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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赋予鲜活的生命，丹青绘忆，诗书气韵跃然而上。甘肃陇南的西和麻纸，是延续千年的

民间手工造纸，也被称为古代造纸术的活化石。西和麻纸纸质坚柔，结实耐久，古老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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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耐久，古老的技艺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岁月流转传承中，纸上浸润已久的文墨韵

味，历久弥香。

如果说甘肃像一把温

润的“玉如意”，那陇南就是

这柄玉如意上那精美的一

端。秦早期文化在此发源

积淀，也铸就了世代相传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生不

息，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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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都高山戏

武都高山戏，又名高山剧，是我省独有的

特 色 剧 种 之 一 ，发 源 于 武 都 区 鱼 龙 镇 。 高 山

戏 是 从 古 老 的 民 间 祭 祀 和 传 统 社 火 中 演 变 、

发展而来的戏曲剧种。1959 年定名为“高山

戏 ”，2008 年 被 列 入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表性项目，被学术界誉为“戏剧研究的活化

石”。

参与高山戏的演员被称为“把式”，表演程

式叫“把式舞”，明初鱼龙镇人为纪念大将李文

忠（大安爷）而形成了唱戏的习俗，把式舞亦在

此情势下从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的随意演唱升

华为在舞台上“敷演故事”的戏剧性表演，经过

数百年的发展，最终形成了高山戏。

“高山戏”的舞台演出程式一般分为“踩台”

“开门帘”“打小唱”“演故事”等，其中“演故事”

是高山戏的正式内容，其他表演如“圆庄”“上

庙”“走印”等则带有明显的祈福、祈丰收的性

质。

“跳”“摇”“扭”“摆”的舞步特点，生动表现

出劳动人民的生活场景，也被称为“耍戏灯”和

“演秋歌”。

礼县扯面

礼县扯面传承年代久远，流行面广，礼县祁

山、城关、盐官、石桥、永坪、永兴、宽川、红河等

集镇都有专营扯面的面店，民间集市、庙会上随

处可见，迄今有一百多年历史。

礼县扯面技术含量高，功夫上乘者一根扯

面能扯三至四米长，薄如纸张。食用时，调以适

量的香醋、食盐、油烫辣椒粉、卤汁、蒜泥等调

料，再配以卤肉末、韭菜、香菜、黄瓜丝等佐料，

便是一道色香味俱佳的风味美食。

礼县扯面不仅是一款民间传统美食，更是

一种风情浓郁的地域饮食文化。

文县池哥昼（傩舞）

傩舞是传统社会具有祭祀礼仪性质的原始

舞蹈，历史悠久。据传，周代时曾有“大傩”、“乡

人傩”的称谓，汉代以后逐渐成为国家正统礼法

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傩舞以驱瘟逐疫、祈求

平安为主要目的，具有很强的群众参与性。表

演时，舞者头戴面具，呼喊赶逐，引来众多追随

围观者，场面十分热闹。

河畔的小路上和河岸的观景台上，白马人

身着特色服饰，错落有致，载歌载舞，跳起了独

具魅力的“池哥昼”。

“池哥昼”是白马人保留最完整，也是最具

特色的民族舞蹈和传统祭祀活动。“池哥”意为

山神，“昼”是舞蹈。表演时整个场面古朴豪放、

庄重热烈，既富有神秘气氛，又充满了浓厚热烈

的娱乐色彩。

反穿皮袄的山神，脸上涂抹成黑色的“猴

儿”，戴着面具的“池哥”“池姆”，挥动手中的牛

尾刷，伴随着锣鼓舞动起来，舞姿古朴、遒劲、粗

犷，极具节奏感。

跳舞时，表演者挨家逐户地欢跳，意在为村

民驱邪纳祥，迎接新的一年吉祥和顺。白马人

原始古朴的舞姿、独具特色的服饰、粗犷而充满

生活气息的表现形式，不断吸引着四面八方的

游客和专家、学者前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武都紫泥印封

武都紫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化

符号。古代各级官文和百姓书信、简牍所用封

泥，一般都是就地取泥，但是皇帝玉玺钤用封泥

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象征，要彰显皇权神授的尊

贵地位，武都紫泥就是两汉四百多年历代皇帝

用作封诏行文的特供之泥。

武都紫泥是一种黏性极强的紫赤色泥团，

主要产于武都城东福津河岸的柏林村，是汉代

专供皇室使用的特殊贡品。封泥始于东周，盛

于秦汉，终于两晋。古代用胶质黏土封缄于竹

简、木牍及进贡物品的包装之上，然后在封泥上

盖上印章，以防泄密及辨别真伪。

乞巧节

西和乞巧是每年农历六月三十晚至七月初

七，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未出嫁的姑娘都要举

行隆重的民俗祭祀歌舞活动，祈求“巧娘娘”保

佑自己聪慧、灵巧，婚配如愿，生活幸福。体现

劳动人民对美满生活的向往和朴素的审美情

趣。这就是在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礼县流传

1800 多年，被称为中国古代乞巧风俗活化石的

“乞巧节”。

中国西和乞巧女儿节从每年农历六月三

十晚上开始，一直持续到七月初七晚上，时间

长达七天八夜，是持续时间最长的民俗活动之

一。整个活动分为坐巧、迎巧、祭巧、拜巧、娱

巧、卜巧、送巧七个环节。每一环节均有歌舞

相伴，又有几个富有特征性的仪式，因而留存

了大量的乞巧唱词、曲谱、舞蹈形式以及与农

耕文明相关的崇拜仪式，还有与生活相关的服

饰、道具、供果制作等。其活动时间之长、规模

之大、参与人数之多、民俗程式保留之完整，在

全国绝无仅有。

陇南非遗之美

武都紫泥印封

西 和 县 东 南 部 的 西 高 山 、大 桥 、太 石 河 一

带，古老的西汉水绕闻名遐迩的仇池山向东而

流，这里丘陵高野，山深林茂，水源充沛，物产丰

富，古代为氐羌戎之地，属陇蜀交界地带。在西

和县西高山镇刘河村，代代相传着一种以构树

皮为原料，纯手工制作，工艺流程绿色环保的造

纸技术，这种传统的造纸工艺在西和县传承已

有千年之久。古法制作的西和麻纸纸色古朴，

适宜书札书写和书画装裱，故有“千年寿纸”之

美誉。尤其近年来众多倾向仿古创作的书画家

非常喜爱使用西和麻纸创作，运用西和麻纸创

作的仿古书画作品效果是其他宣纸无法媲美

的，因此也被誉为“西和宣纸”。

西汉水上游，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湿润，无

霜期长，且出产黄麻、竹子、芦苇，特别是构树，

丰富的自然资源奠定了造纸得天独厚的优越条

件，也为造纸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三国时魏

董巴的《大汉舆服志》里记述：蔡伦后所造纸，用

麻，故曰麻纸，用木皮，曰穀纸。”——赵逵夫《由

西和麻纸看中国造纸的历史》。这里说的“木

皮”即现在西和造纸的主要原料——构树的树

皮，又称“楮”，构树为高大落叶乔木，构树的树

皮柔韧，木质素含量高，是造纸的上等原料，而

构叶可喂家畜，树枝可烧材，西和造纸匠人说构

树有白构、红构、花构之分，实是同类异种，有雌

雄之别，雄者不结实，而雌者枝柯茂密，树干结

实，结出的果实当地人称“构桃”，成熟后橙红鲜

润，在构叶的映衬下煞是美观，可食，可酿酒。

当地人喜将“构桃”蒸熟后和面做一种叫“疙瘩

子”的美食，可以说构树浑身是宝。

西和造纸相传有千年历史，早在明、清时

期西高山的朱河、刘河就有以造纸为业的农户，

祖祖辈辈造纸形成一套成熟的工艺流程；旧时

作坊专门雇请有手艺的匠人造纸，当地以一百

张纸称“一去”，五去为“一挑”，每造成“十去”给

匠人“一去”作为报酬。后来虽有兴衰变化但一

直延续至今。而且由于这里远离都市，所以造

纸的原始工艺经老艺人一代代传承被完整地保

留下来。

“构皮浆灰细加工，碓打刀切锅里蒸。工序

多达七十二，不离不弃要传承。”西和麻纸有“麻

纸七十二道手，上墙还要吹一口”之说，事实上

古老的工艺流程比七十二道还要多，工序复

杂，很麻烦，称麻纸亦有此故之说。造麻纸大

致流程有采料、浸泡、蒸煮、浆灰、漂洗、踩踏、

打片、切穰、入槽、抄纸、压榨、上墙、晒纸等工

序。西和麻纸的第一道工序就是将构树枝干

砍下，剥皮后浸泡，就成了麻纸的最初原料。

接下来要放在坑中用石灰水浸泡，再放到锅中

蒸煮。蒸好的原料在小河中清洗干净方可锤

打切浆，一起一落敲击之下，原料就变得细而

绵软。锤上一阵，待合适后就需要切。接着再

入池捞纸，“捞”出来的大叠湿纸，要用木板和

大石块持续压十个小时以上挤干水分，接下

来，便是揭湿纸，再一张一张地往墙壁上晒湿

纸。等纸张完全干燥，然后裁剪、打捆就可以

作为成品纸张。西和麻纸的制作以家庭作坊

生产形式为主，产量不高，工艺以家传形式为

多。

前不久约友人去西高山刘河村，在五代麻

纸传承人胡凤钰师傅家采访，在他家四壁皆见

麻纸书画作品，在作坊里见到祖上传下来的纸

槽、瓤床、石碓、帘床、约尺、用于计数的铜钱等

旧物。在作坊里我们还看到师祖蔡伦的画像，

画像下有“伦亭侯蔡伦祖师”牌位的供案。胡师

傅说他们造纸人家逢年过节都要敬祖师。胡师

傅以家传造纸，会经营，成为村里的造纸工匠带

头人，他本人也曾获得“甘肃省乡村工匠”“优秀

非遗传承人”等多项荣誉。他家所造的纸以柔

韧色润、品质优良广受顾客称赞。

早 在 蔡 伦 时 期 ，麻 纸 的 应 用 即 改 进 了“ 竹

简”书的繁重。近现代天水放马滩、西安灞桥、

甘肃敦煌等地在不同时期都出土过汉代古纸，

大致都与西和麻纸相类同。相传书法瑰宝陆机

《平复帖》就是用麻纸书写的。当然是否为西和

所造，目前无资料可考。西和麻纸早先就曾销

往四川、陕西、宁夏、青海等地，离朱刘河约三十

里地的成县“纸坊镇”，就是因麻纸的集散地和

经销场所而得名。

麻纸与西和百姓的生活十分密切，过去主

要是糊窗户、棺木，裱字画复褙，作茶、调料、点

心及丝绸的包装，写中堂，地契等，与西和临近

的徽县、成县，盛产驰名的“金徽”“红川”酒，而

酒的包装也是要大量用到麻纸。当然现在西和

麻纸主要运用于书画创作，近年经过匠人的改

良，将麻纸制作成不同尺幅的纸张，以适应当代

书画创作的需求，广受书画家的青睐。书画创

作的繁荣也给西和麻纸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用武

之地和市场空间，书画家为了追求更古雅的风

格，经常喜欢用麻纸创作；麻纸因为制作手法的

差异，有时一家纸坊一个性能，用起来墨色渗化

效果各具特色，大大增强了艺术的表现力，麻纸

作品悬挂于展厅以文雅古朴而有全新的展观效

果。

西和麻纸也因为传统的手工技艺以及独特

的品质，被誉为古代造纸术的“活化石”，在名目

繁多的文房类产品中独领风骚。近年来，西和

县紧紧围绕促进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深度挖掘

麻纸产品内涵，着力打造品牌优势，积极拓展销

售渠道。通过电商、淘宝、微信等平台将麻纸产

品广销全国各地。现如今朱河、刘河共有一百

多户人家以造纸为家庭副业，成为远近闻名的

特色产业。

2017 年 10 月，西和麻纸被列入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名录，2021 年 5 月，“西和麻纸制

作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一张麻纸从构树皮到成品

纸，每一个分子的破茧重组，每一道工艺的超越

进取，都深藏着西和造纸人的聪慧勤勉，也表达

着西和造纸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与传承。

1111
20242024年年1111月月2626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
责编责编：：尹航尹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