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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一颖
本报通讯员 刘中善

四月的阳光，虽不炙人，但也煦暖。从纸池子
中捞出的桑皮纸，一张接一张“上墙”，不一会儿
便被晒得“里外全干”。4月18日上午，曲阜市王庄
镇纸坊村“千年纸坊文化部落”的东头，一面长长
的北墙上铺满了桑皮纸，一家手工作坊的女主人
正手脚麻利地从墙上揭纸。

相传，明朝时期，乔氏、郑氏两家由山西洪洞
县同时迁入“安南庄”（即安难庄），并将桑皮纸工
艺带入曲阜。为讨村民和睦相处、安居乐业的好
彩头，村子更名“辛安里”（即新安礼）。随着桑皮
纸工艺的发展，村中生产的纸张备受欢迎，并为
孔府采用。于是，村子又更名为“纸坊村”，延续至
今。明朝陈镐曾撰写一部孔氏家族志———《阙里
志》，书中有记载：“纸坊在城北十里，居人造纸为
业。”

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物象精华，乾坤微妙，古传今而华达夷，使

后起含生，目授而心识之，承载者以何物哉？君与
民通，师将弟命，凭藉呫呫口语，其与几何？”宋应
星在《天工开物》中篇“杀青”一文中，直言短短一
张文符或是半册课本，便能“终事诠旨，风行而冰
释焉”。

东汉蔡侯纸的出现，为载道之文提供了承载
之物。受中原造纸技术的触动，西域地区开始因
地制宜试验。特别是丝绸之路于阗古国的一些沙
漠小村落，村人大胆尝试用特有的桑树皮制作纸
张，制成西域最早的本土纸——— 西域桑皮纸，亦
称于阗桑皮纸。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桑”字给出这样的
解释：“蚕所食叶木。”《尔雅》写道：“桑，辨有葚，
栀。”桑树可谓一身的“宝”：桑叶饲蚕，“素丝非常
质，屈折成绮罗”；桑果为葚，“参差红紫熟方好，
一缕清甜心底溶”；桑皮化纸，“春初刳斫繁枝，剥
芽皮为上”。

桑树皮纤维韧长而结实，内皮有黏性，光滑
细腻，易于加工，经砍条、剥皮、去杂、浸泡、灰桑
皮、化瓤、送背头等72道工艺，粗磨而成桑皮纸。
桑皮纸纤维交错均匀，纹理美观，轻薄软绵，拉力
强，不褪色，吸水性强，又防虫、防腐蚀。桑皮纸一
经问世，便受到西域地区的认可，成为西域文化
的独特符号。桑皮纸沿着丝绸之路，花开一路，向
西传入欧洲。所经之地的居民，视丝绸和桑皮纸
为丝绸之路的“明珠”。

中国纸张（含桑皮纸）的发明，推动了世界文
化发展的步伐。相传，桑皮纸承载了《突厥语大辞
典》《福乐智慧》《一千零一夜》三本书的书
写载体和手抄本原件。因当时印刷条件有限，
文化巨著传承均靠手抄代代相传。据说，民间
普遍流传的《古兰经》，大多也是靠手抄在桑皮纸

上才得以传播开来。这一小片纸张的发明，为丝
绸之路增添了一抹文化之光，更为世界文化流传
千载提供了珍贵的舞台。

水里捞金送背头
“身为竹骨与木皮，杀其青而白乃见，万卷百

家基从此起。”杀青，将青色化为白色，把树木变
为纸张。“脱胎换骨”的变化，是72道工艺凝聚的
结果，其中，“水里捞金送背头”最考验功力。

“你看，一推一拉，纸就出来了。”孔家第71代
传人孔昭平站在玄坑中，一边捞纸，一边向记者
介绍道，“看着出水时，只有一张纸，其实捞出纸、
带出水，这一下有30斤重。”孔昭平是纸坊鲁明桑
皮纸品牌注册人郑友明的妻子。

捞纸，是桑皮纸制作流程中“出成果”的环
节，送背头是这一环节中“窍门之举”。帘子、帘床
子、压帘棒子、担竿是捞纸必备工具。“干这门手
艺这么多年，我们自己就能做这些工具。”郑友明
接着说道，“从老一辈传下来，这些工具都有严格
的尺寸。帘子77厘米长、40厘米宽，大多是南方产
的细竹帘，很光滑，缝隙很细，能漏水又能留下纤
维。后来，我们发现用平整的塑胶也能缝制成帘
子。帘床子中间横隔几条细木条，且外框大小比
帘子略大，用来支撑绷紧帘子。因为捞纸时，纸浆
只靠帘子担不起来。还有一对压帘棒子，宽12厘

米、长50厘米、厚3厘米，分别压在帘子的左右两
边，使帘子与帘床子紧贴在一起。这样，帘子在送
背头时，最先插入纸浆的一边就不会被纸浆冲卷
起来。”

为了展现送背头的“巧妙”，孔昭平特意放慢
动作，“放大”每一个细节。捞纸前，先将帘子与帘
床子对齐，放在帘床子上，再用压帘棒子将帘子
压紧。然后，双手分别用拇指摁住压帘棒子，其他
四指一起握紧帘床子，使帘子与帘床子紧贴在一
起。随后，将合在一起的帘子与帘床子倾斜水平
面45度，向纸池子斜插入水，插入约三分之一时
暂停，再往上提起帘床子，这样前三分之一的帘
子就会先被捞上纸浆，而仍在外面的三分之二未
浸入池中，上面没有纸浆，这就是“送背头”。

送完背头，再往后（也就是往自己怀里）插入
纸浆，使整个帘子与帘床子一起没入纸浆中，水
平将帘床子端出。这样整个帘子上就会平铺一层
纸浆，这一层平铺的桑皮纤维晾干后就是桑皮
纸。因此前帘子的前三分之一处已经铺有一层纸
浆，所以现在帘子的前三分之一处就会比后三分
之二处略厚，这三分之一就是背头，背头便于纸
张的揭晒。

孔昭平右手边是纸台子，用来存放刚从帘子
上卸下来的湿透的桑皮纸。“她每次转身下纸，迈
一步。再转回身，迈一步。这一天，她在坑里捞纸
12个小时，相当于走了15公里路。”郑友明感慨

道。
“寒溪浸楮舂夜月，敲冰举帘匀割脂。焙干坚

滑若铺玉，一幅百钱曾不疑。”北宋诗人梅尧臣描
绘了严冬时节一张纸诞生的艰难过程。其实，捞
纸算得上是桑皮纸制作工艺的中后期环节，在此
之前的制作环节也是相当费心费力。

一户桑皮纸有一户的味道
“附近种桑树的人太少了，现在主要从山西、

湖北进原材料。”郑友明指着院中一捆捆桑树皮
对记者说道，“我们顺着桑树、楮树皮的纤维往下
剥，这样既容易剥，也能保护纤维，制作出来的桑
皮纸柔韧性强。”

不远处有一座高高的白色炉子，烟囱正冒着
烟。“那是在蒸桑皮。”据郑友明介绍，剥好的桑皮
经过晾晒、去杂、捆扎后，被放入水中浸泡。泡软
的桑皮被捞出后，再次入水，并被生石灰层层包
裹，“桑皮捆要排列均匀严实，一池一般放七八百
斤桑皮。在往灰池里放桑皮的时候，每放一层桑
皮，就在上面撒一层生石灰。”生石灰遇水产生大
量的热量，利用石灰水的温度及其化学性质将桑
皮进一步软化，村民称把桑皮“烧熟”了。“熟了”
的桑皮接着就要进“蒸锅”了。

千年传承下的桑皮纸制作工艺，对炉子的尺
寸也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炉子为半地下结构，
用砖和水泥砌成，露出地面的部分高60—80厘
米，地下部分约120厘米。远看就像一眼井，炉壁
厚约35厘米，有火膛。炉子底部是一口铁锅，称

“底锅”，直径110厘米。烟囱与锅炉相距250厘米
左右，高300厘米。蒸桑皮时，先在底锅中盛满水，
然后横跨底锅放两根木棍，再放入桑皮，木棍用
来承担桑皮，因为桑皮是用水蒸汽蒸，所以桑皮
不能掉进水里。蒸好的桑皮经过碾轧、化瓤、阴
瓤、搓碓，被对折为长50厘米、宽12厘米、厚3厘米
的多层饼子。饼子被放到长凳一样的切床上，将
一圈绳子套在切床的桑皮瓤上，一脚踩住绳子，
将桑皮饼固定，用双把的切床刀将桑皮饼切成2
厘米左右宽的均匀的小段。切好的桑皮瓤“进入”
棉布制成的大口袋里。每只口袋大约装40—50斤
桑皮瓤，在河水中浸泡几个小时，并通过不断搅
动、撞击，使桑皮瓤由原来的块状变成均匀的浆
状。

从河中出水的纸浆被倒入纸池子，“一次倒
入两袋瓤，每袋约50斤”。加瓤后在池中用小竹竿
由左向右用力划水面，发出“嗡嗡”响声，使桑皮
纤维尽可能地松散均匀。“打匀两袋纸浆，需要40
分钟，打1500—2000下，胳膊累得都抬不起来。”郑
友明等艺人发现，搅拌过程中水面时常会出现泡
沫，造成纸张有孔，“滴几滴炒菜用的油，泡沫就
没了”。盈满纸浆的纸池子，静静地等待着艺人，
水里“捞金”。

“千年纸坊文化部落”共有20多家手工作坊，
每家产出的桑皮纸也各有不同。“72道工艺，全部

手工操作，一家纸有一家的样子和味道。”王庄镇
文化站站长孔祥雷说道。

上等酒器的保护伞
“其精在此，而其粗效于障风、护物之间。”不

少书画家喜选桑皮纸挥毫泼墨，其天然的纤维纹
理为作品增加了质朴的味道。桑皮纸还有一个重
要用途，制作酒容器。据孔祥雷讲解，“酒海”作为
原浆酒的容器，有着近千年的历史。“用荆条编成
大篓，内壁以血料、石灰等作为粘合剂糊上百层
桑皮纸，后用蛋清、蜂蜡、熟菜籽油等以一定比例
涂擦、晾干而成，每个可储酒5—6吨，这种闪耀着
先民们勤劳智慧的贮酒容器，被称为‘大酒海’。
这一特殊的制作工艺，使酒海呈现出一个神奇的
现象：‘装酒滴酒不漏，装水挥失殆尽。’酒海存量
大，酒耗小，又利于酒的熟化，适于长期贮存，是
世界酿酒行业传统储存单体最大的容器。”

“越来越多的酒厂来我们这里定桑皮纸包裹
的酒篓、酒海，每年销售额约有200万元。”曲阜市
仁泰容器包装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勇告诉记者，
桑皮纸多被用于制作酒容器，“将猪血与生石灰
调制为黏合剂，将桑皮纸裁成适宜大小，一层层
贴进枝条做成的酒篓。晒干后，酒篓便是滴酒不
漏的上等酒容器”。

午后两点多钟，近百个包有桑皮纸的酒篓被
整齐地摆放在门口，沐浴着阳光，等候检阅。室
内，几位糊纸艺人正一丝不苟地贴纸，记者一行
人的到来并未影响他们手中的工作，头也不曾抬
起，完全沉浸在工作的世界里。

67岁的孔繁弟是一名传统“糊匠”，16岁
时，就习得桑皮纸糊容器的技艺。“根据酒篓
的大小、面积，把桑皮纸裁成大小不一的纸
片。贴纸是从底往上，重合一指的宽度。”50
多年的从业经验，令孔繁弟对“黏合剂”的制
作也颇有心得：“100斤的猪血配30斤的生石
灰，调出的黏度刚刚好。这些黏合剂能糊成100
多个小酒篓，若是5吨容量的酒海，也就只能糊
4层吧。”孔繁弟对黏合剂呛鼻的血腥气也习以
为常：“对身体没伤害，所以不觉得难受。”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作为桑皮纸的产
地之一，王庄镇各种规模的酒容器公司遍地开
花。桑皮纸生产和酒篓酒海制作技艺这些珍贵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一直传承着发展着。

■ 探访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是西域文化的独特符号，沿着丝绸之路，花开一路。它的发明，为丝绸之路增添了一抹文化之光，更为世界文化流传传千载提供了珍贵的舞台。

桑皮纸：时光长河沉淀下的片羽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梁金凤
本报通讯员 魏坚强

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除了在前线奋勇杀
敌的战士，还有一群在敌后默默工作的地下无
名英雄。他们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深入敌后
搜集情报，冒着生命危险传递信息……平度市
东阁街道86岁的孙成臻，就是这样一位默默做
着敌后情报工作的抗战老兵。清明节前夕，孙
成臻老人在平度家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2岁参加革命的情报员
1938年，即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年，

日军入侵平度，并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
政策，先后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

1931年8月出生的孙成臻，就在这样的残酷
环境中成长，目睹了无恶不作的日军烧杀抢
掠。

孙成臻所在的旧店镇涧里村是山区，那里
是八路军的根据地。“那个时候，八路军的兵
工厂就在我们村里。1942年，日本鬼子总是来
扫荡，兵工厂就搬走了。其实，日本鬼子不敢
轻易进村，他们知道，进村的话很有可能出不
去，那个地方周围都是山，只有往东有个平
原，那是八路军活动的根据地。”孙成臻
说。

孙成臻的大哥1938年参军，做侦察工作，
受伤复原回到村子里后，他们就一起照顾村里
根据地的伤病员。“当时，我们家里就住着伤
病员。”受家庭的影响，幼年的孙成臻对共产
党、八路军有着发自内心的亲切。

1943年，年仅12岁的孙成臻毅然决然地参
加了革命工作。他从心底里相信共产党，坚信
共产党会取得胜利。“是共产党把我救出来，
我12岁出来，什么都不懂，一直在党的培养下
长大。”

进入情报站工作也是机缘巧合。“当时的
情报站长就住在我们村，他看我机灵，很喜欢
我，我就是跟着他出来的。”一投身革命，孙
成臻就从事危险系数相当高的情报工作，“情
报工作比打仗都难，因为情报工作是在敌人内
部进行的。”尽管深知工作艰险，孙成臻也从
未犹豫后悔过。

乔装打扮打探情报
当时，日本鬼子到处“扫荡”，给根据地

带来极大的威胁。为了获取日军的各种情报，
孙成臻和其他情报工作人员经常乔装打扮成不
同身份的人，深入到日军据点收集信息。

孙成臻回忆说，化装非常重要，不能被识
破。当时他们最常扮的就是乞丐和卖瓜的农
民。为了更方便接近敌人，孙成臻经常穿得破
破烂烂，挎着篓子，装成乞丐，去据点附近要
饭、搭话。有时，孙成臻也挑着担子，扮成瓜
农，到日军据点旁边卖瓜。“到日本鬼子据点
去卖瓜，目的是去调查情况，他们愿意给钱就
给几个，不给拉倒。进去以后，他们在那吃
瓜，没人管我了，我就悄悄进去摸索摸索大炮
之类的有几门，在什么地方，查查这个据点有
多少鬼子，大概有多少枪，统统记在心里。那
时候在情报站经常干这个。”

1944年，八路军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在南
村设立情报站，孙成臻负责侦察、传递青岛一
带的情报工作。当时，南村一共设立了两个车
子铺作为情报站点，传递情报的同志们来到这
里，孙成臻就负责把他们安排到不同的地方
去。按照规定，两条线的情报人员是不能够见面
的。“是一个人来了安排一个地方，另外一个来
了我再安排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们是不能见面
的，就是两条线，干什么都得单独联系。”

除了南村的两个情报站之外，在平度城还
有一个情报站点。孙成臻每天都需要往返平度
城和南村，拿到情报后送出去。一天下来，他
再将所有的情况进行汇总、整理，并统一向南
海军分区情报站进行汇报。

面对凶残的敌人和险恶的环境，年少的孙
成臻有时也害怕。那个时候，送情报的秘密工
作总是晚上进行。孙成臻回忆，从莘庄到南
村，路过莱西，在必经之路上有一片树林，土
匪经常在这里杀人抛尸。每次晚上路过这里，
十三四岁的孙成臻都胆战心惊。“不下雨的时
候还好，月亮还能照点明，打雷下雨的时候漆
黑一片，路都看不清，特别吓人。说不害怕是
假的，但是完不成任务不行啊。这个工作如果
你害怕，完不成，那你就干不了情报工作。所
以我一直坚持干，知道很危险，要是碰上土

匪、日本鬼子就坏了。不过，那时候的老百姓
特别好，晚上找不到路了，把老百姓叫起来问
路，不管是谁都会告诉你，老百姓对日本鬼子
恨得要命。”

遭遇叛徒死里逃生
在情报站工作，危机四伏，惊险的事情时

有发生。孙成臻回忆：“在另一个情报站，有
一个同志也是化装成卖瓜的农民去鬼子据点搜
集情报，不幸被日本鬼子发现。鬼子把他抓起
来，送到了高密，直到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
才把他放回来。”

化装执行任务没有被识破过，孙成臻却因
叛徒出卖而面临过死亡威胁。那是1943年在莱
西莘庄的时候，情报站有人叛变，同志们身处
危险之中。“因为叛徒告密，日本鬼子两天把
情报站包围了三次。他们疯狂地抓捕，情报站
的十几个同志没剩下几个人了。其实，鬼子包
围情报站的时候，我就在情报站里。房东有一
个老太太和一个小姑娘，她们听到鬼子来了，
赶紧把我藏了起来。鬼子让她们交人，她们怎
么也不交，最后日本鬼子把她们两个都打死
了。”事情过去几十年，但说到这儿，老人还
是情绪激动，泪流满面。想到牺牲的战友和老

乡，孙成臻老人哽咽着说：“这种痛苦的经
历，我都不敢说也不愿说，为了救我，她们都
牺牲了，我是死里逃生。”

艰苦的战斗环境中，意志不坚定的人叛变
时有发生。孙成臻老人回忆：“1943年夏天，
那个带我出来的情报站长也被叛徒出卖了，全
家七口人都被打死了。”孙成臻坦言，当时他
也不知道八路军与敌人打多久，“日本鬼子很
凶恶狡诈，但是他们也很害怕我们的侦察工
作。我只知道党怎么分配，我就怎么干活。我
12岁出来当兵，共产党把我养大，我就靠着共
产党，听共产党的话。”

手榴弹在身旁炸响
干情报工作要求非常严，“从青岛送来的

情报，都是白色手纸，你不用水洗看不出来，
得把情报放水里才能看出来写的是什么。这样
是为了保密，防止被敌人发现。万一被敌人截
获也不打紧。”

1942年到1944年，孙成臻就这样往返于兰
底、南村、郭庄一带传递情报。1944年，孙成
臻去了大玉湾情报站。1945年，他主要往返于
青岛、崂山、兰村、平度、即墨等地，了解敌
人活动情况。

谈到抗战期间传递情报的经验，孙成臻
说：“没有什么绝招，就是不该死的死不了。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我在公路上抓了两个
特务，情报站站长就在那里审特务，十多个人
在情报站里。当时忘了手榴弹的线在外面，有
人不小心拔下了手连弹的盖子，手榴弹炸开
了。两个特务的脑袋被打破了，情报站的人一
个受伤的都没有。那个手榴弹就在我旁边响
的，但是我一点伤也没受。这样的事很少，可
能是我命大。”

1947年，孙成臻被调到南海军分区侦察
连，继续负责敌后情报工作，侦察青岛周围敌
人的情况。1948年2月，17岁的孙成臻加入中国
共产党，随后，他随部队先后参加了淮海战
役、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在战斗中英勇作
战，孙成臻荣获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四
等功四次。

“当时我在大玉湾情报站是第一名，在南海
情报总站我也是第一名。”孙成臻自豪地说。

1958年，由于身患疾病，孙成臻转业至铁
路系统工作，时任东方红车站站长。1964年，
中央要调孙成臻到新疆，最终他却回到了山
东。“当时跟我在一起的另外一个书记调到了
山东，我家里还有老人，后来他就跟我说，你
回山东吧，我去新疆，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换
了，我回了山东。”调回山东麻兰，孙成臻先
后在麻兰、古岘等地从事基层工作，直到离
休。如今，孙成臻家庭和睦，儿孙孝顺，生活
怡然自得。

附记：平度市委老干部局的工作人员介
绍，1938年至1945年9月，日本侵略者侵占平度
城，残酷迫害平度百姓，制造了公婆庙惨案、
杨家惨案等多起惨案。与全国一样，平度人民
在党的领导下，不屈不挠，奋起反抗，从共产
党员郭士先组建第一支平度抗日游击队，到乔
天华、罗竹凤、刘文卿等成立平掖抗日救国
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特别是大泽
山抗日根据地开展的地雷战，为整个胶东军民
的抗战提供了宝贵经验。抗战期间，平度党组
织领导县大队、独立营及广大民兵对敌作战
2700多次，歼敌2万余人。

采访中，平度市委老干部局的工作人员将一
本《手印：咱们的抗战老兵》赠给了记者。这本书
中，记录着200多位平度抗战老兵的英雄事迹，以
抗战亲历者的口述为主，辅以人物档案和老照
片、老物件，以镜头语言去记录他们现在的精神
状态和生活状态。据悉，为深入挖掘抗战历史，传
承红色基因，平度市委老干部局联合有关部门，
对抗战时期的老党员和复员退伍军人一并采录，
共计入户采访1000多人次，拍摄照片5700多幅，摄
像累计10000多分钟，采集手印300多张，收集老物
件、老照片100多件，其中，抗战故事71篇，人物简
介134篇，全景式地记录了当年这些普通抗战老
兵的故事，揭示了抗战老兵的奉献、牺牲、爱党、
爱国的情怀，为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党史教育提
供了很好的教材。

■ 烽火八年 山河壮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刀德

情报站出了叛徒，日军两天把情报站包围了三次。当时，他就在站里。房东老太太和一个小姑娘听到鬼子来了，

赶紧把他藏起来。鬼子让她们交人，她们死活不交……

孙成臻：“为了救我，她们牺牲了……”

年轻时的孙成臻 孙成臻近照

桑皮纸糊就的酒篓 刘一颖 摄

孔昭平正在“水里捞金” 刘一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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