黑色变成黄色。

　　（ ）4 漂白。按 的比例，把一定的漂白粉（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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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没有漂白粉的时候，是用石灰）放入编织袋中，再放

入水中，使漂白粉充分溶化在水中，其杂质则留在袋子

中。然后把“纱皮”放入调好的漂白粉水中浸泡两小

时，并用手和铁钩常常翻动。“纱皮”就变白变软。

　　（ ）5 打浆。传统打浆：一般是男子打，用双手各

拿木制工具在 个 米长、 公分宽的木板上打，打浆工1 2 50

具手握处是一圆柄，打浆处是方形。每打 团约 公斤左1 2

右的“纱皮”料，要花费三四个小时，边打边翻，要打

得又细又均匀，费时费力；机器打浆：改革开放后才开

始使用，用机器打浆，分粗打和细打两个过程，一次可

以打 公斤，每次打 分钟就行，省时省力。300 30

　　（ ）6 备纸药。纸药起粘合剂的作用。贡川村有种

叫“茛尾”（音）的灌木小树的叶子就是纸药的原料，

汉话叫它胶树叶。将胶树叶晒干，捣成粉末备用。 立1

方水中放 公斤捣细的胶树叶，纸药宜在锅开水沸之1.5

前放入，煮约 ～ 分钟即可。一锅纸药可以用 天。30 40 10

　　（ ）7 抄纸。在抄纸槽中放入 公斤打好的纸料，放4

入半池水，加入一小桶纸药水，就可以开始抄纸了。用

一个本地产的抄纸器抄纸，它是一种活动式抄纸帘。抄

时把抄纸器先往槽里送，舀起纸浆，再左右回荡，使纸

浆均匀。用一个竹制的隔尺（控制纸的规格）把多余纸

浆用隔尺除去。然后把纸扣到湿纸台上。扣纸时，先放

内侧的湿纸，再慢慢向外，并一手向前推帘子，以至全

部湿纸放到湿纸台上。

　　（ ）8 压榨。在有滤水浅槽的水泥台上约抄纸 张800

就压榨，压榨 ～ 个小时，一边是铁架，用大木头作为2 3

平衡器，另一边是石头吊，每个石头约重 公斤，共150 4

个石头。过去是用木头架， 世纪 年代以后才改用铁20 60

架。抄得快时，一天可压两次，共约 张。加压后，1600

纸的宽度和长度都会变得更大一点。

　　（ ）9 揭纸和晒纸。从纸台上将纸揭下，应立即贴

到墙上，用棕刷子来回轻刷，使其均匀地粘在墙上。晒

的时间看天气状况决定，快则 天，慢则 ～ 天。干后1 3 4

揭起。也有在火墙上烤纸的。

　　（ ）10 计数。 张纸为 连（刀）， 张纸为40 1 400 1

把。一般每公斤纸（ 张）可售 元。60 13

　　工具：铁锅。直径 米、深 米，安放在大灶上；2 1.8

抄纸帘。长 厘米、宽 厘米，用细竹做成；抄纸槽。60 53

长 厘米、宽 厘米、高 厘米，现为水泥砌成。130 150 50

　　根据以上壮族造纸工序可看出，这是典型的抄纸法

造纸，与中国内地的传统造纸法相近。这种纱皮纸的特

点是强度大，防虫蛀，较洁白，拉力也很大。

　　 ．纸帘的生产4

　　制作纸帘工具主要有特制的刀、拉线架和编帘架。

纸帘制作过程是：

　　（ ）1 制作竹丝。取本地产的一种竹子为材料，这

种竹子的特点是节与节之间很长，达 米以上，壮语叫1

“国衮”（音）。这种竹子现在本地已少，要去县城才

能买到。按照客户需要（竹帘的大小一般是长 公分，60

宽 公分），取一定长度的竹子，用特制的刀把竹子劈53

成两半，用二分法一直分下去，最后竹子被分成了细

丝，仅有 毫米细。把竹丝的两头削圆，先把细竹从拉1

线架的较大的凿孔中用力拉出，再从较小的孔中拉两次

即成。每根竹丝都是以同样的方法拉出来，这样就保证

了每根竹丝都是一样的粗细。 个竹帘需要 根竹丝，1 500

且每一根竹丝都是同样的粗细、均匀和浑圆。用这种精

细的竹丝编成的帘子才会很平滑和细腻。

　 　（ ）2 编制竹帘。细竹丝准备好后，就可以开始编

竹帘了。编帘架有 条像尺子一样有刻度的横木，在横1

木上放的线就决定了所编的竹帘的线数和线间距。线下

面悬挂着对等的两个直径 厘米的水泥圆球，其作用是1

拉直编织帘子的细线。一般两边和中间的线设计得比较

密，使编成的帘子比较结实耐用，但也可以灵活调整。

过去人们是用棕榈树的棕线来编帘子，现在已经改用渔

线代替棕线了。编纸帘时先编上 片竹条，然后将 根竹1 1

丝放在竹条下，前后拉对等的泥球，把竹丝编上去。再

不断重复， 个帘子要编上 多根竹丝和两指宽的竹片1 500

作为边，竹帘才算完成。这种工作很细致、费时，手快

的 天能编 个帘子，手慢的 天编 个。每个帘子的售价3 1 4 1

是 ～ 元。他们村制作的帘子不仅供本地的纸工，还15 20

有平果等外县的纸工来买，最远销往广东。

　 　我们曾调查过白、瑶、彝、哈尼等少数民族的抄纸

法造纸，但这些民族都不能编制纸帘，而是从四川等地

购买。所以，壮族制帘技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壮族手工造纸的历史与民俗

　 　．手工造纸的传说与历史1

　 　纸的发明曾经促进了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在人类的

文化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广西壮族的手工造纸也对

当地的文化、思想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人们

对其历史知之甚少。

　 　广西山清水秀，气候温热，湿润多雨，植物生长茂

盛，丰富的水资源和植物资源为广西的手工造纸提供了

优越的条件。当地的多数纸工都说他们祖祖辈辈都是造

纸的。但是贡川的造纸历史究竟起源于何时已不可考。

当地人也不知道他们的祖辈从什么时候开始造纸，也说

不清造纸技术是从哪里来的。但是他们用传说和故事来

弥补这个缺撼。下面是当地流传的关于纱纸的故事。

　 　传说，在汉朝的时候，有一个孝子叫董允，他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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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顺母亲。但是母亲却不幸得病死了。他很悲伤，就想

写一篇祭文悼念他的母亲。但是，当时的纸很脆，是用

渔网和破布做的。他想用一种更好的纸来抄写祭文。就

试着用纱皮做，但是，每一次抄出来的纸都是烂的。他

想到母亲死了，他却不能做出一张好纸来写祭文，就大

哭起来，眼泪和鼻子流到了刚刚抄好的纸上。压纸时，

却发现有鼻子眼泪的地方纸不烂。他想可能是这些东西

的粘性起了的作用。后来他在山上找到一种有粘性的叶

子——胶树叶。把这种叶子的粘液加入纸浆后，终于造

成了纱纸。

　 　这个故事乍一听使人觉得与历史的、真实的东西差

得很远，但是仔细分析起来又能够看出一些历史的真

实。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随着造纸技术一起从中原流传来

的、经过本地创造性加工的故事。故事形成的年代不会

太早。广西是一个壮族、瑶族的聚居区，有着自己不同

的文化来源和特点，但是汉文化一直对它有持续和强有

力的影响。壮族、瑶族人民不仅从中原学到生产技术，

也吸收了汉文化的思想和观念。这个故事就反映了这样

一种情况。故事像是发生在中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

中，时代是汉朝，也提到纸曾经是用渔网和破布做。这

两点都是中原造纸史中的一些真实片断。同时故事也反

映了典型的孝道的观念，提到了祭文和书写。我们认为

这些东西是随着中原的造纸技术一同传到广西的。但是

这一故事的要点却不是这些，它的主题是胶树叶（纸

药）的发现和运用，并形象地讲述了这一重要技术创新

发现的过程，是壮族劳动人民对这一技术创新的朴素的

解释和理解。我们认为这一主题涉及了壮族人民对本地

植物资源的利用以及中原造纸技术的本土化，是壮族纸

工智慧的结晶。但是，就像所有劳动人民的发明一样，

它不是某个人的发明，而是群体经过长期实践得来的经

验和成果，并常常慷慨地把自己的发明奉送给别人。在

这个故事中，他们把纱纸的发明给了一个叫董允的人。

　 　据有关资料介绍，道光年间贡川就已经出产“纱

纸”，人称“贡川纸”，是颇有名气的。对贡川手工造

纸的详细的记载是 年的统计资料。据《壮族通史》1937

说：“那马县产纱纸多属上等尺作纸，年产九十二万一

千余斤，约为一万零二百余担，其中大部产于贡川圩，

人称贡川纸。贡川纸纸面光滑，纤维组织精细，硬度较

高，颜色洁白，无杂质黑点。故都安、隆山、那马三县

纱纸的质量，以那马县贡川出产的为第一。”从 年1937

贡川纱纸的产量可以看出，当时的手工造纸已经形成了

较大的规模，也有很高的声誉。当地 岁的壮族老人向86

朝瑞说，解放以前，制伞业、扎纸业、制扇业、爆竹业

这几种手工业完全依赖于贡川的纱纸生产。那时对纱纸

的需求量更大，贡川的造纸的人家更多。例如，宾阳县

以制伞闻名四方，它每年大批从这里购纸作为原材料。

因为纱纸韧性好、拉力大，堪与布相媲美。宾阳制伞人

用桐油或用猪血加石灰涂在纱纸上，就做成了伞面。纱

纸还大量出口南洋。贡川人近百年来就一直把造纸作为

一项重要的生计，一辈传给一辈。贡川人从小就看着父

母造纸，十二三岁就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活，十八

九岁就已经成了一名熟练的纸工。

　 　解放以后，贡川手工纱纸生产也没有中断。 年1949

以后，国家提倡国有化和大工业生产，实行了一系列的

国营化和集体化的政策。一些与国民经济关系不大，没

有形成规模的手工业和手工作坊就没有被纳入集体化，

手工作坊倒闭，工人流失，手艺濒临失传。而贡川手工

造纸历经百年，已经形成较大的规模，且与人民的生活

息息相关，所以解放后也受到了一定的重视。 年，1954

为了响应“合作化”的号召，成立了贡川纱纸厂，属贡

川公社。当时，许多人家的纸槽都搬到了厂里，共有

个，工人也基本上是村里的年轻力壮的熟练纸工，118

达 人。纸工按照供销社制定统一的规格来生产纸366

张，产品由供销社统购统销。工人的工资是由出勤、产

量、质量来定的。在 年时，工人的工资大约是每人1979

每月 ～ 元。工人一般 天能抄纸 ～ 张。改革30 40 1 600 800

开放后，国家允许个体造纸，村里的各家各户先后把自

己的纸槽搬回家，重新开始了传统的家庭作坊式的个体

生产，纸厂解散。从 年起，贡川的家庭作坊式手工1980

造纸一直快速地发展，最近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点。

现在，纱纸也出口到了马来西亚。纱纸还被裁成大约一

指半的宽度，卖给银行捆钞票用。扎纸业生意依然兴

隆，每天需花费大量的纱纸。

　 　．用纸习俗研究2

　 　因为有了造纸技术和纸产品，才会形成用纸习俗。

但是，用纸习俗会反过来促进造纸的持续和发展。贡川

的手工造纸从来不曾中断过，并有相当大的生产规模，

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这是因为当地人有自己的一套

用纸习俗，纸与当地人民的需求息息相关，在社区的物

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功能。为了能够

比较详细地了解壮族人民的用纸习俗，在调查中，我们

竭力从村民 天、 年和 生 个不同的层面来看当地人民1 1 1 3

生活与手工造纸的联系。从村民 天的用纸中，我们就1

可以看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用纸习俗；从一年四季的

无数个节日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 年中的节庆礼仪1

中的用纸习俗；从人们 生中的生老病死、结婚成年的1

重大事件中，可以看到人生礼仪中的用纸习俗。

　 　（ ）日常生活中的用纸习俗1

　 　贡川壮族人民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纱纸。过去，纱纸

最重要的用途是作为书写工具，它是壮族人民学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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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接受教育的主要物质基础，也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

媒介。除此之外，糊窗户用纱纸，天雨时用纱纸做的纸

伞，天热时用纱纸做的纸扇。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机

制纸和一些新的材料部分代替了纱纸，但是纱纸的用途

仍然很广。尤其在写一些重要契约时，纱纸是必不可少

的。纱纸比机制纸经得起岁月的侵蚀，由于在制作过程

中用石灰泡过，还有抗虫咬的功效。所以，过去重要文

书——地契都是用纱纸写的。 岁的老人向朝瑞给我们86

看了两张 年代初的地契， 张是用纱纸写的，保存得50 1

非常完好，地契的字迹清晰，纸质牢固而有韧性，看起

来还能很好地保存几十年； 张是当时人民政府分田地1

时发的地契，用机制纸写，上有很多小洞，显然已经被

虫所咬，纸质变脆、发黄，字迹已不甚清晰，看来难以

再长期保存。这两张地契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从中

我们能够看出民间技术的优越性。

　 　（ ）节庆礼仪中的用纸习俗2

　 　在贡川壮族 年 个月的节庆礼仪中，用纸习俗更1 12

是体现得丰富多彩、淋漓尽致。贡川村月月有节，每个

节日都有烧纸的习俗。最隆重的节日也是春节，要烧冥

钱、贴春联、吃团圆饭、放爆竹。每件事都离不开纱

纸。而正月十五、清明和七月半用纸量最大。正月十五

元宵节，家家都要做灯，挂在自己的门口。人们把各种

颜料涂在纱纸上，再用五颜六色的纸做成各种各样的

灯，有花鸟虫鱼、飞禽走兽以及人物。里面放灯泡或蜡

烛，一到晚上大放光芒，非常美丽。还有耍龙和耍狮子

的活动，而龙和狮子也都是用纱纸做的。清明节，每家

每户上坟扫墓，祭拜祖宗。祖宗的冥衣冥裤、鞋袜毛

巾，坟上插的坟旗、坟标都是纱纸做的。七月半是鬼

节，节日从七月七开始，一直持续到七月二十，天天都

要烧冥钱。还要按性别的不同来做纸衣纸裤，并分别放

在两个大纸包中。一个纸包烧给男性祖先，一个纸包烧

给女性祖先。里面放有衣裤鞋袜，帽子面巾。包上右联

写“某年七月十四某家子孙化寄”，中联写“中元节谨

寄香烛财帛果饼恭奉某氏高曾祖考（妣）查收”，左联

写“外鬼无名不得争夺”，就像邮寄一个包裹。为什么

冥钱冥衣一定用纱纸做呢？而不烧价格比较便宜的机制

纸做的冥品呢？这与当地的民间信仰与传统心理习惯有

关。纱纸积淀着特殊的文化观念，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地

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使人们相信纱纸比机制纸能够通

灵，能沟通人与鬼、此岸与彼岸之间的交流。

　 　（ ）人生礼仪中的用纸习俗3

　 　贡川的壮族人民在一生中的每个重要关节都与纱纸

有密切的关系。生与死都要使用大量的纱纸。在人生的

起点——新式或旧式接生中，纱纸都是重要的必备之

物。在新式接生中，纱纸经过高温、高压消毒。接生用

的纱纸是比较厚的纸，是一次性的，大约一位产妇需用

纸 ～ 张。而人生的终点——丧葬仪式是贡川村壮族10 40

人一生中用纱纸最多的一次，尤其是高寿的老人。当地

人说：“六十得一马，叫六马”，认为 岁以上的老人60

死可以骑马走，因此要扎纸马。一个纸马要用纱纸 ～20

张。还要为他盖 所 层楼的纸房子，需用纱纸 张，30 1 4 40

出殡的时候随棺材送到坟上。家里要置放灵位，用纱纸

张、花纸和机制纸 张做成， 年后才能烧掉。有条10 30 3

件的还要做 乘纸轿子和 簇纸花，需用纱纸 张。除此1 1 15

以外，大量的纸钱是必不可少的。死去一位老人至少要

用 多张纱纸。100

　　与前面的节庆礼俗结合来看，纱纸与鬼、祖先和死

（从阳世到阴间的转变过程）有一种直接的关联。纱纸

是承载人与另一世界相互之间交流符号的物质载体，是

当地人民与鬼神对话的具体的、可见的形式。只要信仰

不变，人们是不会随意改变这一形式的。但是在非神圣

领域，如日常生活习俗中，人们很容易地会改变自己的

行为和习惯。纱纸也曾经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重要媒

介，但是当地人很快地用机制纸取代了纱纸。

　 　（本文的调研工作得到广西民族学院万辅彬教授、

韦丹芳硕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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