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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史与手工纸·

滩头手工抄纸的当代之路：传承、创新、交流
□ 刘 丁

摘 要：文章介绍了滩头手工抄纸的发展历史、发展现状，从市场应用和技艺传承两个方面分析了造成目前情况的

诸多影响因素；并针对滩头手工抄纸当下的发展困境，结合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文件精神，提出

滩头手工抄纸在当代应紧扣传承、创新、交流这三个方面来发展，期望滩头手工抄纸在工业化时代也能绽放出耀眼

的光芒，为中华传统文化增添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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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头手工抄纸是一种优质的竹浆纸，它产于湖南

省中西部的隆回县滩头镇，成熟于隋朝，鼎盛于清代、

民国。鼎盛时期在滩头古镇及周边地区，手工抄纸作坊

多达 1100余家，熟工有 2000多名，其主要生产土纸，同

时还衍生出色纸、皮纸、香粉纸、宣纸、炮簾纸等多个品

类，各类纸品年产几十万担，遍销云南、贵州、湖北、上

海、香港等省市，甚至出口到东南亚等地区，滩头也因

此被誉为“南方纸都”。

滩头手工纸业的繁荣，也带动了滩头木版年画、隆

回鞭炮、手工纸伞、宝庆书局（出版业）、梅山纸马等以

土纸、色纸、皮纸为原料或为载体的多种文化现象与手

工传统产业的发展，使滩头一带迎来了一波经济繁荣。

据有关数据显示，在机械制造逐步取代手工制作

的今天，国内的纸品市场中，手工抄纸的市场规模还不

到百分之一，只在小范围内流通。这正是滩头手工抄纸

目前的困境之一，即市场规模严重萎缩，纸品需求少。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

首先，滩头手工抄纸价格相对偏高。滩头手工抄纸

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作坊形式制作的，生产规模

小；它对原材料要求严苛，原材料必须是当地土生土长

的嫩楠竹，并且需在小满前后上山砍下处理沤制数月，

制作周期长；几位熟练的抄纸师傅一起配合，一天最多

也只能产出 1000 来张手工抄纸，产量低。这都不可避

免地造成了它的价格相对偏高。而今与手工抄纸并存

的机械纸却完全不一样，机械纸制作周期短、产量高、

价格低，更容易被普通大众所选择。

其次，滩头手工抄纸应用相对单一。长久以来，滩

头手工抄纸因其有防虫、防潮、韧性强、不易褪色、质地

细腻光滑等优点而主要被应用在书画用纸、年画用纸、

香粉纸、民俗纸马、手工纸伞上。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与

发展，原来风靡的护肤圣品香粉纸逐渐被大牌护肤品

所取代；民俗纸马文化也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逐渐销

声匿迹；滩头三绝之一的木版年画也因市场需求减少

而大不如前，这些使得用途本就较为单一的滩头手工

抄纸发展得愈发艰难。

首先，滩头手工抄纸的制作非常烦琐和辛苦，鲜有

年轻人愿意学习。众所周知，滩头手工抄纸技艺植根于

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蔡伦造纸术，获得一张滩头手工

抄纸必须历经伐竹、杀青、备料、沤制、踩料、煮滑液、配

料、抄制、整坨、榨干、溜纸、启纸、焙纸、齐纸等十几道

工序，整个过程更是长达 100余天。其中对纸品品相、

质量起关键作用的抄制环节不仅要求抄纸师傅具有熟

练的抄制技巧，还要有良好的体力与耐力。这对生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是千禧年，基本没吃过苦、没干过

繁重体力活的年轻人来说，绝对不是职业首选。

其次，从事手工抄纸行业所获的利润，已然无法满

足当下的生活需求了。在以手工业为主的时代，滩头手

工抄纸虽然利润不高，但滩头地处偏远山区，当地人的

生活成本也低，不需要远走他乡，凭借造纸的手艺就能

养家糊口，在当时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但随着时代的发

展与进步，滩头地区交通便利了，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步

提高了，生活成本相应增加不少，从事滩头手工抄纸行

业所获的利润，远远不能满足现在的生活需求，这也使

抄纸师傅们为了生计不得不转行，甚至背井离乡去大

城市另谋出路。

当然，除了以上原因，滩头手工抄纸也面临着其他

危机，比如缺少与时俱进的创新，宣传不够，当地政府

不够重视，技艺传承不够系统化等等。

随着近些年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与保护，

滩头手工抄纸迎来了新的转机。2014年，作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一脉，滩头手工抄纸技艺被列入第四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17年，从事手

工抄纸行业 30 多年的滩头人李志军也被选为滩头手

工抄纸技艺的国家级非遗继承人，在国家的重视和扶

持下滩头手工抄纸开始重回大家的视野，受到了社会

各界的关注；2017年 1月 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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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办公厅更是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意见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坚持交流互鉴、开放包容；坚持统筹协调、形成合力。这

一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文件也为滩头

手工抄纸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

传承，即传递和继承。这也说明滩头手工抄纸的传

承除了要注重对下一代年轻手艺人的培养，也不能忽

视对老守艺人的关照。并且这类传统手工艺的传承要

灵活，不能拘泥于传统方式。

首先，对于制作滩头手工抄纸的老“守”艺人，社会

应该给予他们应有的敬意和回馈。在科技飞速发展的

工业化时代，许多烦琐低效的手工生产活动已经被机

械制造取代。因此，在很多人眼里，滩头的手工造纸不

仅费时费力，还收益甚微，不如“升级”为机械造纸。他

们看不见手艺人们几十年如一日坚守的价值，以及这

份坚守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大山

深处的他们要被看见，被理解，被认同，可以借助现在

盛行的多媒体技术，将有关滩头手工抄纸工艺，以及非

遗传承人的文字材料、影像资料、音频及视频等信息通

过网络迅速传播出去，让滩头手工抄纸走出大山，走向

世界，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甚至对滩头手工抄纸产生

兴趣，这样不仅老守艺人的社会地位提高了，也让更多

有手工抄纸需求的人知道滩头手工抄纸，尽可能地为

滩头手工抄纸的发展注入能量。

其次，对于滩头手工抄纸传承人的发展和培养，应

从实际痛点出发，比如挑选传承人时可以更灵活，从之

前的血脉传承转换成面向社会的“学”脉传承，用这种

开放包容的姿态接纳和培养更多传承人，壮大滩头手

工抄纸传承人的队伍，避免出现传承断层的情况；另

外，还可以根据学徒们学成的专业程度进行相关技艺

等级的认定，并且颁发相应的证书，解决就业问题，可

以推荐优秀者进入滩头手工抄纸非遗传承人名单，为

其提供去国内外手工抄纸基地交流学习的机会。

滩头手工抄纸想要适应时代的变化，实现良性发

展，创新极为重要。当然，这个创新不仅在它的品质性

能上，其商业模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进行多维度创新。

在滩头手工抄纸的品质性能上创新，能让它满足

更多的应用场景。作为原生态的手工竹浆纸，首先，它

应该与专业的纸制品检测机构合作，拥有权威且详细

的成分说明和检测报告，打消用户对品质的顾虑。并在

此基础上进行纸张性能的创新，像是在原有的工艺和

配方上适量涂布，使纸张变得光滑透亮，防虫且不易回

潮，可用来包装食品、保存文物、制作油纸伞。又或者是

加入特殊的材质，使其呈现出独特的肌理纹路，可用来

进行艺术装饰或者艺术创作等。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渐长，对于生活

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定制慢慢成为备受推崇的

新经济模式。定制不仅迎合了人们追求品质和个性的

心理，而且也能最大化地探索和实现产品的价值。滩头

手工抄纸也可以借鉴该模式，提供一对一的定制服务，

为不同的订单开发满足其需求的纸品，培养和积累忠

实的用户群体。

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化因互鉴而丰富。文化的交

流借鉴，不仅有利于滩头手工抄纸吸收其他优秀文化

成果，取长补短，促进自身的发展和进步，也是推动传

统文化全面复兴和中华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在交流和借鉴方面，滩头手工抄纸要走出去，站出

来。这里可以安排滩头手工抄纸技艺传承人前去国内

外其他手工抄纸基地进行学术交流考察，在现场观摩

学习其他优秀的手工抄纸技艺，从中吸取养分。其次，

滩头手工抄纸技艺传承人还可以牵头组织各手工抄纸

传承人一起，成立手工抄纸协会，并定期举办关于手工

抄纸的学术交流研讨会以及成果展览会，以一种开放

包容的心态去交流、学习、借鉴，与其他同行共同谋求

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新出路。

滩头手工抄纸技艺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手工技艺。

历史悠久的它曾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文化传播做

出了较大的贡献，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以创造和消费为核心生活方式

的现在，滩头传统手工抄纸想要再续活力，应顺着国家

的发展方向，紧跟时代步伐，以传承为关键点延续，以

需求为导向创新，以开放的姿态交流，与人们的生活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也相信，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

下，地方政府的大力宣传下，滩头手工抄纸自身的革新

下，它一定会再次绽放出耀眼的光芒，为中华传统文化

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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