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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承 民 族 文 化 展 示 民 族 风 采

一个因传统手工造纸而闻名中外的
古村落——石桥村。

石桥村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丹寨县北部南皋乡境内，石桥造
纸技艺从唐朝传承至今，已有1000多年
的历史。因保存完备的传统造纸工艺，
石桥村古法造纸技艺被称为造纸的“活
化石”，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造纸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1900余年时间过去了，在工业文明发达
的今天，造纸技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谁能想到在西南高原边陲的苗岭大
山深处，还有一个保留原始造纸技术的
传统古村落呢？现在，在石桥村，你还可
以亲眼看到古书《天工开物》所描绘的古
老造纸术。

为了一睹这古老的造纸技术，我一
个人独自驾车前往石桥村。这是个依山
傍水的寨子，寨脚就是从大山里流出来
的南皋河，南皋河来到这里之后似乎留
恋这片土地，在这里拐了几个大弯，自然
形成一个大写的“S”，两岸留下了几片沃
土，于是成就了几个大小不一的村寨。
因村东侧有一座横跨南皋河的天然石
桥，石桥村因此而得名。

纸街的柔软时光
石桥村有一条标志性的街道——

纸街。
步入纸街，古朴的气息扑面而来，一

条青石板铺就的巷道贯穿村子。其实，
纸街是一条窄窄的青石板路，街道不长，
就200余米，从街头走到街尾就是五分
钟的时间。石桥村房子大多是木房，几
乎每栋木房子都是三开间的吊脚楼，楼
上住人，楼下临街是店铺，店铺里售卖的
都是苗族古法造纸的纸品，纸品种类琳
琅满目。不少店铺还挂着“古法造纸传
承户”的牌子。除书画创作的用纸外，街
上还有贺卡、书签、名片、灯笼等纸制品，
凡与纸有关的产品，在这里都有一席之
地，且纸制品色泽、质地，均堪称上品，不
愧“纸街”二字。有的纸品店旁边就是造
纸的作坊，伸头一探，古老的造纸用具散
发出历史的光影。走在村中，写满岁月
沧桑的院落，古老而斑驳的石墙，还有曲
径通幽的小巷。游走于斑驳陆离的房屋
院墙间，狭长的巷子里，几缕阳光穿过楼
台窗格把旧花纹印在对面的墙面上，好
似历史在叹息。若不是沿街行人的现代
装束，我几乎以为自己穿越历史时空隧
道，抵达了另一个时空。

正午的阳光正好照射在石桥村的房
前屋后，沿街摆放着一张张晒着的手工
纸，构成了一幅从远古到现在的光影乡
村图景，空气中弥漫着手工纸的清香
味。吊脚楼下，青石雕窗，印了花的灯笼
在微风中摇曳着，很有古典韵味。

当然，来这里的人大都想一睹石桥
古法造纸这传承了千年的技艺。在石桥
村最著名的古法造纸传承人当属王兴
武。王兴武的家是一栋临街的四层木
楼，一楼是门面，展示销售古法造纸成

品，也能做造纸体验。大门敞开着，在街
道上就能看清里面的纸质产品，而店里
却看不见人，也许主人在楼上忙碌。本
想进店里拜访王兴武，可我内心犹豫
了。一是没看见他在店里；二是我怕冒
昧拜访，会打搅他的工作。

于是选择离开纸街，一个人钻进寨
子的深巷，去探寻石桥村造纸的历史。

石桥造纸源流与演变
蔡伦的造纸术怎么在这偏远闭塞的

苗寨传承千年呢？带着好奇，我对村中
的老人进行了采访。

在巷子的深处，一位老人坐在门槛上
抽烟，我忙递烟和他攀谈。老人很是热
情，转身进屋拿出一条板凳递到我手上，
我和老人就坐在门槛前攀谈起来。老人
告诉我，石桥村大部分是苗族。老人告诉
我，石桥的苗族祖先为了逃避战乱，从广
阔的平原迁徙到西南这莽莽森林里居
住。我问石桥村苗族祖先是什么时候定
居石桥这个地方的？老人说，时间太久
远，定居石桥的具体时间已经不清楚。根
据村中的苗族古歌传唱，石桥苗族大约是
唐末宋初到此定居，到今天已经有1000余
年历史。

我问老人，造纸术是怎样传到石桥
村？老人说石桥苗族祖先原先居住在长
江流域洞庭湖一带，在与汉族交往中，学
习并掌握了造纸术。后因战乱，祖先为
了躲避战乱，一路迁徙，后来到山高林
深、水源充足的石桥定居下来，并把造纸
技术带到了石桥。老人的话，我在《苗族
简史》中得到了印证。从石桥古法造纸
的工艺流程来看，与明朝宋应星著《天工
开物》记载的图解基本一致。认定石桥
古法造纸是汉代到唐代的造纸工艺，距
今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这是中国历史
博物馆的专家的结论。

由于石桥地处边远，交通闭塞，科学
文化相对落后，经济发展缓慢，纸的用途
不多，销量不大，石桥的纸业长期处于家
庭作坊生产，保证日常生活用纸和传承
技艺的处境。直到辛亥革命后，经济、文
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南皋及周围一带纷
纷创办了学校，民间契约普遍实行，文人
互赠书画，民间刺绣画帖逐渐增多，需要
大量的纸张，从而使石桥生产的纸张供
不应求。当时石桥大户人家投资兴办纸
业，四处招工，在天然石桥对面大岩壁下
设槽造纸，其生产的白皮纸纸质好，很快
打开销路，村内也纷纷开槽造纸，致使本
世纪30年代初石桥造纸作坊发展到30
多家，产品经商人购买后远销贵阳、遵义
至四川，或经铜仁至湖南、武汉等地。
1934年，贵阳举行画纸评比，石桥纸获
得第二名。

解放后，石桥白皮纸生产有了长足
发展。1955年3月，成立同心造纸工业
社。 1957年10月，改建公私合营丹寨
县纸厂。1958年1月，改为地方国营丹
寨县石桥纸厂。“文革”初期，改石桥合作
纸厂为石桥纸厂。1978年6月，改名丹
寨县国画纸厂，厂部移至三孔桥。在此

期间，石桥纸厂苗族师傅杨大文于
1982年3月赴加拿大多伦多科学中心表
演《中国古代传统技术展览》造纸技艺，
他表演所用的工具，现存于中国历史博
物馆科技馆。1984年4月，贵州省文化
出版厅文物处与丹寨县工业局签订保护
石桥白皮纸传统生产工艺和设备的合
同。同年8月，丹寨县人民政府公布石
桥白皮纸作坊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1985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为
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石
桥古法造纸技艺”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2006年，贵州省文化厅命名石桥为“古
法造纸艺术文化之乡”。

石桥古法造纸技艺
沿着纸街往前走，斜斜而下，就到通

往南皋乡方向的公路。在村民的指引
下，顺公路往前走，拐了个弯，就到了石桥
古纸作坊——大岩壁古纸作坊。这是一
处利用天然岩壁开辟利用的造纸作坊，
岩壁宽约百余米，高约八十米，石壁上方
向前倾斜，里面能遮风避雨，岩壁下面用
一些木柱搭了两个棚子，盖上青瓦，下雨
岩壁滴落的雨水就不溅落到里面，于是
形成一处天然与人工结合的造纸作坊。

我到访的时候，作坊里只有一个中年
造纸师傅在忙碌。他熟练地用木制的制
纸模具在纸浆池劳作。放模、抄浆、斗水、
捞出……一系列操作后，浆池里的纸浆在
模具里就成了一张张的湿纸，把湿纸叠放
在一起，压水、晾晒，最后才成为我们所见
的纸张。石桥古法造纸，从探构、河沤、蒸
煮、拣料到抄纸、压纸、晒纸等几十道工序
均由人纯手工制作。石桥造纸全部材料
源于自然，没有添加任何化学药品，使得
这里的环境几乎没有受到污染。极目所
见，简陋的作坊里，似乎没有一样是现代
化的东西，料槽、纸甑、纸帘、压纸架、踏碓
和木碓，一切似乎仍是几百年前的样子，
很难想象，名扬中外的石桥古纸就是从这
样简陋的作坊生产出来的。

石桥古纸坊以生产手工白皮纸为
主，白皮纸以构皮麻为原料，添加滑药
（岩杉根或猕猴桃藤、野棉花根碓烂沥
水）抄制而成。

从制作工序上看，古法造纸从原料
的采集，到最后形成一张成品纸，是个繁
杂而漫长的过程。古法造纸凝聚了中国
古人的智慧和辛劳。我想：如果没有古
人的智慧与艰辛付出，就不会有举世闻
名的造纸术吧！

在时光流淌中坚守前行
时光流逝，能够在历史长河中保存并

流传下来的技艺，无疑都是精华。石桥古
法造纸技艺，历经千年时光，依然在西南
边陲偏远的石桥村传承，可见它的魅力。

通过参观大岩脚古法造纸作坊来
看，石桥古法造纸器具和设备原始而简
陋，几乎沿袭千余年前的手工工艺。据
造纸师傅说，古法造纸工序复杂繁琐，要
熟练掌握全套工艺，至少需要5年时间，
对技师的自身素质要求很高，熟练的工

人一天也就能制作 700—800 张左右。
当地青年认为制作付出的劳动与报酬不
成正比，所以石桥村年轻人大都选择外
出打工，而不愿留在村里学习古法造
纸。一方面是祖先流传千年的技术，一
方面是年轻人选择外出，这不能不说是
目前石桥村古法造纸面临的尴尬境遇。

所幸，石桥村有王兴武这样的古法
造纸传承人，对古法造纸的痴迷，使他选
择了古法造纸作为职业。他潜心研究，
不断开发出新的纸产品种类。目前，石
桥村纸制品有白皮纸和彩色纸，其中彩
色纸可分为云龙纸、皱褶纸、凹凸纸、压
平纸、花草纸、麻丝纸等六大系列200余
种品类。2009年，在政府的关怀下，王
兴武注册成立了石桥黔山古法造纸合作
社，他把原先单打独斗几十户古法造纸
作坊联合起来成立了石桥古法造纸专业
合作社，走古法造纸技艺与市场结合之
路，使石桥村的古法造纸走向专业化发
展道路。由于石桥古法造纸靠原始手工
操作，工艺细腻，纸质优良，具有柔韧性
强、光泽度好、吸水性佳等特点，深受国
内外顾客青睐，产品远销美国、西欧和东
南亚、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产生良好
的经济效益。

石桥村最出名的白皮纸是“迎春
纸”，迎春纸是王兴武在石桥古法白皮纸
的技艺基础上研究出来的产品，这种纸
薄如蝉翼，保存年限却可达到1500年之
久，是我国国家图书馆指定的修复古籍
专用纸。目前世界上可以用作古书籍修
复纸的只有两种，一个是日本生产的小
仓纸，一个就是中国贵州丹寨石桥村生
产的迎春纸。世界那么多造纸企业或作
坊，而能够制作修复古书籍专用纸的，就
只有这两个地方，可见石桥古法造纸确
有其独特的造纸技艺，这就是石桥古法
造纸创新独门绝技。

古老的作坊散发着淡淡的纸香，纸
街店铺里琳琅满目的纸品，焕发出诱人
色彩。阳光透过屋檐映照在光滑的青石
板街巷上，房屋的光影映射到古老斑驳
的墙面上，映出的是石桥人民的智慧与
勤劳。“造纸文化是石桥村的灵魂，保护好
它就是保住了石桥村落的魂，保住了根
本。”村中一位守店老人说。我想：造纸术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即使现在
是一个工业化的时代，但是我们仍然不
能丢掉我们民族的根，要把古法造纸术
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传承下去。

离开石桥村的时候，看见几个外国
人拿着相机在石桥纸街上寻寻觅觅，他
们在寻找什么？我想他们是在寻找一种
文化，一种传承了千百年的文化——造
纸术。造纸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造
纸术传播到世界各地，推动了世界文化
与文明的发展。造纸术的根在中国，这
些外国游客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到这
偏远的石桥村，就是寻根吧。

石桥人一代代的坚守，让我们不仅
看到中国古老的发明——造纸术，更是
看到中华民族可贵的工匠精神。

1947年12月，焦正芳出生于锦屏县亮江河畔的敦寨镇者屯
村，他命运坎坷却穷且益坚，29 岁走上讲台视教育为“生命之
盐”，为地方文化教育事业呕心沥血，退休后一心守望地方文化，
不断奋笔疾书，活出自己的人生价值。

“夕阳犹灿烂，晚霞亦斑斓；余晖染春草，大地更焕然。”2008
年，61岁的焦正芳不坠青云之志，全身心投入文学曲艺创作，调
查村情寨史，编修地方史志，先后发表文艺作品近 200 篇，主编

《敦寨镇志》《钟灵乡志》《锦屏县教育志》《敦寨小学校志》，参与
编纂《锦屏县志》（第二部）《铜鼓镇志》《新化乡志》等。2020 年
被评为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五老”模范，锦屏县地方
文化学者王宗勋对其高度评价道：“亮水出斯文，者屯生硕彦。”

深耕教坛育桃李
受“文革”影响，1966年5月焦正芳被迫终止学业，1969年作

为回乡知识青年回到者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虽然只是初
中文化水平，但也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文化人，因能写会算，为人
务实肯干，1970 年在者屯村当民办教师，按次等劳动力评记工
分。两年后因“家庭出身不好”被辞退，他并不气馁，在“不惟成
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政策感召下开办政治夜校，教习《毛泽东选
集》。同时，他还成立村文化室，组织年轻人表演革命现代京剧
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及民间歌舞、话剧等，工作开展得风生水
起。1977年冬，全县农村文化活动现场会在者屯召开，焦正芳在
会上作典型经验发言。

“一生不悔入教行，矢志不渝做人梯。”1978 年 2 月，焦正芳
恢复者屯小学民办教师职务，1980年被调任教初三语文，次年中
考该班语文成绩名列全县第二，一时传为佳话。焦正芳因此出
席全县教育表彰大会，胸前戴大红花在县城街道光荣游行。

1986年，焦正芳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被县教育局破格提为
龙池小学教导主任。

1992年，焦正芳受任敦寨镇教育辅导站站长，次年3月调任
敦寨小学副校长，1993年，被评为省级先进教师。

1995年，全县实施“两基”工作，焦正芳升任敦寨小学校长。
建校办学，百年大计。彼时，该校教学楼是一栋 20 世纪 50 年代
建造的简易校舍，安全隐患较大，初任校长的他暗下决心“先建
娃娃窝，后建办公楼”。说干就干，按照“财政拨一点，群众集一
点，社会帮一点”的办学思路，焦正芳积极奔走，通过上级支持、
社会募捐、村上摊派等渠道筹得经费31万元，但还差3万元无所
出处。正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他二话不说拿出自己的房屋到
银行抵押贷款，千方百计凑足了34万的教学楼建设经费。在大
家的共同努力下，教学楼于1998年建成，“两基”验收顺利通过。

既为之必悦而为之。1999 年，全县实施“普实”工程，焦正
芳辞去校长职务，调到教育辅导站主抓全镇实验教学，期间他不
辞劳苦下沉偏远村寨督促指导实验教学，同时深入九南、色界深
山老林采集植物、矿物标本50多件放入实验室，使实验课具体形
象化。第二年，敦寨小学被评为全省实验教学示范基地。

2003年，他转任者屯小学校长，看到家乡的教学楼破旧不堪，
他痛心不已，于是动员群众筹资12万元建成一栋砖混教学楼。

文艺创作结硕果
焦正芳自小酷爱文学，凭借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乡村风物的

耳濡目染，他尝试着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表现出来。2003
年，他创作的小品《天机不可泄露》，侧面揭露了农村“看香”迷信活动的荒唐，得到大
众一致认可。

2005年，焦正芳陪同杨秀廷老师在敦寨镇九南山区调查村情寨史、乡土风物，历
时3天走访10多个山寨，焦正芳深受其对乡土文化的热恋精神所感动，同时在他的
散文集《缱绻与伤怀》中悟出许多写作技巧，于是爱上了散文写作。2009年，焦正芳
的首篇散文《白云生处的人家》见报《杉乡锦屏》，此后一发不可收，作品频繁发表，先
后有《我的后妈》《亮寨云海图》《孟秋欢歌》等150多篇散文散见于《贵州商报》《贵州
史志林》《黔东南日报》《锦屏文史》《锦屏文艺》《杉乡锦屏》。

2007年，他创作的小品《留守老妈》在镇内巡回演出，并亲自指导者屯村民排演，
引起不小反响。该剧本2010年被县文广局推荐到省城参加“多彩贵州”小品大赛演
出，获得创作奖。紧接着，《劝和》《家教》等小品在钟灵、敦寨、铜鼓等乡镇频频演出。

2013 年，焦正芳在参观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平鳌苗寨后，他以锦屏木商文化为主
题，创作小品《审契》，把锦屏文书中蕴含的中国诚信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焦正芳老师的小品题材紧扣当下社会现实生活，通俗易懂又寓理于情，深受广
大民众欢迎。“作品来源于现实，艺术效果既接地气又高于现实，曲艺形式多样且喜
闻乐见！”人们评价道。

为进一步挖掘锦屏红色文化史料，2010年，他到河口、固本、敦寨、隆里、新化、大
同等乡镇，走访调查长征时期在锦屏被害和流落在锦屏县的红军战士，搜集整理出
欧少清、严宗明、肖永和、欧安久、欧安寿、杨德沛、黄后清等 16 位红军战士的资料，
整理出0.52万字的《林海清江红军魂》发表于《锦屏文史》。

2012年，他参加县革命老区申报材料调查工作，深入茅坪、铜坡、敦寨等地核实
搜集红色历史资料。锦屏县档案馆发现一份关于国民党缉拿红军李天基的秘密电
文，受县革命老区申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安排，他和一名同事跋山涉水到敦寨九南村
蚂蟥山和湖南靖州藕团、平茶一带实地调查，走访10多个村寨、20多位老人，证实了
李天基在湘黔边境打游击、宣传革命真理的活动史实。回来后整理成文《锦屏党史
又有新发现》刊登在《黔东南日报》，为挖掘研究锦屏红色历史增加了一份翔实可靠
的资料。

截至2020年，焦正芳撰写的散文随笔、文史故事、教学论文等150多篇，小品、相
声、民歌、快板等文艺作品40多篇，整理成30多万字的个人文集《七彩缎》。

编修方志存史册
2005年，全县掀起编修方志的热潮，焦正芳受命主编《敦寨镇志》。在王宗勋的

精心引导下，他很快掌握“秉笔直书，述而不议；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尊重史实，详今
略古；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志书编纂原则。为早日完成任务，年近花甲的他
开始自学电脑打字，白天下村搜集资料，晚上伏案整理文本，三年后出色完成任务。

2008 年 9 月，他受聘到锦屏县史志办工作，任《锦屏县志》（第二部）副主编。其
间，他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认真做田野调查，足迹遍及全县15个乡镇，挖掘到不少
地方历史珍贵资料。

此时，全县唯有钟灵乡志书存在空缺，2012 年，他又挑起编纂《钟灵乡志》的重
担。无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雪，他翻山越岭抄古碑，觅古墓，阅家谱，查古籍，三年间
走访村民千余人次，拍摄图片1000多张。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一部50余万字的《钟灵乡志》终于在2014年3月完稿付印。
焦正芳秉承尊重史实、去伪存真、精益求精的修志原则，结合历史人类学田野调

查的方法，调查收集了大量的族谱家乘、契约文书及碑刻摩崖等民间文献。值得一
提的是，编修《钟灵乡志》期间，他攀登十多里的老司坡和白水坡，找到乾隆年间举人
杨泗墓志铭和修建钟灵至八腊石板路的碑文，校正、补充中林验洞蛮夷长官司迁址
时间和历任长官，进一步完善钟灵乡罗士彦、杨泗、杨涛、杨学沛等清代名人史事。

“修志就是一场文化苦旅，要在甘受孤独寂寞中深入田野调查研究，大量搜集材
料，最后去伪存真修成正果。”谈到修志的心得体会，焦正芳感慨道。

经历几次地方志的编纂，焦正芳从中学到很多专业知识，从一个一窍不通的“门
外汉”磨炼成能独立修编志书的“内行家”。现如今，年逾古稀的焦正芳仍笔耕不辍，
2018—2020年先后主编《锦屏县教育志》《敦寨小学校志》《锦屏县脱贫攻坚志》。

“下一步，我将整理《者屯村志》，同时力争以南宋时期罗丹诸葛洞《诫谕文》和者
屯尸骨洞千古之谜为主要线索，写一部中篇小说。”焦正芳说，“人总要守望些什么，
能在有生之年多做一些对家乡文化事业有意义的事，这辈子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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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尧平）近日，我州
文艺家越山书法与诗歌合集《双面人
文》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该集子收录有诗歌近 100 首、书法
作品近 100 幅。

有文艺评论家评价说：“读越山的
诗，在他的长短句里起伏跌宕，随波逐

流。时而视野开阔时而学贯中西时而
羞涩矜持。有诸多诗句读来如游荡在
凯里老街潮湿的巷道，也像在渐冷的
月光下失眠之人的叹息。”

越 山 还 出 版 有《与 伯 爵 同 行》
《故 乡 远 去 的 风 景》《无 界·有 径》等
著作。

越山诗歌与书法作品集《双面人文》出版

天然花草制作的花草纸游客体验制作花草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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