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第 1期 《造纸信息》

纸论坛Paper Forum

传承非遗，延续文明：

铅山连四纸制作技艺当代价值与保护策略分析
□ 申绍云

摘 要：铅山连四纸制作技艺于 2006年 5月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名录，其产品铅山连四纸于 2016年 12月被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铅山连四纸制作技艺既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又是良好的商业资源，其保护与利用的融合推进十分紧迫。文章拟从政

策资金支持、培养传承人群、创新多样产品、开展文化体验游等角度，分析其保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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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四纸，又称“连史纸”。铅山造纸始于后汉，宋元
时已声名远播，明清达至鼎盛。明万历《铅书》载：“铅山
唯纸利天下。”清同治《铅山县志》则云：“铅山土物，纸
为第一。”清末民初，产量有所下降；解放前夕，产量又
大降；“文化大革命”期间停产，1979年恢复生产；20世
纪 80年代末期，铅山连四纸制作几乎绝迹。2006年 5
月，铅山连四纸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名录后，江西省含珠实业有限公司在连四纸
原产地———铅山县天柱山乡浆源村建设连四纸制作技
艺传习所，成功恢复了连四纸 72道工序古法制作技
艺。

铅山连四纸制作技艺是以毛竹为原料、纯手工完
成多道复杂工序的造纸技艺，“片纸不易得，措手七十
二”是对其的生动描写。其拥有良好的发展条件，工艺
考究且自成体系，因而产品品质极高。

铅山连四纸制作的发展兴旺，得益于铅山良好的
造纸和运输条件。铅山地处武夷山脉北麓，属中亚热带
温湿型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植物生长
十分繁茂，全县森林覆盖率超 70%，山林面积约
16.7hm2，活立木约 560万 m3，毛竹面积约 3.3hm2，活立
竹 6 000余万根，为造纸提供了丰富的燃料和原料。境
内山峦纵横、溪流密布，形成了东部的铅山河、中部的
杨村河、西部的陈坊河，长年流水为造纸提供了充足的
水源，三条河流则解决了连四纸的运输问题。铅山县河
口镇因处于信江与铅山河汇合处，成为周边省区的货
物集散地，明清繁盛时号称“八省码头”，其中便以纸
张、茶叶为大宗。

铅山连四纸制作技艺完整流程包括制竹丝、腌料、
自然漂白、打浆洗浆、抄纸、焙纸、选纸打包等七大主要
环节，每一环节又分为多道工序，如制竹丝包括砍竹、
坐山阴干、发酵、验丝、剥丝、槌丝、洗丝、挂晾竹丝、整
理等工序。铅山连四纸制作技艺复杂讲究，生产周期长
达一年，选料要用立夏前后将要长出两对芽叶的嫩竹，
且同批次使用的竹子必须老嫩一致；要以当地清泉为

水源，用当地水卵虫树、野生猕猴桃藤等配药，使用土
法提取的土碱（竹碱）；纸料需经几个月的日晒雨淋，期
间加入碱蒸与洗涤工艺，使之自然漂白。这项技艺凭经
验驾驭，虽无理化指标，但技艺传承自成体系，凝结了
造纸工人的经验智慧。

铅山连四纸品种多样，其主要品种有连四、海月
连、龙排连、改良连、大匹纸等。其中，普通连四较为常
见，龙排连较普通连四厚，改良连不渗墨、不晕墨，海月
连不透水，大匹纸又名“冲宣”，多用于民间印制谱牒。
铅山连四纸品质上乘，具有纸质洁白、细嫩绵密、平整
柔韧、防虫耐热、永不变色等特点，享有“寿纸千年”美
誉。明高濂《遵生八笺》将其列为元代精品，赞其“妍妙
辉光，皆世称也”。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多处记载，并给
予其很高评价。铅山连四纸应用广泛，旧时，贵重书籍、
碑帖、契文、书画等多用之，明版《十七史》、清版《古今
图书集成》等书即用上等铅山连四纸印制。当代，铅山
连四纸还用于古籍修复等。

铅山连四纸制作技艺传承千年，历史上不仅对传
播文化、延续文明发挥了积极作用，许多字画、印谱、拓
本等均赖其传世；而且还是一方百姓的生计依赖，清中
期做纸工人占全县人口的十分之三四，仅铅山县河口
镇开设的纸店、纸号、纸栈、纸庄就有百余家。当代，铅
山连四纸制作技艺的价值更加丰富。

铅山连四纸制作技艺复杂精湛、传承自成体系，是
历代造纸工人智慧的结晶，蕴含了丰富的科学内容，难
以完全用现代技术和机器生产替代。正因如此，铅山连
四纸制作技艺于 2006年 5月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截至 2020年 12月，全国有 1 372
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共同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名录的传统手工造纸技艺还有宣纸制作技艺、
皮纸制作技艺、傣族和纳西族手工造纸技艺、藏族造纸
技艺、维吾尔族桑皮纸制作技艺、竹纸制作技艺及楮皮
纸制作技艺等 8项。按照申报地区或单位进行逐一统
计，包括 20个子项，铅山连四纸制作技艺名列其中，实
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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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山连四纸制作技艺独特，且采用天然漂白，不加
化学添加剂，是真正的绿色环保产品，为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用途广泛，深受欢迎，因而具有良好的市场
价值。其是品质上乘的文化用纸，用来印制书籍，清晰
明净，久看不易倦目；以其修复古籍，修旧如旧，绵薄柔
韧；受到国内古籍印制、古籍保护单位的青睐，杭州西
泠印社、国家图书馆等都曾定点采购铅山连四纸。此
外，铅山连四纸用于印谱拓片，其效果饱含墨韵，纤毫
毕现；用于书写作画，其效果着墨即晕，气韵生动，历来
为国内外书画家所爱重，是馈赠亲朋的优佳之选。

铅山连四纸制作技艺流程包括七大主要环节及若
干个子工序，用“片纸不易得，措手七十二”来形容的确
名副其实，是开发国家级非遗观赏游、传统造纸工艺体
验游的重要资源。连四纸制作技艺传习所所在地天柱
山乡浆源村竹青水碧，天柱山乡西南有河红茶主产地
佛寨茶园，乡东北畲族集聚地叠石村青山环抱、鸟语花
香，境北高坡岭为葛仙山风景名胜区的组成部分，一乡
之内生态优美、景观丰富，为综合开发美丽乡村游、民
族文化游等提供丰厚的资源支撑。若放眼铅山县，则有
世界双遗产地武夷山、国家 4A级景区鹅湖书院等丰富
旅游资源，是建设文化遗产主题游线路的坚强保障。

铅山连四纸制作技艺是良好的商业资源，更是重
要的文化遗产，实际上其商业价值的实现，有赖于其作
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存续。所以无论是开发产
品，还是发展旅游，必须在保护其技艺的真实性、完整
性、传承性的前提下进行，不能盲目地进行破坏性开
发，要将非遗的保护传承与资源开发利用融合实施、一
体推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 2011年 6
月实施以来，各级政府、文化部门、新闻媒体、研究机构
等主体各自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如文化和旅游部
（原文化部）根据年度计划和各项目保护单位保护计
划，会给予一定项目保护传承经费。但由于要保护好铅
山连四纸制作技艺，该项目保护单位江西含珠实业有
限公司不能大规模采用机械化生产，而传统手工造纸
生产效率低、周期长、成本高，导致公司工人劳动强度
大、工资低、竞争力不足，从而造成年轻人从业意愿不
高、保护难度大等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应加大政策资金
支持力度，如依法给予江西含珠实业有限公司一定的
税收优惠，对于造纸厂房用地给予优惠政策，提高保护
传承经费等。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掌握着非遗丰富的知识和精湛
技艺，是非遗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是非遗活态传承
的代表性人物。截至 2020年 12月，铅山连四纸制作技
艺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1人（章仕康）、省级代表性
传承人 1 人（雷乃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 4 人（冯清
静、付冬林、汪玲玲、周积火）。从代表性传承人梯队来

看，尚无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且雷乃旺已 72岁，急需扩
大代表性传承人队伍。作为该项目的保护单位，江西含
珠实业有限公司一方面应着力培养现有工人，提高其
技术能力和知识水平；另一方面应引入具有较高知识
水平的青年人才，或者委托职业院校定向培养高技术
人才。

铅山连四纸主要用于古籍印制与修复、书画创作
及印谱拓片等中国传统文化实践领域，目前来看消费
群体有限，所占市场份额较小。而江西含珠实业有限公
司已经进行了产品创新实践，开发了用连四纸制作的
高档书封面、料饼、个性名片、名信片、商标、折扇、手提
包等新产品。为巩固和扩大市场，江西含珠实业有限公
司应严格按照其参与起草制订的《古籍印刷连四纸》江
西省地方标准生产古籍印刷连四纸，满足国家图书馆、
西泠印社等古籍印刷和修复单位所需；还要根据不同
消费层次群体需求，增加生产匹配等级的产品种类；同
时要加大力度设计与连四纸相关的创意产品，走连四
纸增值新路径。

当前，人民对美好文化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发展
体验式文化游正当其时。铅山连四纸制作技艺可以开
发成传统手工造纸工艺观赏项目，若干工序可以发展
为传统手工造纸工艺体验项目，如让游客亲身参与砍
竹、剥竹丝、踩料、洗浆、打槽、抄纸等带有一定技巧性、
劳动强度又不大的工序，使游客在观看制纸流程的同
时，感受手工造纸的乐趣，了解其复杂、严谨的工艺步
骤。此外，铅山县另有铅山畲族民歌等 5项省级、铅山
陈醋酿制技艺等 7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以及河口
镇、石塘镇 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石塘镇石塘村、陈
坊乡陈坊村、太源畲族乡西坑村等 4个中国传统古村
落。因此，可以进行综合利用，打造文化遗产主题游线
路等。

总的来说，铅山连四纸制作技艺是我国珍贵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在进行保护传承与合理利用时不应南
辕北辙、背道而驰，成为该遗产存续的阻碍，应将两者
融合实施、同向推进，采取合适举措，开展相关实践，使
这项宝贵的传统手工造纸工艺既可以活态传承下去，
又能充分发挥其价值造福当代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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