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弃了，但黄宏健不一样，心底那股不服输的火

苗，好像窜得更高了。他决定从头学起，第一件

事，就是从书店捧回一堆书——《高分子化学》

《制浆工艺学》《植物纤维化学》，还有厚厚的县

志、市志。2013年，黄宏健干脆关掉饭店，带着

老婆，把家搬到了山里。“在山里一来接触原材

料更方便，二来地方更大，能放东西。”黄宏健

说，造纸这件事，就像一趟苦旅，了解越多，压力

越大，越觉得目标遥遥无期。

当然也扪心自问过，这件事值不值？天天

就是跟藤条、草茎打交道，然后砍柴、打浆、煮

浆、晾晒……“放弃，肯定是想过的”，但黄宏健

又觉得，总有种力量在驱使他做这件事，有种说

不清的“使命感”。

“麻烦就麻烦在，古时候开化纸的制作

技法，从来没有在文献中记载流传过，工艺都

是靠历代纸匠口口相传，相当于现在的‘商业机

密’。”黄宏健说，恢复开化纸这件事，难度可想

而知。

“如果把自古留存的开化纸拿来检测，可以

看出其中纤维的长短、宽窄比例。根据麻、皮、

竹、草等原料的纤维长度，大致也能判断来源。

但这些都只是大概，并不那么确定。还有以前

纸匠用的纸药、黏结剂是什么，现在更是没人知

道。”黄宏健告诉记者，直到开化特有的一种植

物的出现，让他的造纸事业迎来了转机。这种

特有的植物便是——荛花。

在寻访中，黄宏健偶然得知，从古代到上世

纪80年代，开化每年都有人在采摘荛花。在老

一辈山民口中，荛花又被称为“弯弯皮”、“山

棉皮”。据说，最早是用来造银票的，后来用作

造钞票。 通过大量查阅浙江、江西的中草药

词典，黄宏健渐渐摸清了荛花的种类、储量、分

布、习性。又经过好几年的试验，黄宏健终于发

现，荛花正是制作开化纸的主要原料。荛花所

富含的特殊毒性，用其制成的纸能防虫蛀，千年

不坏。

“2015年，我们真的是咬牙过来的，当时考

虑如果还是看不到希望就算了，大不了重新做

农民。”黄宏健感叹，多亏了当时自己的这股

狠劲，不然就没今天这个“故事”啦。2017年 3
月，在当地党委政府牵线搭桥下，中国科学院

院士、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院长杨

玉良的院士工作站在开化县正式启用。有了

复旦团队的科技支撑，黄宏健的复兴之路也迎

来了春天。他继续摸索，不断实验，很快，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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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西部的开化，出产一种称为“藤

纸”的地方手工纸，始于唐宋，盛于明清，曾独

领风骚数百年，为中国古纸之极品。其纸色洁

白绵润，帘纹不显，不沁墨，不虫蛀，耐泛黄，有

着触之轻薄柔韧，藏之千年不腐的绝伦品质，

享誉中外，是明清最名贵的书籍用纸。现典藏

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四库全书》便是用开化

纸抄写，历经时代变迁仍不变色，至今依然散

发出氤氲两百多年的书香。

今年 9月底，开化县华埠镇朝阳村皂角自

然村的一家青砖院落里迎来几位不一样的客

人，他们聚在一起，对着桌面上几张洁白细腻

的纸张评头论足。他们有的用手指托起单层

纸，认真观察纸的致密度、均匀度和厚度；有的

拿起纸的一角抖一抖，或者用另一只手的手指

弹一弹，听纸的声音；有的干脆执起一旁的毛

笔，直接在纸上点画起来……他们是谁？缘何

对这些纸张如此感兴趣？这还得从开化纸的

技艺传承人黄宏健身上说起。

低矮的栅栏、整洁利落的庭院、青砖白缝

的房屋，这是黄宏健的家也是他的工作室。个

子不高，带点中年发福的小肚腩，圆脸阔额，让

黄宏健看起来很和善。就是这样一个普通得

不能再普通的中年男人，居然是开化纸的技艺

传承人。

开化纸也许很多当地人没听过，包括年轻

时的黄宏健。他那时曾是个小镇上的有为青

年，开过服装店，跑过长途，办过家具厂，开过

饭店，甚至还下地打过井。因为敢想敢闯，脑

子活络，做什么都风生水起，但这些事，跟纸压

根没半毛钱关系。

十年前，还在镇上开饭店的黄宏健，甚至

连开化纸都没听说过。有一次，黄宏健在招呼

客人时，听酒桌上有人在说

“开化纸”，他凑上去问：“开化

以前还造纸吗？”众人一阵哄

笑，告诉他开化纸那可是国宝

啊，一般人用不起。

国宝？黄宏健顿时来了

兴趣，他活络的头脑告诉他，

这或许是门好营生。不经意

的一次对话，却在黄宏健心里

埋下了种子，没人想到，几年

后，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男

人，埋头走上了寻纸的道路。

但对于造纸这件事而言，黄宏

健是“一张白纸”。黄宏健告

诉记者，一开始，他脑子里的

想法很简单，造纸不就是稻草

竹浆捣捣碎，再沥干，就是纸

了。小时候跟着外婆认识过

不少植物，自己从小也在山里

长大，他不认为造纸有多难。

探求的种子一旦埋下，便会生

根发芽。黄宏健把饭店交给

老婆打理，自己开始东奔西

跑，去各地拜访有造纸手艺的

老匠人。开化方圆两百公里

内，跟纸相关的坐标，他几乎

都跑遍了。

2011年起，黄宏健一头钻

进“复活”开化纸的工作中，彼

时，他每天开车寻访求艺，踏

遍开化山野找寻原料，白天调

查、做试验，晚上则阅览史志，

自学造纸课程。最初，黄宏健

是和妻子在自家饭店的厨房，

用高压锅等厨具试验造纸，试

制的纸张质量有些粗糙，如此

反复几次，效果都差不多。热

情被浇个透心凉，于是黄宏健

是去了趟浙江省图书馆，黄宏

健想看看用开化纸印出来的

古书到底长啥样。书拿到手

里，一摸，黄宏健叹了口气，这

才叫开化纸！才叫国宝！自

己造的那叫什么纸啊，简直连

手纸都不如。

换成很多人，可能直接就

化纸事业有了质的变化。

跟杨玉良院士合作后，黄

宏健几乎每隔两个月，就会跑

一趟复旦大学，把最新出品的

试验纸样，拿给化学、材料科

学、生物科学的专家们进行监

测分析。

与此同时，皮料打浆工艺、

漂白工艺不断创新和改良，设

备也得以提升，终于，黄宏健他

们造出来的纸张成品，越来越

接近开化纸。据他介绍，开化

纸工艺复杂，一张手工纸需要

七十二道精细工艺。应该说，

在典籍用纸上，黄宏健所造开

化纸纸性已与古代开化纸高度

接近。

怀揣着造出最好修复用纸

的美好憧憬，在典籍印刷用纸

基础上，黄宏健又相继开发出

古籍修复用纸、书画用纸、版画

用纸等纸种，且收获一系列成

果。如在 2018年，黄宏健成功

研制出 1.6 克每平方米修复用

纸，走上古籍修复用纸的行业

前沿。

黄宏健笑称，开化纸是一

个“坑”，因为造一张好纸很难，

很少有人能坚持这么久。“当我

越走近开化纸，我就越知道它

的价值。了解越深，我就越无

法放弃。”

去年，黄宏健参与制作的

文创产品《红色轨迹》出炉，中

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等

12张图纹精细的版画，印在细

腻洁白的开化纸之上，“红色足

迹”镌刻清晰。当时的黄宏健

希望，以此向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献礼。

回到我们文章开头的一

幕，这几位特殊的客人正是国

家版本馆杭州分馆馆长吴学

勇、副馆长张璞；浙江图书馆馆

长褚树青、古籍部主任陈谊、网

红修复师汪帆，这一组专家团

莅临开化纸作坊，考察开化纸，

正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要让

开化纸走向世界舞台，成为中

国手工纸的优秀代表。

这项失传百年的古老手工

纸，迎来了再次向世人展示它

魅力的时刻了。

信念之魂亦如“纸寿千年”

他用双手制造和承载浙江墨韵的手工纸

▲今年新制的开化纸（楮

荛混料）呈现的水墨效果

▲2019 所制开化纸

（混料）的水墨效果

▲黄宏健的造纸工坊

▲黄宏健在检查纸帘的纹路及厚薄

▲造纸环节中的“抄纸”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