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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蔡伦古法造纸的合理保护和创新
文/黄惠群 任多 时国豪  

摘要：蔡伦古法造纸的保护和创新是时代赋予人们的任务。立足于经济科技发展的大背景，以国家和地方

政策为导向，紧扣对洋县龙亭蔡伦墓祠发展和保护现状的分析，对蔡伦古法造纸技艺传承以及蔡侯纸文化创意

产品提出思考。在已有的关于“蔡伦造纸”的故事上，采用“线上+线下”的宣传模式扩大蔡伦墓祠博物馆的

知名度，同时发挥它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社会服务功能，完成传承和保护。基于蔡侯纸对其进行合理的文化

创意产品开发，将其与洋县当地的自然与历史文化相结合，串联当地的旅游景点，打造完整的乡村旅游发展线

路，完成蔡伦造纸文化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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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况

蔡伦，字敬仲，湖南耒阳人，生于公元62年，卒

于公元121年，历事五帝，官至卿级，发明了世界上

第一张质轻价廉的植物纤维纸，被东汉朝廷封为“龙

亭侯”。蔡伦墓祠位于洋县龙亭，由祠区、墓区、纸

文化博物馆三部分组成，占地三十多亩。祠内古柏参

天、殿宇栉比、碑石林立、风景秀丽而幽静。在景区

西侧纸文化博物馆，有世代相传的纸匠师傅现场还原

1900年前蔡侯纸神奇的复出过程。蔡伦墓祠现为国家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二、蔡伦古法造纸传承保护的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是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洋县清明节公祭

蔡伦活动都会在龙亭镇蔡伦墓祠墓区广场举行，既是

对先贤的缅怀，也是对蔡伦首创精神的继承和弘扬，

激励青少年发愤图强，学习先民吃苦耐劳、勇于实践

的优秀品质。纸文化博物馆建馆以来，央视《华夏文

明》《走遍中国》《秦岭探访》栏目组多次赴洋对古

蔡伦造纸工艺进行摄制，《蔡伦造纸术》《秦巴汉

中》《人杰地灵》《留住手艺》等专题片在中央4套、

10套等频道播映，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的轰动。洋县

政府在对外输出蔡伦造纸文化的同时，不断吸收其他

非遗文化和传承基地的优点。2020年，洋县政协赴贵

州省印江县、四川省夹江县考察历史文化保护和利用

工作，参观了印江和夹江的造纸遗址、手工造纸基

地、培训中心和手工造纸生态博物馆，建立友好的文

史互助交流工作，共同推进蔡伦文史文化的发展。

洋县将蔡伦造纸与稻田艺术相结合，实现了文化

的传播与创新。稻田艺术半身蔡伦像占地11948平方

米，是洋县龙亭田园综合体稻田艺术景观的一部分。

整个景观位于龙亭镇龙亭村蔡伦墓祠附近，包括半身

蔡伦像、造纸术工艺图等。这是目前陕南唯一的国家

级田园综合体试点项目，获世界上最大的稻田艺术蔡

伦像的记录认证。这种通过水稻形成的3D立体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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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了文化的表现形式，使更多的群众直接受益。

此外，蔡侯纸博物馆充分发挥了传统文化教育基地

和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的教化实践功能。2016年，教育

部等11部门印发了《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

见》，要求各地将研学旅行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推

动研学旅行健康快速发展。洋县教育局积极贯彻落实

这一教育政策，组织学生参加蔡伦公祭活动、举办蔡

伦传说故事会，并鼓励学生自主动手体验造纸过程，

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传承蔡伦的首创精神，培养中

小学生文化传承的使命感。

不难看出，对蔡伦造纸故事和技艺的保护与传承

直接或间接地得到了相关单位以及负责人的重视。这

些举措在“非遗”保护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成果，是

对蔡伦造纸文化保护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三、蔡伦古法造纸面临的问题和政策导向

（一）工艺品创新问题

蔡侯纸为材料的工艺品形式单一，观赏性和实

用性不协调。根据实地调查获悉，目前蔡伦墓祠博物

馆中仅出售单张的蔡侯纸和用蔡侯纸装订成的本子。

这两种工艺品的形式过于简单，难以吸引消费者购

买。蔡伦墓祠博物馆内出售的蔡侯纸全部由手艺人按

照古法技艺手工炮制，所以售价较高，单张蔡侯纸售

价5元。这就使得工艺品价格居高不下，一般消费者

望而却步。再从蔡侯纸本身出发，由于手艺人在制作

过程中没有使用现代技术，所以制出的纸张表面粗糙

不平，有明显的麻、丝等纤维物质的沉淀，纸的观赏

性不高。在蔡侯纸的售卖过程中，主打书法和绘画用

纸，但根据使用效果来看，用蔡侯纸写书法和绘画的

呈现效果远没有现代宣纸的效果好。由此来看，蔡侯

纸制作成本高，售价高，观赏性和实用性远低于市面

普通用纸，这都是蔡侯纸工艺品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的

困境[1]。

（二）景区规划问题

景区规划难成体系，陈设老旧。整体来看，蔡

侯祠景区外的临近的街道多为居住区，尚未进行商业

开发。并且由于地理位置限制，只有少部分的农家

乐，没有供游客休闲、游玩的娱乐场所，没有形成以

蔡侯祠景区为依托的旅游商业圈，游客往往在逛完景

区后只能选择返程。就景区内而言，绿化面积大，有

种植奇珍异草，能够愉悦游客身心。室内大殿分展内

容各有特色，相互衔接，承载着蔡伦墓祠的历史。一

进大殿，就会给人一种古朴、沉静的感觉。也有部分

文物因为体积过大，维护较难，有些许损耗。室外露

天文物较多，主要为古树，保护设施也相当落后。近

几年，中小学越来越注重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主

张开展实地教学活动丰富学生的文化体验，所以当地

以及周边县区的学校会组织学生来蔡侯祠进行参观学

习。研学人数增多，研学团体规模扩大，但蔡侯祠景

区提供给学生的研学内容较为单一，学生亲身参与和

体验古法造纸的机会很少。这主要是因为体验区面积

小，手艺人少且精力有限，以及相应的制作工具较为

原始，不方便学生动手操作。只有做好景区的内外联

动设施，关注游客的文化熏陶和娱乐游玩体验，提供

高质量的研学体验，才能打造好的文化旅游口碑。

（三）政策导向

虽然，蔡侯祠景区旅游和蔡侯纸工艺品存在上

述问题，但是蔡伦古法造纸技艺的非遗文化并没有完

全陷入保护难、发展难、创新难的局面，仍有发展前

景。针对上述问题，国家政策给予了明确指向。2021

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加强分类保护，阐

释挖掘民间文学的时代价值、社会功用，创新表现方

式，同时要促进合理利用，在有效保护前提下，推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发展、高质量发展。洋县

在近几年的发展中，串联起当地及周边村镇的旅游资

源，开辟了一条从洋县梨园景区到龙亭蔡侯祠再到华

阳景区的旅游专线，完成了自然景观+历史文化的旅游

新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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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蔡伦古法造纸的技艺在当下以及未来仍

能继续保持活力的重要支撑就是技艺的传承和体验，

传承保证古法造纸的手艺代代相传，体验保证越来越

多的人切身体会蔡伦造纸的智慧和吃苦耐劳的蔡伦精

神。《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

见》明确指出，要完善传承体验设施体系，在现有基

础上，统筹建设利用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鼓励

有条件的地方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推动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配套改建新建传承体验

中心，形成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传承体验中心

（所、点）等在内，集传承、体验、教育、培训、旅

游等功能于一体的传承体验设施体系。国家对非遗传

承体验设施体系建设提出指导性的意见，是洋县建立

蔡侯纸体验馆以及一应旅游设施的指向标，有利于洋

县当地建立健全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体系，完善

洋县文化旅游的结构，宣传蔡伦造纸的民间文化故

事，增加人们对蔡伦古法造纸技艺的观摩与学习，丰

富游客的文化旅游体验。

四、对蔡伦古法造纸保护和开发的思考

保护之后的利用十分重要。对文化的深描和深

度开发，对于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现

在，仍有学术者担心非遗文化商业化，在开发过程中

应该分清哪些文化是可以开发的，哪些文化是不可以

开发的，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规律——原来走

市场的继续走市场，原来不曾走过市场的尽量不要走

市场。依照现实情况来看，线下蔡伦墓祠中的蔡侯纸

以单张售卖的形式流通于市场，线上大部分的网店中

也售卖单张或者批量的蔡侯纸。这些纸大部分被用于

书法和绘画。由此可见，蔡侯纸从一开始就是在走市

场。进入市场的蔡侯纸要想恢复以往的“知名度”必

须变革，对蔡侯纸进行合理的工艺品创新，在扩大市

场和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让更多的人享受蔡侯纸的

文化魅力。随着数字媒体时代的发展，人们知悉蔡伦

造纸的故事，却鲜少有人真正走进蔡侯纸一睹“芳

容”。

（一）非遗文化进校园

蔡伦造纸的非遗文化加入当地教育体系是很有必

要的事，有利于培养青少年一代成为民间传承人。所

谓传承人不仅指掌握非遗知识或者技术的专业人员，

所有生活在这个地域的人都可以被称为传承人。因为

非遗文化是地域的代表、象征，虽然没有掌握这门技

术，但是生活在这个地方，以这项文化为名片，就有

义务传承文化。在调研期间，笔者和团队制作了有关

蔡伦文化宣传的展板，在洋县当地的休闲场所展示

过。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很多人路过时会停下看一眼

展板内容，有很多老人和小孩会在展板面前停留很长

时间，仔细阅读展板内容。通过展板可以让更多的人

了解到文化发展的现状，呼吁更多的人加入传承蔡伦

文化的队伍，达到社会性传承的目的。

（二）工艺品创新

立足非遗传承，正是要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原

迹，同时又不能一成不变，要用创新、发展的眼光看

待文化遗产。基于保护的合理创新，才能实现中华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蔡伦古法造纸技艺的成果是蔡侯纸，基于蔡侯

纸衍生出的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和销售，从经济效益

来说可以增加蔡侯祠景区的收益，将这笔收益用于景

区建设，设施完善的景区又会吸引更多游客，以此来

形成良性循环。从历史意义层面来讲，以蔡侯纸为依

托的文创产品承载着蔡伦造纸的故事，承载着吃苦耐

劳、大胆创新的蔡伦精神，是优秀中国文化传播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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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载体。蔡侯纸工艺品有足够的发展前景，是立足

于现代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来看的。生活在当今时代的

人，有一种对过去和历史的窥探以及追求。现下，怀

旧被确定为消费者的一种心理倾向，现代怀旧经济内

涵在营销和消费者行为领域得到了进一步扩展，从某

种程度来说，对带有文化底蕴的产品的购买，也体现

了消费者的怀旧心理，是消费者对古人智慧的崇拜。

除此之外，以文化旅游为依托的创意产品的购买，也

逐渐成为人们旅游“打卡”的一种方式。无论是怀旧

心理还是“打卡”心理，在旅途中购买文创产品已经

上升为一种群体性的文化现象。

在实际调研过程中，笔者及团队对蔡侯纸工艺品

的创新形式提出以下思考。蔡侯纸的制作原料是构树

皮。构皮纸因纸张纤维较长、纤维质量纯净、木素含

量低，成纸强度好、极耐老化，在古代常被作为上等

的抄写及印刷用纸，人们现在常能看到一些唐宋时期

的构皮纸文献，历经千年依然纸墨如新，让人惊叹。

在发挥蔡侯纸的书写作用，吸引有书画爱好者购买

时，可以以此作为售卖点，调动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现代市面上的宣纸都是经过现代工艺加工过的，产出

量大，价格便宜，但是没有附加价值，而在蔡侯祠景

区内销售的蔡侯纸便多了一份文化韵味。以往消费者

在购买时，可能正是看中这一份文化意蕴。如今再加

上存放时间久，可作为家庭文化的一种进行熏陶和传

承，瞬间增强了蔡侯纸的实用性。

除了增加蔡侯纸作为书写材料本身的价值之外，

还可以用蔡侯纸制作装饰性的灯笼，用于景区、洋县

当地的农家乐和酒店或者家庭的装饰物。制作蔡侯纸

的构皮纸质地较麻纸绵软，韧性好，常被称为“白棉

纸”，亦有“蝉翼”“冰肌”等雅喻。构皮纸纸面的

匀度和平滑度一般介于麻纸和竹纸之间，由于蒸煮过

程中用到草木灰，构皮纸一般洁白中略偏灰色，纸面

纤维在光线照射下会泛出丝质光泽。古人常用纸来糊

窗、做灯笼照明，蔡侯纸拥有天然的良好的透光性，

在现代虽然不用灯笼也不用纸糊窗，但是仍可以比照

古人，制作出适用于现代又体现古人生活的工艺品。

除了上述利用蔡侯纸做灯笼的想法，还可以将蔡

侯纸作为剪纸用纸。剪纸在我国历史悠久，造纸术发

明以前，多用金属、皮革、绢帛等材料进行镂刻。采

用古法技艺制作出的蔡侯纸纸张较硬，表面粗糙和些

微的颗粒沉淀并不影响剪纸，相反这正保留了最初纸

张的原貌。以“蔡侯古法造纸+洋县特色”为创新点，

大力开发相关文创产品，如利用蔡侯纸制作洋县历史

人物系列剪纸等。一方面实现蔡侯纸的经济效益，另

一方面传承蔡侯古法造纸技艺，发掘其特有价值，将

其打造成为洋县旅游新品牌。如果将蔡侯纸作为艺术

品材料层，物质材料给予观赏者一种质料感，有助于

在某个空间内形成一种氛围，这种氛围环绕着意向，

使意向充满韵味。蔡侯纸特殊的质感，使其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蔡侯纸加上剪纸工艺，能够大大提升产品

的文化价值，成为陕西地方特色的一种。

除了工艺品创新外，还可以利用现代技术创新展

览方式。随着消费者对娱乐体验的需求直线上升，依

托现代科技技术再现历史场景，让游客跨越时光回到

千年以前，这无疑增加了游客的旅游体验，也能够成

为蔡侯祠景区的卖点之一。基于蔡侯祠现在景区的规

模，扩大纸张制作体验馆的难度较大。而且在旅游旺

季，游客数量过多，也不宜全部涌在游客体验馆，为

游客提供多样化的体验是有必要的。AR交互技术和虚

拟场景绘制与渲染技术就是良好的技术依托，AR交互

技术能够解决“看不见、摸不着、体验不了”的现实

问题，虚拟场景绘制与渲染技术可以为游客提供真实

的场景感受，让游客站着也能体验到整个蔡侯纸的制

作过程。所以应积极引进先进的文物保护技术，更新

文物保护展柜、展厅等，适当使用现代技术手段，通

过展厅灯光设置、3D动画观赏等，增强游客观赏性和

提升游客舒适度。在保护文物的同时，增添具有人文

关怀的设施，注重提升游客的感受。

五、结语

讲好蔡伦故事，是传播和交流中国优秀文化的基

础，是完成非遗文化传承由自然性传承转为社会性传

承的关键，是学习蔡伦大胆创造、小心求证、吃苦耐

劳精神的重要途径。讲好蔡伦故事，有利于青年一代

多多关注非遗文化的动态，推动洋县文化旅游一体化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创意

产业的一个重要载体。通过旅游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通过蔡侯祠景区的升级提升当地就业率。未来，不仅

希望蔡伦故事家喻户晓，更希望每一个人都体验过古

法造纸的过程，摸过或是写过蔡侯纸，让每一个人都

变成“活蔡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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