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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造纸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
两千多年来，纸上：真.作为文化载体之一，从古时的制形演变到现在的程式，沧海桑田，难能可贵。
自18世纪末叶欧洲的造纸机诞生以后，从此便有了手工纸（用手工抄造的纸）与机制纸（用机器生产
的纸）之分。
本书所说的古纸，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传统手工纸或“土纸”（相对地把机制纸叫做“洋纸”）。
对于今天不少年轻的朋友而言，古纸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世界。
但是，从传承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古纸与我国古代的书法、绘画、典籍和文化等有着密切
的关系。
古纸是华夏文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解一点古纸的知识是十分必要的。
所谓古纸，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古代所有的纸，而应该是指历代中有史料意义和文化价值的纸张，这样
才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古纸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古籍记载，何时何地产纸、用纸。
另一个是纸样实物，包括出土清理的和传世收藏的。
我国历史悠久，幅员广大，传世的和出土的古纸较多，需要研究的课题也不少。
例如，知道纸名，不知实物；知道（古纸）实物，又不知何名。
于是后人又自行其事（凭自己感觉给古纸取名）。
由于时间太久，又查不到证据，因此就出现了各地“自说自话”的现象。
这样一来，便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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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是为整理我国古代的手工纸（古纸），所做的一项普及性的工作。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沿承至今，大约已有五千年的历史。
但是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手工纸，随着时光的流逝，
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
直到现在对她的了解者越来越少了，也没有引起社会应有的关注。
保护民族遗产和传统文化，就是守护中国人民的悠久历史和美好家园。
    本书分八章，第一章概述，第二章汉晋南北朝时期的古纸，第三章隋唐五代时期的古纸，第四章宋
元时期的古纸，第五章明清时期的古纸，第六章传统手工纸，第七章手抄加工纸，第八章手工纸制品
。
全书共介绍各地古纸和纸品96种，插图163幅，它们与古代造纸、印刷、书画、文物、民俗文化等，都
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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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尽管在学术上还存在不同的看法，这是可以继续研讨的。
对出土的各种汉代古纸进行化验分析，通过在显微镜下比较观察了纤维形态，证实它们绝大多数是由
麻类纤维构成的。
这些实物究竟是不是纸，学术界有争论，留待日后讨论，让历史作证吧。
手工造纸常用的麻类，计有大麻、苎麻、亚麻、苘（qing，音顷）麻（又名青麻于.、黄麻、水麻等，
还有一些野生麻（如罗布麻、老虎麻、芭草麻）。
过去还有采用废旧麻织物（如麻袋、麻衫、麻鞋）的，在这样的条件下，麻纸便捷足先登，走上历史
文化的舞台。
但古代还是以使用生麻缕（从麻茎剥皮、粗加工后的产物）者居首。
在已知的麻纸中，以大麻和苎麻为原料的较多（图2—1）。
大麻为一年生草本植物，别名：汉麻、井麻、火麻、线麻、绿麻等。
纤维长度为12—20mm，宽度0.012—0.024mm，长宽比889,，纤维比较粗实、强韧。
苎麻系灌木植物，别名：刀麻、绳麻、中国草。
茎内表皮层即为苎麻，易于剥离。
不论是大麻还是苎麻，其中含有的木素（植物中的一种化学成分）的数量较少，沤麻过程简单。
换言之，即制浆比较容易，故我国古代一般多利用它们来抄造麻纸。
麻纸有黄麻纸和白麻纸之分。
其质地坚韧、柔软可折，为官府、民间大量采用。
据《新唐书》载：唐朝每月授与集贤院学者5000张四川产的麻纸。
开元年间（713—742），两京（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内府藏书一律用益州麻纸抄写。
麻纸不仅在中原广泛使用，而且还运往边陲消费。
另据《唐六典.大府寺》称：“宣、衢等州之案纸⋯⋯”此处所说的案纸（paperofworkintables），即供
中国西部官府使用的一种麻纸。
申请领用者需经西州都督府批准（《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下册》，1960年3月出版）。
据吐鲁番文书上记载，有一次“兵曹”请纸，批准了。
另一次为了“市马”（买马）需用纸多，未批准。
这反映出那时在河西一带，纸仍属于稀缺、紧俏物质。
所以说案纸是一种质量较好的白麻纸，摆放在案桌子上，供办公之用，当然也可供书法。
但一般民间群众难得使用案纸。
我国早期多用麻纸的原因可能是：第一，我国种植麻类植物的历史悠久，前已述及，《诗经.王风》、
《诗经.陈风》中都有种麻、沤麻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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