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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家园·视界

抄纸需要相当的手艺，两次完成，均匀平整。

即即将将远远去去的的古古法法造造纸纸
文/片 记者 李军

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石佛镇鲁
庄村相传是造纸术发明人蔡伦被贬
后留居造纸的地方，至今，鲁庄一带
仍保存、沿用着蔡伦的抄纸传统工
艺，当地群众用旧麻纤维和废纸为
主要原料，经过浸泡、揉攘、切碎、舂
捣、抄纸、榨干、焙纸等10多道手工程
序，造出白净、柔韧、光滑的纸张。上
个世纪80年代中期，鲁庄村140多户

人家几乎家家都会造纸。90年代后，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机械造
纸逐渐取代了手工造纸，手工抄纸
匠们也纷纷转行，手工造纸术濒临
失传。

今年58岁的鲁清田，如今是鲁庄
村唯一一位还在经营着造纸作坊的
手工抄纸匠人，他从11岁就开始和父
亲学习造纸技术，练就了一手精湛

的抄纸技艺。鲁清田说，自己的造纸
作坊里只有3个抄纸匠人，村子里会
造纸的人还不少，但喜欢造纸的人
却不多了，年轻人更是嫌脏嫌累不
愿干，造纸已经远不能满足人们的
生活。自己之所以还在坚持造纸，主
要是割舍不下这门老技艺，想把从
蔡伦直接传承下来的中国最古老的
伟大发明继续传承下去。

抄纸匠人鲁清田(左)、鲁纪贤往纸浆池
内添加造纸主要原料麻纤维。

用刷子将纸张刷到墙上进行晾晒。

鲁清田正在检查纸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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