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乡村盘活非遗
当一门古老的技艺远离现代生活后，如

何让它存续下去？这几乎是所有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人遇到的共同问题：

靠媒体一时造势？靠游客一时热

闹？李锋、刘兰以及众多志愿者们

认为不然。

作为拍摄过，同时也开展

过无数次非遗活动的记录者

和保护者，李锋发现，把非

遗搬到城市、街区，虽然可

以吸引流量，但却离开了非

遗的原生土壤，难以给传承

人带来实际的收益，而没有

经济基础，没有市场激发的

内生活力，非遗难以实现可持

续发展。

一 个 新 的 计 划 被 提 炼 了 出

来——“非遗在地活态传承与保护”。什

么意思呢？就是让非遗既真正作为一项产业

在当地发展，也作为一个文旅项目为乡村吸

引流量。用乡村盘活非遗，用非遗振兴乡村。

当然，这也不算稀奇的主意，但往往大

多数乡村把非遗搞成死的景观，怎么样让

它真正成为活的产业，考验着运营项目的所

有人。

这既是一份考验，也是一个让人激动

的理想，它点燃了刘兰的“野心”。刘兰小

时候在江西乡村长大，喜欢静谧、鸡犬相闻

的乡村生活，后来家乡变了，风貌与城市无异。

反倒是千里之外的道官冲，像极了记忆中的

家乡。

“如果能让村民既能拥有更好的生活，

同时也不破坏村里优质的文化遗产和美好

的乡风乡貌，那该多好。”刘兰说，道官冲

在某种程度上具备这样“梦里水乡”的潜质，

浏阳贡纸本身有不错的市场需求，可用作书

画、古籍修复、包装纸等等，而手工技艺的

过程和村里原生态的山水资源又是一种旅

游资源，将两者结合起来，或许能打造一

个又“古老”又“创新”的富裕乡村。

2018 年 10 月，道官冲全体村民、村集

体和湖南沧海田非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

股，注册成立浏阳市道官冲乡村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着手打造非遗生态村。“村民以

土地和闲置的房屋入股，在公司永久持有

20% 的股份，同时村集体也拥有 29% 的股份，

最大化地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上洪村党

总支书记唐育根说。

湖南大学新闻学专业的刘兰毕业后也一

猛子扎进了这个“第二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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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一项非遗，振兴一个乡村

女大学生乡村当馆长，月薪不高“野心”不小
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 张秋盈

眼前的男子消瘦黝黑，方脸，却不失热情。他手
上的竹帘正在一个装满水的纸槽里荡漾，后来刘兰
才知道，那叫“荡帘抄纸”。

黄隆根是浏阳市张坊镇上洪村道官冲组村民，当
地唯一一家尚在用竹子造纸的村民。2018 年，读大
二的刘兰为了一部学校布置的纪录片任务来到道官
冲。如今，四年过去，24 岁的刘兰成了村里的一员，
任当地古法造纸研学馆的馆长。

在村民眼里，这个外来的大学生妹子“能干”“谦
虚”。像村里自家的姑娘一样，遇上了，也能聊上两句。
但村里人不知道的是，这个年轻妹子有一个不宣于
口的“野心”——用乡村盘活非遗，用非遗振兴乡村。

用非遗振兴乡村
过去，道官冲闭塞、穷困。一年只种一季晚稻，

人均收入在千元左右。要打造有活力的非遗生态

村，必须先做好基础设施。

“一开始，我们做环境测绘、设计

等几个人驻扎进来，连吃饭

的地方都没有。都是今

天在这个人家里搭一

餐，明天在那个村

民家里搭一餐。”

刘兰说。

靠 着 耐心

和决心，三年

多的时间，村

内终于修成环

形道 路， 并 把

原来 3 米宽的乡

村道 路 拓宽 至 6

米；又修建了公共

卫 生间、停车场；原

本不通信号的山区，也实

现了网络处处达；对于自然山水，

做到有针对性的保护，靠人力用石头铺出一条通

往山上瀑布的游步道；与村民签订合作协议，通

过租赁、流转等方式，把闲置民居改造成了研学馆。

2020 年 10 月，“纸上春秋——道官冲古法造

纸研学馆”开馆。同年 6 月毕业的刘兰正式成为

馆长，月收入四千元左右，负责馆内展览的策划、

运营、接待讲解，包括日常的水电支出，她也要

操心。

对古法造纸，刘兰原本了解不多。为了策划研

学馆的内容，她找到了国内所有有关造纸的专著、

论文，观看有关的纪录片，又遍访村里曾经传承

造纸的老师傅采访，挨家挨户收集有关当地贡纸

的藏品。

生于 1967 年的黄隆国是早期响应项目的村民

之一，听闻刘兰要找藏品，他在土房子的二楼翻

箱倒柜，找到了父亲的樟木箱，里面装满了记载

当地造纸生产记录的收据——他的父亲在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曾任村里会计。

村民梁义，早年间做古玩收藏，听说老家要

开研学馆，也回到了家里，免费赠送出了自己收来

的一个藏物——1931 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浏阳

第三区委员会庆祝全区工农兵第四次代表大会告

青年群众书，一张浏阳纸作品。

开馆当天，正逢国庆中秋假日，5000 多名游

客涌入这个非遗生长之地，与手艺人交流，体验

非遗项目，吃当地饭菜。饭菜是黄隆国出品，他把

镇上的货车卖了，回到老家开了一家“六食堂”农

家乐。不远处的民宿暑期入住率也达到了百分之百。

“团队给这个项目制定了一个 5 年计划。”刘兰

说，这个计划包括继续做好基础设施；建立更多

的非遗文化场馆；扩充村里的接待量；让手艺人

精进造纸工艺，使其能够媲美从前贡纸时期的水

平，提高附加值等等。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刘兰还暗暗给自己布置了

一个任务，业余时间，找每一个村民深聊，了解

他们的经历和对于家乡发展的诉求。同时记录下

道官冲文化振兴乡村的过程，用 5 年时间观察，

推出一个非遗振兴乡村的纪录片。

从她爱上这个古老的艺术起，到选择留在异

地乡村，这个 95 后的女孩显然充满了青春的理想

主义，尽管这个理想书写在了略显静谧偏僻的乡村，

但却更加轰轰烈烈，更加当“燃”不让。

千年造纸术，只剩一根“独苗”
浏阳市张坊镇上洪村道官冲组竹林密布，素有生产竹纸的传统。

竹纸制作讲究。须在小满前后进山采竹，挖塘浸泡三四月，使

其产生微生物，所谓泡百日得以杀青。当地妇女甚至为进山采竹子

的郎君唱山歌以道思念。

随后，纸料还要经历再清洗、槌散、蒸煮等环节。其斩竹漂塘、

煮楻足火、荡料入帘、覆帘压纸、透火焙干的 5 大步骤，与明代宋

应星《天工开物·杀青篇》中记载的古法制纸工艺相合。

与机械纸不同的是，手工纸的纤维参差不齐，用之于水墨，

可洇染出中国书画的独特潇洒与写意，又因偏碱性，千年不腐，

曾得评价：“浏阳古山贡纸 , 纯竹质原料，环保无污染，质地细密

结实，纤维长褙力大，宜书宜画，果然老字号。”

清末史志记载，因纸张雪白，浏阳纸在乾隆年间曾被官府纳用，

这里的纸品又被称为“贡纸”。至今，还能在长沙考试院，找到清

代湖南科举考试时用的浏阳贡纸。

为千年不断的湖湘文脉制纸，这个充满书卷气的技艺，在当地

人的日常生活中续存了上千年。

即便如此，随着传统水墨书写的减少和现代化制纸艺术的流

水线生产之利，浏阳贡纸没落了。残存的几家曾用竹皮做花炮的包

装纸，收入微薄。2011 年，非遗保护志愿者李锋寻访至此，全村

只剩下一家还在制纸。

2016 年，在当地文化部门和文化志愿者的推动下，长沙市图书

馆举办了一场展览，“纸上春秋——抢救浏阳古山贡纸展”，杨福音

等一批书画家为浏阳手工竹纸做大力推介。

杨福音是国家一级美术师，湖南师范学院美术系客座教授。他

不满一些市面上粗制滥造的宣纸已久。“一般的宣纸，放个三五十

年就不行了，上潮、易碎，你看这纸，拉力特别强，放个一两百年

都没问题。” 杨福音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位资深画家告诉记者，来

自浏阳深山里的手工纸竟然有惊奇的书画展现能力。

展览之后，一时间，浏阳古法造纸声名大噪，书画家、非遗爱

好者、游客纷至沓来，造访这个连手机信号都没有的小村庄。

刘兰也是造访者之一，她跟着李锋来到这里，想拍摄一部非遗

传承的纪录片，那时的她不会想到，就是这一次造访，改变了她的

选择。

新闻·面孔

孩子们对古法造纸也很感兴趣。

古法造纸。

刘兰向记者介绍
道官冲造纸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