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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尚未变质。

以上分析不难看出，马圈湾纸不可能是西汉纸，

只能是东汉以后更高水平的纸，在漫长的年代里随后

人混进了长城烽燧废址。

4 放马滩“纸地图”

1986 年 3 月在甘肃省天水市放马滩地区古墓群中

出土了一件文物，是一张类似地图的残片，故冠名为

“放马滩纸地图”。该残片的时间断代比蔡伦造纸早 300

年，但纸业界一直质疑该残片是否是为纸张。为此，

在 1990 年对该残片进行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上，专家们

于 2018 年 9 月再次对“放马滩纸地图”残片进行了观

察和无创分析。结果认为，“放马滩纸地图”残片不是

纸质品，而是若干纺织品残片的集合物 ；所谓的“地 

图”也不是地图，残片中的所有黑点并不是地理图标，

全部是虫蛀过的孔眼 ；残片中的所有线条疑似出土并

干燥定型后由后人绘画上的。所以，“放马滩纸地图”

残片不能称为“纸”，亦不能作为否定蔡伦发明造纸术

的实物根据。

5 结 语

综上所述，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专家们认为“西

汉已有植物纤维纸”之说是不能成立的。造纸术是中国

四大发明之一，蔡伦在造纸术从无到有，及在演变中的

决定性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对于西汉是否已有植物纤维

纸，我们应恪守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的原则。今后，随

着科技进一步发展，鉴定技术不断迭代升级，中国植物

纤维纸的起源时间也许很快就会有更准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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