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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一段泥濘的小路，依山而建的七八
座簡陋的三角尖頂的茅草棚子映入眼

簾，而張明星正在其中一個棚子內忙碌着，
只見他拿着一個長方形的竹簾在漿水池土黃
色的水裡來回攪動，他說這是「抄紙」，
「應該和古時候造紙術記載的造紙方式是一
樣的。」張明星一邊左右蕩動竹簾、撈出水
中的紙漿纖維，一邊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解釋
道。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紙的國家。據了

解，在植物纖維紙中，竹紙在唐代就得以發
明，比西方早1,000多年。據明代宋應星
《天工開物》卷十三記載的造紙步驟：「斬
竹漂塘、煮楻足火、蕩料入簾、覆簾壓紙、
透火焙乾」，與如今把吉屯的造紙工序大體
相同，且都是以毛竹為原料。

延續中華文明
「以前村裡家家戶戶都有造紙的作坊，
後來在機械化生產的影響下，現在只有我們
一家仍然在造這個紙了。」張明星說着騰出
一隻手，指了指周圍幾座已經廢棄的草棚說
道。張明星和父親張德魁都想將中國的四大
發明延續下去，所以一直堅持傳承這份祖輩
們流傳下來的千年古藝。
造紙所用的原材料主要是當地出產的白

竹、麻竹、梁山竹、楠竹等，張明星說，每
年的農曆五月和農曆十月是竹子開葉正嫩的
時節，其主幹部分也最為適合造紙。

工序繁瑣耗時
竹子砍回來後，首先把一條1.7米的竹子

劃成4瓣捆成一把，然後在石灰水裡浸泡三
個月，使其得到充分軟化。三個月後，把竹
子取出洗掉石灰，放入池子裡蓋上蓋子發酵
一個月。一個月後，這些竹子即可用以打
漿。張明星解釋說以上這些步驟只是初期的
準備工序，待這些工序完成，一年也大約過
半了。
之後的工序才是把吉造紙中最重要、最
考驗手藝的地方。首先，打成漿的竹子要放
到石砌的長方形抄水槽中用腳來踩勻，以增
加竹漿的黏性。隨後，要從抄水槽旁的滑水
缸中舀滑水倒入竹漿並充分攪拌均勻。滑水
則是由當地高山上野生的「老鼠衫」樹的根
部經搗爛浸泡一小時製成。「加滑水有很高
的技術性要求，加多了紙就會太薄，加少了
紙又會黏在簾子上揭不下來，所以量的控制
很重要。」張德魁說。最後經過壓水、晾
乾、揭紙等程序，歷經半年縝密而細緻的製
造，硬邦邦的綠竹子才最後蛻變成柔軟的黃
色「火紙」。

早上5點，位於
雲南尋甸回族彝族
自治縣的打磨箐村

還處於一片寂靜中，村民朱金連卻早已起床
穿好衣服，提着網袋向自家大棚走去。
「這裡有一堆蝗蟲，快過來！」借着微弱

的手電筒光亮，朱金連招呼妻子趕緊將蝗蟲
捧進袋子，不一會袋子裡就裝滿了蝗蟲。
「只有早上才好抓。」朱金連說。
忙碌了一個早上，朱金連共收穫10.3公斤
蝗蟲，價值412元（人民幣，下同），這對
他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打磨箐村是尋甸縣的一個貧困村，全村近
1,000人中貧困人口超過五分之一。除了一
小塊農田，朱金連家沒有任何其他收入來
源，全家住在一間破舊泥土牆的老房子裡。
經過駐村隊員多次入戶走訪，朱金連最後決
定養殖蝗蟲。

「最初政府建議做蝗蟲養殖項目時，我並
沒有信心。」朱金連說，令人厭惡的害蟲怎
麼可能賺錢？

營養藥用價值高
在中國部分地區，蝗蟲被認為具有很高的

營養價值和藥用價值，每公斤蝗蟲售價超過
40元。「綜合考慮，我們認為養殖蝗蟲可能
是擺脫貧困的一種方式。」掛包該村的駐村
幹部認為，養殖蝗蟲不需要太多的技能或勞
動力，是一種簡單有效的增收方法。
建大棚、買蟲卵的花費並不少，但在當地

政府的幫助下，朱金連只花了三分之一的費
用，還免費參觀學習了蝗蟲養殖技術。此
外，當地政府還與企業簽訂協議，幫助貧困
村民向上海、廣州等地的買家出售蝗蟲。
記者了解到，除了打磨箐村外，尋甸縣其

他村也開始養殖蝗蟲。此外，貧困戶不僅可

以在自家養殖蝗蟲，還可以通過流轉土地，
在蝗蟲基地打工。
「土地流轉每畝每年租金1,000元，貧困

戶在基地務工每年純收入18,000元。」先鋒
鎮飛翔螞蚱養殖廠負責人李美瓊說，目前該
廠共吸納貧困戶6名，帶動參與貧困戶逾60
戶。
朱金連說，通過養殖蝗蟲，他已經收入2

萬多元，足以把債務還清。今年8月，朱金
連一家告別了土坯房，搬進了由政府補助建
起來的新房。
雲南國家級貧困縣佔中國貧困縣總量的

10%以上，雲南省副省長何金平介紹，今年
全省要完成100萬貧困人口脫貧的目標。
為了消除貧困，雲南目前已形成「大扶

貧」格局。各級部門努力改善基礎設施，幫
助貧困戶發展致富產業，確保他們平等享有
基本公共服務。同時，依託「萬企幫萬村」

「掛包幫」等措
施為貧困村脫貧
提供必要支持。
過去 5年，中國
已有6,000多萬人
擺脫貧困，貧困
發生率從 10.2%
下降至4%以下。

種花等多種
產業脫貧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尋甸縣縣委

副書記楊蜀軍說，貧困群眾要靠自己勞動改
變貧困面貌，而產業扶貧是激發貧困群眾內
心動力的重要抓手，是實現由「輸血」到
「造血」轉變的關鍵。
為使全縣4.6萬貧困戶在今年實現脫貧摘

帽，尋甸縣實施了包括養雞、養牛，種植

鮮花、土豆等在內的系列產業。楊蜀軍
說：「我們有信心與全國同步建成小康社
會。」
明年，朱金連計劃再建3個蝗蟲棚，李美

瓊則計劃擴建18個大棚，以此讓更多群眾
走上致富道路。

■新華社記者楊靜、程露 雲南報道

尋甸脫貧新招數：蝗蟲養殖能致富

據今年已73歲高齡的張德魁
回憶，張姓村民祖籍湖北恩施
縣，祖先因戰亂逃來此地定居，
現已在此生存了十多代人，造紙
術是當時祖先從湖北帶來，至今
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
「老祖宗傳下來的手藝我們可
不能斷啊！」張德魁感慨，自己
從父親和祖父那繼承這個了不起
的事業，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間被
迫停工了10年之外，他近半個世
紀都在造紙，自然也十分支持兒
子張明星能繼承他的衣缽。
張德魁驕傲地說他從沒做壞過

一張紙，「剛和我父親學習時，
他就告訴我造紙沒有什麼秘訣，
只有細心和耐心。」而他也是這
樣要求兒子張明星的，「造一張
紙不容易，不細心的話很容易把
紙搞破，這就浪費了；而造紙整
個過程需要的時間較長，這也是
需要有耐心才能完成的。」如
今，張德魁因年事已高已很少親
自操作，大多數時候都是張明星
在造紙，他自豪地說：「很多遊
客過來看了都驚歎不已，還有外
國人來看過哩，他們可稀罕這種
復古的東西了！」

這被當地人稱之為「火紙」
的紙張，由於是純手工製造，
沒有使用任何化學原料，所以
對環境沒有任何污染。生產出
來的紙，主要用於紅白喜事，
可以祭奠祖宗燒紙錢用，也可
用於寫毛筆字。在世世代代把
吉人的眼中，「火紙」是連接

人與鬼神世界的紐帶，既能祭
神、祭鬼、哀悼亡靈，又能保
佑現世的平安與富貴。
由於「原生態」的把吉「火

紙」在燃燒時，其火化速度比
現代紙更快，也燒得更徹底，
把吉生產的「火紙」在當地非
常有名，附近十里八鄉的村民
都會慕名前去購買。十分之七
用於祭鬼祀神，十分之三供日
常家用。據張德魁回憶，在過
去的「鼎盛時期」，每天都有
人會找他訂購，「少的要幾十
捆，多的都會拉車來要上幾百
捆。」
每年過年和7月份，都是當地

祭祀的高峰期，同時也是把吉
最熱鬧、最忙碌的時候。「我
們造的『火紙』 以捆計價，每
疊3張，90疊為一捆，以前每捆
紙賣10元（人民幣，下同）至
12元，多的時候一天就能賣上
千元。」張德魁自豪地說。

目前中國保存下來的古作坊雖然不少，
但像把吉屯這樣一直都在操作實用的作坊
並不多見。如今，把吉屯正經歷着經濟社
會轉型發展的劇變，傳統文化也因此受到
衝擊，造紙戶由十年前的10多戶減少到
現在的6戶，把吉造紙術面臨後繼無人的
局面。
隨着一些頗有造詣的造紙老藝人因年事

已高，不再從事製紙工作；或者有的相繼謝
世，使得把吉屯造紙術瀕臨失傳。「因為不
賺錢，現在年輕人都不願意從事這個行當
了，就連我們孫輩也都沒人願意學了，真怕
哪一天這門老手藝就這樣沒了，所以我還專

門給自己留了一些，就怕自己百年之後連張
燒的『火紙』都沒有。」張德魁苦笑着說
道。
值得慶幸的是，當地政府早已意識到保

護把吉造紙術的重要性，開始採取措施解決
把吉造紙術的傳承難題。據樂業縣文化部門
相關負責人介紹，當地政府已增加投入，在
一定範圍內開展了把吉古老造紙術的初步調
查活動，對10名民間藝人實行重點保護，
並在當地部分中小學開展把吉古老造紙術普
及教學，創辦以「把吉古老造紙術」為主要
內容的「民間手工技藝培訓班」等，不斷培
養新的古老造紙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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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紙匠逾半世紀堅守廣西紙匠逾半世紀堅守：：造紙古法不能丟造紙古法不能丟

發酵發酵、、拌漿拌漿、、放放

水水、、加滑水加滑水、、抄抄

紙紙 、、 壓 紙壓 紙 、、 晾晾

乾……在廣西百色乾……在廣西百色

市樂業縣同樂鎮把市樂業縣同樂鎮把

吉屯吉屯，，村民能依照村民能依照

11,,800800多年前的古多年前的古

老手法老手法，，用最天用最天

然然、、最環保的純竹最環保的純竹

造出優質紙張造出優質紙張——

「「火紙火紙」。」。如今如今，，

在把吉屯僅有的十在把吉屯僅有的十

多位懂得這項造紙多位懂得這項造紙

術的紙匠術的紙匠，，只有張只有張

德魁和兒子張明星仍堅持用這古老手法製造紙張德魁和兒子張明星仍堅持用這古老手法製造紙張。。從從2020

歲學藝至今歲學藝至今，，作為當地手藝最為精湛的紙匠作為當地手藝最為精湛的紙匠，，張德魁為了張德魁為了

讓把吉屯造紙能生生不息地代代相傳讓把吉屯造紙能生生不息地代代相傳，，已經堅守了逾半個已經堅守了逾半個

世紀世紀。。 ■■文文//圖圖：：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曾萍 廣西報道廣西報道

原生態無污染原生態無污染
「「火紙火紙」」祭祀受青睞祭祀受青睞

憂手藝失傳 政府發力保護造紙無訣竅 細心加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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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滑水是最考驗技術的步驟加滑水是最考驗技術的步驟，，加好滑水加好滑水
之後便要用竹簾在漿池內之後便要用竹簾在漿池內「「抄紙抄紙」。」。圖為圖為
張明星在作坊裡造紙張明星在作坊裡造紙。。

■■把竹子泡軟打漿是把吉造紙的初期準備把竹子泡軟打漿是把吉造紙的初期準備
工序工序。。

■■把吉製造的紙因對環境沒有任何污把吉製造的紙因對環境沒有任何污
染染，，曾在當地倍受青睞曾在當地倍受青睞。。圖為張德魁圖為張德魁
展示製作完成的展示製作完成的「「火紙火紙」。」。

■■大棚養殖食用蝗蟲大棚養殖食用蝗蟲，，是幫助當地是幫助當地
農民脫貧增收的好方法農民脫貧增收的好方法。。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經過砍竹經過砍竹、、浸泡浸泡、、
發酵發酵、、壓水壓水、、晾乾晾乾、、
揭紙等程序揭紙等程序，，要半年要半年
才能造好一張紙才能造好一張紙。。

■張德魁展示如何用專門的工具
「打花」，但現在已經沒有人會
做這個步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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