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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赵正琳 苏云慧 夏传武
李 黎 杨 磊

“安徽宣纸甲天下，鹤庆棉纸誉
西南”，为了寻找这张曾经享誉西南
的棉纸，记者来到了鹤庆县松桂镇
龙珠村委会。

走进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白族民间手工造纸）代表性传承人
张国弟的古法造纸传承园，一间间
晾纸房整齐林立，墙壁上晾满了层
层叠叠的白棉纸，村民杨利娥正忙着
将略带黏性的湿纸糊到墙上。一面
厚重的墙上贴满 800 余张色泽润白
的棉纸，需要四五个小时。

据《鹤庆县志》记载，早在一千多
年前的唐朝，鹤庆县就有手工造纸的
记录，当时，人们制作的白棉纸主要用
作经卷抄写、经书印制和经卷裱衬。
龙珠村所在的松桂镇，是滇西丝绸之
路和茶马古道上的文化重镇，由于茶
叶贸易的繁荣，包装茶叶的纸张需求
让龙珠村的造纸人家在很长时间里都
生意紧俏，这种传统的手工造纸技术，

也因此得到发展，并代代相传。
“最兴盛时，村里有五六百家人从

事造纸，卖到昆明、北京、上海等地，甚
至远销东南亚各国，每年能为村里创
造800多万元的收入，是龙珠村村民主
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村里很多大学生
都是靠家里造纸供出来的。”龙珠村党
总支书记赵建菊介绍。

循着打浆、抄纸声望去，传统手工
造纸流程正有序开展：三位白族妇女
熟练地操作着木框竹帘，一撩、一提、
一掀之间，薄如蝉翼的竹纸便脱水而
出……“将抄好的纸一张张整齐地堆
叠，压出水分后，再将纸张糊到墙上晒
干，整个造纸工序就完成了。”张国弟
向记者介绍，传统的鹤庆白棉纸制作
需要经过取料、浸泡、蒸煮、漂洗、去
皮、碱化、二次蒸煮、去碱、打浆、稀释、
兑浆加滑水、抄纸、榨水、贴纸、烘干、
包装等 16 道工序，这样制作出的白棉
纸薄如蝉翼、质软防蛀，吸水性强、经
久耐用。每一道工序，都是纯手工制
作，也是鹤庆造纸技艺传承人的默默
坚守。

“抄纸看着简单，学起来很难，抄
纸时力度要均衡，不然纸会厚薄不
均。”张国弟说，抄纸技术要求高，劳
动强度大，要熟练掌握至少得苦练数
月，一个熟练的匠人一天可以抄 2000
张纸。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思想的注
入，越来越多的村民外出务工，传承造
纸技艺的村民逐渐减少，以家庭作坊
为主的手工生产方式，在市场上逐渐
失去优势。”赵建菊告诉记者，目前
龙珠村传承下来的手工造纸技艺有 6
家，包括省级非遗传承人尹旺松家，州
级非遗传承人张国弟和杨富军两家，
以及县级非遗传承人三家。

为了将鹤庆手工造纸技艺传承保
护好，龙珠村委会积极争取沪滇帮扶
资金 300 多万元，新建非遗文化传承
园。“传承园包含了生产用房、展示厅、
贴纸立面晾晒房、污水处理一体化设
备等，目前已建设完成，正在动员大家
进驻。”赵建菊说。

在坚守着这一传统手工艺的同
时，张国弟不断在祖辈的传统技艺基

础上进行探索，思考如何将传统手工
造纸技术与现代创新相结合，制作出
花草纸、东巴艺术纸、书画宣纸、手账
用纸等不同品类，可用于裱窗户、写
字等，满足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求，也
让传统手工造纸走进日常生活，产品
远销东部沿海地区。

“手工造纸需要寻找生存和发展
的新路。”作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鹤庆白族民间手工造纸技艺）代
表性传承人，龙珠村的尹旺松则借

“纸”发力，在大理市喜洲镇匠志集
园区内开设鹤庆手工造纸传习所。在
这里，游客不仅可以现场观看手工造
纸、了解工艺流程，还可以亲手体验花
草纸制作等内容，感受非遗魅力。这
个以展示、传承、体验手工造纸为主题
的工坊，也连接起了传统非遗与日常
生活。

“未来，鹤庆手工造纸还有无限可
能。”张国弟说，希望通过搭建起连接
传统非遗与现代审美的桥梁，让鹤庆
手工造纸越来越年轻，让千年鹤庆手
工造纸焕发蓬勃生机。

鹤庆龙珠村：千年棉纸绽放新活力

工人正在抄纸。（摄于 2024 年
12月20日）

［记者 夏传武 摄］

□ 通讯员 陆向荣 文／图

纵情挥笔墨，放胆舞龙蛇。1月2日，
巍山县组织 10 多名文艺志愿者到
大仓镇永福村委会开展“巳巳如意——
我为乡亲写春联”活动，将新春的祝福
提前送到村民家门口和心坎上。

虽是隆冬时节，永福村委会塘子
口村民活动广场却是暖意浓浓。志愿

者们饱含热情、凝神提笔、挥毫泼墨，
“大业欣圆千载梦，小康尽绣九洲春”
“一庭福寿随春到，四季康宁逐梦来”
“丰年盛景龙蛇舞，新岁春光彩蝶
飞”……260 余幅春联和福字，把新春
祝福传递到群众心里。

村民们围在一旁，一边享受书法
创作过程，一边争相挑选自己喜欢
的春联。一幅幅火红的春联、一张

张喜悦的笑脸，呈现着欢乐祥和的
乡村风景。今年 80 岁的村民刘焕章
手捧两幅春联格外开心地说：“今天
在家门口领到免费的手写春联，感
觉比往年在集市上买的更亲切，希
望来年的日子也如同这春联的愿景
一样，平平安安、红红火火。”

巍山县文联主席陈文平介绍，春
节来临之际，巍山县共组织了 22名文

艺志愿者，计划在除夕前三周的时间
内组织 14场“巳巳如意——我为乡亲
写春联”进乡村、进企业及“我的春联
我书写”活动，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
化生活，让基层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
政府的关怀。

活动当天，志愿者们还到永福小
学开展了书画进校园活动。

巍山：文化惠民下基层 我为乡亲写春联

工作人员正在搬运“爱心毛毯”。（摄于2024年12月31日）
当日，共青团云龙县委与大理州怡心社会工作服务发展中心携手，到漕涧仁山

完小、漕涧三小、漕涧中心完小开展“团团陪伴 与爱同行”暖冬行动。此次活动为
1100余名学生送去毛毯和保温杯1100余套，价值20余万元。

［通讯员 孙淑贤 摄］

小朋友正在挑选心仪的冰糖水果串。（摄于1月1日）
当日，弥渡县密祉镇中心幼儿园开展“欢欢喜喜庆新年，热热闹闹逛大街”系列

活动，在文艺汇演、手工制作展示、新年市集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师生们欢欢喜喜
迎新年。 ［通讯员 连艳臣 白如月 摄影报道］

祥云县刘厂镇大波那小学学生在文化长廊进行“书香伴我成长”户外阅读活
动。（摄于1月2日）

近年来，刘厂镇各中小学校积极推进书香校园建设，通过开展读书分享会、户外阅
读、制作读书小报等活动，引领广大学生走进书香世界，营造良好的课外阅读氛围。

［通讯员 冯雪娥 张丽花 摄影报道］

志愿者正在为群众书写春联。（摄于1月2日）

●王才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正本一件，号码：532901013134。

●弥渡县法学会遗失开户许可
证一件，核准号：J751500018630。

●董一锋遗失大理大学学生证
一件，号码：20231105050117。

●大理福瑞生态农业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大理市淑兰酒店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
件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32901346727688X。

●云南百大大理海东开发有限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一 枚 ，号 码 ：

5329000033024。
●赵毅遗失大理大学学生证一

件，号码：20231112900143。
●杨仙华遗失大理汇宁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一份，号
码：2167235，金额：5000元。

●杨仙华遗失大理汇宁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一份，号
码：4928425，金额：50000元。

●申林遗失大理大学学生证一
件，号码：20221108900140。

●大理市享满嘉酒店（个人独
资 ）遗 失 公 章 一 枚 ，号 码 ：
5329002113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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