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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纪念馆内的王杰雕塑。

文/图 本报记者 孔令茹
李岩松 通讯员 梅花 马
兆强

室外有人在晾晒桑皮，室
内则传出木槌锤击桑穰的“咚
咚”声。19日上午，曲阜市王庄
镇纸坊村桑皮纸制作大院里，
20多户捞纸户正在忙活着做
桑皮纸。

当日天气晴好，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很幸运地看
到了桑皮纸制作72道工序的
重点流程。泡水、上蒸锅、泡石
灰水、碾压，之后进入室内程
序上碓头、切桑穰、捞纸……
一道道纯手工制作的工序，体
现出桑皮纸这一省级非遗技
艺的匠心。

桑皮纸制作大院里，鲜见
年轻人的身影，大多匠人年龄
都在50岁以上。“平时我们都
不敢与别人握手。”匠人的十
指布满了硬茧，他们笑说，累
且脏，这也正是年轻人不愿意
干这行的原因之一。

记者采访时，捞纸户郑友
明正在作坊里切桑穰，在那条
老旧的切纸凳上，他用坏了几
十把切刀。厚厚的纸饼摞起

来，郑友明将刀斜立，右侧刀
把狠狠地向纸饼上切，左侧刀
把顺势跟下来，一块块的桑穰
掉落在地上。而另一边，郑友
明的妻子孔昭平正在室内作
坊里捞纸，站到地下1米深的
平台上，她端着帘窗、压纸棒
等重达30多斤的工具，一遍遍
到水池里“捞金”。水池里纸浆
经过她的一推一拉，便成了最
初状态的桑皮纸。

57岁的郑友明是非遗传承
人，从爷爷辈开始就开始做桑
皮纸，到他已经是第三代。16岁
时，郑友明开始跟在父亲身边
打下手，如今一干就是41年。

郑友明一家的桑皮纸生
意，主要卖给当地的酒厂糊酒
篓。现在又增加了更加精细的
可用作书法用的文化纸品，即
使是这样，老两口每天只能睡
三四个小时，一个月下来全家
收入也仅五六千元。

这样的劳动强度和收入，
郑友明很担心儿子、儿媳坚持
不下去。老两口经常带两个孙
女在院里逛，如今大孙女还学
会了往墙上贴纸。在他们心
里，希望这项祖传三代的桑皮
纸技艺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做好的纸被贴在墙上晾晒。

桑桑皮皮造造纸纸，，老老技技艺艺如如何何永永传传？？

郑友明查看蒸煮后的桑皮。

浸泡桑皮。

捞起桑皮。

郑友明两人正在挫纸浆饼。

将纸浆切割。

郑友明的妻子正在捞纸。

做好的桑皮纸郑友明还要分装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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