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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纸业生产单位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官府经营的造纸作坊。
第二类是配民制作官纸。这些固定为官府制造上

供纸的生产者称“纸户”，姓名籍于州县官府，向国家提
供纸张，可以免除其相应的徭役负担。

第三类是民间商品纸生产。
泗洲造纸作坊应该属于第一类。“国营造纸厂”的

选址自然是十分讲究的。
首先是水。水是做一张好纸的关键。叶浅予在《富

春江游览志》中写道，“其中优劣，半系人工，亦半赖水色”。
泗洲的名字就告诉我们，这里的水系十分发达。两

条溪环抱泗洲。一条叫白洋溪，亦叫泗洲溪，光绪《富阳
县志》载，“白洋溪发源县东北诸山，曲曲南流三十余里，
由苋浦入大江”。还有一条叫新义溪，经泗洲并入白洋
溪。其次是原材料。富阳是竹纸之乡，最主要的原材料
自然是竹子了。“竹纸就是用竹子的整个茎干，经一系列
复杂手续处理后造出来的纸”（《中国造纸技术史稿》）。

南宋陈槱在《负暄野录》中也写道：“又吴取越竹，
以梅天水淋，晾令稍干，反复捶之，使浮茸去尽，筋骨莹
澈，是谓春膏，其色如蜡。”

但是，要撑起如此大的一家“国营工厂”，还需要一
个广阔的市场。

宋朝的时候，纸的用途非常广泛。《渑水燕谈录》说
两浙等地“多造纸袄为衣”。当时的纸衣、纸袄通常为
生活贫困者所穿着。诗人陆游就曾吟咏过雪天盖纸被
的感觉，“纸被围身度雪天，白于狐腋暖于绵”。纸甚至
成为了制造兵器的原料，有纸甲、纸炮等。北宋仁宗康
定元年（1040年）四月，“诏江南、淮南州军造纸甲三
万，给陕西防城弓手”。

当然，在富阳这个县城，最需要用纸的还是每天都
要抄写经文的寺观庵堂。泗洲附近，恰好宗教场所并
不少。除妙庭观和泗洲庵外，东坞山的“九庵十三寺”
也是泗洲造纸作坊的重要客户。

真正的大客户在杭州。杭州自五代以来，雕版印
刷业已相当发达。吴越王钱镠在“天下大乱，豪杰蜂
起”的五代十国纷争之际审时度势，采取“与其闭门作
天子，不如开门为节度”的保境安民以至纳土归宋的策
略，换来了“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舞之
声相闻”的太平局面。在当时，杭州已是良工聚集，雕
版技术颇负盛名。

北宋时，杭州不仅承担朝廷刻书，“市易务”等公私
刻书也很多。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中说道：“浙本
字体方正，刀法圆润，在宋本中实居首位。宋国子监刻
本，若《七经正义》，若史、汉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资
治通鉴》，若诸医书，皆下杭州镂版。北宋监本刊于杭
者，殆居大半。”

到了南宋，宋高宗“车驾驻跸临安”，杭州更是成为
当时全国雕印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方。吴自牧的《梦粱
录》中记录杭州的书铺、裱装铺、纸扎铺“自大街及诸坊
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杭州刻书行业的发达，自然
也带动了周边造纸行业的繁荣。《咸淳临安志》中说道：

“按旧志云，余杭由拳村出藤纸，省札用之。富阳有小
井纸，赤亭山有赤亭纸。”泗洲距离临安城仅三十余公
里，陆运的话完全可以实现朝发夕至，水运的话就更加
方便了，做好的纸张沿白洋溪而下，经苋浦，至富春江，
再顺流而下，就可以抵达杭州了。

然而，这么大的一个作坊，却伴随着南宋的灭亡，
也渐渐湮灭了。在遗址中发现了一层红烧瓦砾堆积，
似乎说明在宋末元初的时候，这里曾遭遇了一场火灾，
作坊毁于一旦。

泗洲造纸作坊消失了，但
它所叠加的丰富的历史信息
和造纸工艺更迭、发展的生产
空间格局关系，成为中国古代
造纸术工艺流程的见证，成为
中国造纸术伟大发明的最直
接证明。 （李睿 整理）

被时光湮没的辉煌被时光湮没的辉煌要读懂泗洲，首先要读懂富阳这张纸的
分量。

民国《浙江之纸业》记道：“论纸，必论富阳
纸”。在手工时代，几乎所有的中国纸都能在富
阳找到自己的影子，其源头至少可以回溯到魏晋
时期。自“皮纸”以始，至竹纸而兴，在宋代时，富
阳的手工造纸名扬天下，一句“京都状元富阳纸，
十件元书考进士”让“造纸之乡”的名号伴随富阳
趟过了漫漫的历史长河。

但在泗洲遗址发现之前，富阳造纸一直缺少
成规模的考古实证。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
所长杨金东告诉记者，国内的造纸遗迹凤毛麟
角，此前中国考古发掘中最早的造纸作坊遗址，
是江西高安的明代造纸作坊遗址，“始于宋代的
泗洲遗址，直接把我国有据可查的造纸作坊的历
史往前推进了300多年。”

那么，如此重要的泗洲遗址里究竟有什么？
造纸生产线，考古学称之为操作链。
看到泗洲遗址的第一眼，你可能会觉得平平

无奇：一眼望得到头的“大土坑”中依稀可见沟渠
纵横的痕迹，或条形或圆形的“小坑”镶嵌其中，
有的被杂草覆盖，有的被塑料布遮蔽着，厚厚一
层灰。

参与了泗洲“每一锄头”发掘的杨金东引着
我们来到一条东西向的土沟前，用手指比划着告
诉我们，在宋代，这就是一条造纸生产线，“以这
条水渠为中心，水渠两侧分布着浸泡原料的沤料
池、蒸煮原料的皮镬、浆灰水的灰浆池、抄纸房、
焙纸房等。”在他的讲解中，一座热气蒸腾、人声
鼎沸的造纸工坊渐渐在记者的脑海里有了轮廓。

但很多人不知道，当年，泗洲遗址曾差点与
我们擦肩而过。2008 年富阳高桥镇在 320 国道

改道工程中，陆续发现了大量遗迹。一开始考古
工作队将它作为一般的聚落遗址进行清理，但
是，挖掘出的一条条排水沟、一个个水池和半截
埋在土中的陶缸，让所有人感到疑惑，它们到底
是干什么用的？第一阶段清理工作临近结束，答
案依然是雾里看花。

所幸，一位村民在现场自言自语了一句：“这
很像造纸工坊哎。”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考古人员将遗址现场
的布局，与明代《天工开物》中记载的造纸工艺一
一比较，又走访了当地的造纸作坊，发现相似度
很高。而随后的考古发现更进一步印证了这个
假设：除了石碾、石臼、石碓等造纸工具外，遗址
中还出土了刻有“至道二年”（996年）和“大中祥
符二年”（1009年）的纪年铭文砖，这说明泗洲极
有可能在北宋时期便作为造纸作坊而存在。

中国科学院科技史专家潘吉星用“科技国
宝”四字来评价重见天日的泗洲遗址：“从世界角
度看，当富阳造纸作坊在生产的时候，当时的欧
洲还处于无纸时代。这么大的作坊，世界罕有。”

杨金东的心底还有一个“从 1 到 N”的猜测：
目前考古发现至少存在三条相互关联的造纸生
产线，“当年这个工坊，很可能已经达到了规模化
的生产能力。”

而前不久刚结束的二期试掘成果，似乎也在
支撑着他的判断：通过对现有遗址周边的试掘，
又新发现约4万平方米遗址，其部分石砌结构与
原有 1.6 万平方米的遗迹较为相似，推测应为同
一造纸作坊遗迹。

“加起来一共 5.6 万平方米的遗址范围，这
几乎相当于一个现代中型工厂的规模了。”杨金
东说。

“科技国宝”差点和世人擦肩而过

杭 州 富
阳凤凰山北麓，一
座遗址，距今千年。

泗洲宋代造纸作坊遗
址，位于富阳区银湖街道泗洲
村，发现于2008年，始于北宋早期，是
迄今为止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所发现年代
最早的古代造纸作坊遗址；其现存考古发掘规模
远超国内的同类型遗址，为全国最大；更重要的，它是已发
现的工艺流程最完整的造纸遗址。

最近，在刚刚结束的二期考古试掘中，泗洲遗址面积被扩大至5万余平方
米。与此同时，一纸关于泗洲造纸考古遗址公园及中国造纸博物馆的建设初步规划已经
落地。富阳更是决定将泗洲造纸遗址打造成为可见、可感、可传承的宋韵文化新地标。

很多人开始好奇，这块一直以来名声不显的“国宝地”，为何突然“醒了”？

泗洲遗址“宋韵文化新地标”的目标定位，让
不少人眼前一亮。

“以德寿宫为代表的一系列宋代遗存，大多
集中在人文历史政治风貌的领域，而泗洲遗址的
独特价值，恰恰在于它是宋代工业技术的典型代
表。”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教授苏荣
誉告诉我们，宋代纸的产量与用量都非常之大，
并留下了宋版书、宋画等珍贵的文物。“在整个中
国历史里，宋朝在科技领域的成就达到了高峰。
可以说，工业气息是宋韵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这样的工业气息，有时候微小到只有几厘
米——在杭州市文物考古所的库房里，就保留
着一堆如巧克力饼干似的小土块。

这是当年杨金东从泗洲遗址现场带回来
的。当时通过对土壤成分的检测化验，证实了其
中有竹纤维。正是这一结果，加速推动了对泗洲
遗址“出生年份”的认定——专家一致认为，这是
一处宋代竹纸造纸作坊遗址。

“我国古代的物质文明遗存，大多来自手工
业。”深耕手工业技术和文化遗产利用领域多年，
苏荣誉一直期盼着更多的手工业遗址被发现，从
而破解古代手工业的未解之谜。

比如在遗迹西北侧，有一块下宽上窄的石块
遗迹，这是一堵保存较为完整的火墙。“两面墙中
间空心，在墙中生火，抄好的纸则贴在外侧，隔墙
烘干。”苏荣誉说，“这比最早明确记载火墙烘焙
纸张技术的《天工开物》，还早了几百年。宋人的
智慧及宋代工业的先进性，可见一斑。”

要传承千年前的宋人智慧，不仅要有遗存，
更关键的是人。

2008 年泗洲遗址被发掘后，富阳竹纸制作
技艺的市级非遗传承人李文德也去看过，他根据
遗址呈现的设备来推测，宋代的工艺流程和他从

小学习的并无本质区别：“如果把遗址恢复出来，
我们马上可以将古法工艺都复刻出来。”

2006 年，富阳竹纸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也留住了不少李
文德这样的“种子”。“至今富阳仍有 3 个乡镇 5
个村、上百名匠人守着这门技艺。”富阳区文广旅
体局党委委员楼高峰说，近几年这些工匠们不断
书写着富阳纸的新故事：古籍修复纸、白唐纸、竹
檀纸等新纸品层出不穷；古法造纸工坊设起了研
学体验点，带火了乡村游；崭新落成的元书纸文
化展示馆，揭开了“富阳纸”的前世今生；纸制小
熊摆件、牛皮纸包包等特色文创纸产品开始出圈
引流⋯⋯

“泗洲遗址的发现，让我们把这一行干下去
的信心守住了。”李文德目前正在申请创建省级
非遗工坊，通过“非遗＋”拉长产业价值链，“我相
信，这张纸里有春秋，担得起宋韵文化的传承。”

工业气息是宋韵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泗洲遗址公园的建设时间表已出炉：
总规划面积 400 余亩，明年开工，预计
2025年建成。

一鸣惊人后，泗洲为何沉默了十余年？
没有直接回答记者的问题，富阳区发

改局副局长何荣华列出了一张时间表——
2009年泗洲遗址首期考古结束后，被

列为富阳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列为
第六批省级文保单位；2013年列为全国第
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样的速度，在何荣华看来，已是跑
步前进了，“两年一个台阶，足以证明泗洲
遗 址 的 价 值 。”在 他 的 回 忆 里 ，其 实 从
2013 年起，关于泗洲二期的讨论，就已经
提上了议事日程。“关于泗洲的未来，富阳
三易其稿。”

第一稿，写满了“保护”两个字。
2013 年 12 月 25 日，富阳开始在泗洲

遗址上，建设保护性钢架大棚。“秉持文物
保护优先的原则，起初三年，我们只是想
好好把‘这张纸’保存下来。”参与遗址保
护进程变迁的楼高峰说，在当时，造纸博
物馆、考古体验区等周边项目都还处在概
念阶段。

2017 年 1 月，大棚竣工。同时，泗洲
二期也正式立项。

第二稿的设计，在“保护”后面添上了
“发展”。

抛开时代背景来谈保护与发展，都是
片面的——彼时的富阳，正处于壮士断腕
腾退造纸业的收尾期。2016年以来，富阳
腾退造纸及关联企业1000余家，光烟囱就

“拔”了542根。
但造纸业的未来该何去何从？富阳的

“一张纸”如何从制造业属性向文化属性转
型？泗洲遗址再次成为焦点。

在楼高峰的书桌边，至今还躺着一本
当年的设计方案，“那时候的想法，是围绕
保护大棚，做一个还原展示功能为主的遗
址馆，遗址公园的占地面积也没有现在这
么大。”

虽然2019年，泗洲二期项目的设计稿
获得正式批复，但后续的推进并不算快。
越来越多刀刃向内的问题开始出现：泗洲
遗址的全貌，到底是怎么样的？现存考古
发掘最大的造纸遗址，核心区域只有2400
平方米吗？目前的二期项目，担不担得起
泗洲的三个“最”字？

这些问题，随着文旅融合的概念逐渐

找到思路。富阳决定，不能在螺蛳壳里做
道场，要再做加法。

于是设计规划推倒重来，2020 年，第
三稿设计开始了。

如今再回望，楼高峰不免感慨，富阳与
泗洲，似有一份奇妙的缘分，“没有早一点，
没有晚一点，她等了我们千年，恰在此时相
遇，刚刚好。”

这个“刚刚好”，来源于 2021 年下半
年，浙江将打造宋韵文化传世工程提上日
程。继德寿宫之后，这片能印证宋代工业
技术兴盛的造纸作坊遗址，迎来了最好的
时代契机。

今年来，遗址公园规划进程加快推
进，一纸以宋韵为核心的规划设计初步
形成：遗址露明保护展示棚、中国造纸博
物馆、原乡风貌展示区和农耕文化体验
区⋯⋯更多的想象即将在这片千年遗址
上变为现实——

除了已发掘遗址的露明展示区，遗址
公园内还将通过地面模拟和数字化复原等
方式，呈现出宋代泗洲造纸完整的古法工
艺。“类似于目前西安兵马俑的展示方式，
发掘与参观实时进行互不相扰，游客可以
很直观地看到我们的保护工作。”楼高峰介
绍说，在另一片研学体验空间里还有沉浸
式体验，游客可以亲手体验传统工艺，自己
造纸。

不止于此。“博物馆里将建设一个纸基
因库。”负责遗址公园设计的浙江省古建筑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师孟超透露，“每
一种纸，根据不同时节选用的材料，添加的
配料，呈现出的色泽以及质地纹理都是不
一样的。”

富阳希望通过对这些纸的统一编码
及鉴定，以数字化和实物相结合的方式归
集成“纸 DNA 库”，为今后的书画修复、文
物鉴定等工作提供有效的学术支撑和实
物支撑。

和泗洲暂别，毛竹、村庄、遗址大棚在
我们的视线里往后退去，而时间却在不断
前行——从千年前的手工古法造纸，到本
世纪潮涨潮落的机制纸，如今的纸乡在时
间和空间双重纬度中，再次升级了这张纸
的文化质感。

而泗洲遗址，就像一位已沉睡千年的
老人，正徐徐醒来。我们期待着能在不久
的将来，向它道一句：

你好，好久不见。

更多想象将在千年遗址上变为现实更多想象将在千年遗址上变为现实

泗洲造纸考古遗泗洲造纸考古遗
址公园作坊区效果图址公园作坊区效果图

◀ 遗址中
的灰浆池
◀◀ 遗址中遗址中
的灰浆池的灰浆池

泗洲造纸作坊遗址中分布有水渠泗洲造纸作坊遗址中分布有水渠、、沤料池等沤料池等。。

▶▶ 宋纸研学活宋纸研学活
动中动中，，学生体验造纸学生体验造纸。。▶▶ 泗洲造纸遗址泗洲造纸遗址

▲▲ 考古出土的考古出土的
青瓷碗底青瓷碗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