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造纸艺术画谱
造纸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此画谱《Art de faire le papier à la Chine》（中华造纸艺

术画谱）根据乾隆时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 Michel Benoist )在中国的记录资料编辑而

成。此书通过27幅水粉画描绘了竹纸（是以竹子为原材料造的纸）的制造工艺流程。

此书出版于1775年。

造纸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纸是用以书写、印刷、绘画或包装等的片状纤维制品。一

般由经过制浆处理的植物纤维的水悬浮液，在网上交错的组合，初步脱水，再经压缩、

烘干而成。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的国家。目前已有考古发现的西汉时期的纸张。

竹纸是南方制造的，其中以福建省为最多。当竹笋生出以后，到山窝里观察竹林长势，

将要生枝叶的嫩竹是造纸的上等材料。每年到芒种节令，便可上山砍竹。把嫩竹截成

五到七尺一段，就地开一口山塘，灌水漂浸。为了避免塘水干涸，用竹制导管引水滚

滚流入。浸到一百天开外，把竹子取出再用木棒敲打，最后洗掉粗壳与青皮（这一步

骤就叫做“杀青”）。这时候的竹穰就像苎麻一样，再用优质石灰调成乳液拌和，放

入楻桶里煮上八天八夜。

煮竹子的锅，直径约四尺，用黏土调石灰封固锅的边沿，使其高度和宽度类似于广东

中部沿海地区煮盐的牢盆那样，里面可以装下十多石水。上面盖上周长约一丈五尺、

直径约四尺多的楻桶。竹料加入锅和楻桶中，煮八天就足够了。停止加热一天后，揭

开楻桶，取出竹麻，放到清水塘里漂洗干净。漂塘底部和四周都要用木板合缝砌好以

防止沾染泥污（造粗纸时不必如此）。竹麻洗净之后，用柴灰水浸透，再放入锅内按

平，铺一寸左右厚的稻草灰。煮沸之后，就把竹麻移入另一桶中，继续用草木灰水淋

洗。草木灰水冷却以后，要煮沸再淋洗。这样经过十多天，竹麻自然就会腐烂发臭。

把它拿出来放入臼内舂成泥状（山区都有水碓），倒入抄纸槽内。

抄纸槽像个方斗，大小由抄纸帘而定，抄纸帘又由纸张的大小来定。抄纸槽内放置清

水，水面高出竹浆约三寸左右，加入纸药水汁（这种纸药液用一种好像桃竹叶的植物

叶子制成，各地的名称都不一样），这样抄成的纸干后便会很洁白。抄纸帘是用刮磨

得极其细的竹丝编成的，展开时下面有木框托住。两只手拿着抄纸帘放进水中，荡起

竹浆让它进入抄纸帘中。纸的厚薄可以由人的手法来调控、掌握：轻荡则薄，重荡则

厚。提起抄纸帘，水便从帘眼淋回抄纸槽；然后把帘网翻转，让纸落到木板上，叠积

成千上万张。等到数目够了时，就压上一块木板，捆上绳子并插进棍子，绞紧，用类

似榨酒的方法把水分压干，然后用小铜镊把纸逐张揭起，烘干。烘焙纸张时，先用土

砖砌两堵墙形成夹巷，底下用砖盖火道，夹巷之内盖的砖块每隔几块砖就留出一个空

位。火从巷头的炉口燃烧，热气从留空的砖缝中透出而充满整个夹巷，等到夹巷外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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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砖都烧热时，就把湿纸逐张贴上去焙干，再揭下来放成一叠。

近来生产一种宽幅的纸，名叫大四连，用来书写，显得贵重。等到它用废以后，废纸

也可以洗去朱墨、污秽，浸烂之后入抄纸槽再造，因此节省了浸竹和煮竹等工序，依

然成纸，损耗不多。南方竹子数量多而且价钱低廉，也就用不着这样做。北方即使是

寸条片角的纸丢在地，也要随手拾起来再造，这种纸叫做还魂纸。竹纸与皮纸、精细

的纸与粗糙的纸，都是用上述方法制造的。至于火纸与粗纸，斩竹、制取竹麻、用石

灰浆、用稻草灰水淋洗等工序都和前面讲过的相同，只是脱帘之后不必再行烘焙，压

干水分后放在阳光底下晒干就可以了。

盛唐时期，很时兴拜神祭鬼，祭祀时烧纸钱而不再烧帛（纸钱北方则用切条，名为板

钱），因而这种纸叫火纸。湖南、湖北一带近来的风俗有的浪费到一次烧火纸就达到

上千斤的。这种纸十分之七用于祭祀，十分之三供人日常所用。其中最粗糙的厚纸叫

做包裹纸，是用竹麻和隔年晚稻的稻草制成的。铅山等县出产的柬纸，完全是用细竹

料加厚抄成的，用以抬高价格。其中最上等的纸称为官柬纸，供富贵人家制作名片所

用。这种纸厚实而没有粗筋，如果把它染红用做办喜事的红“吉帖”，就要先用明矾

水浸过，再染上红花汁。



蒋友仁，法文名Michel  Benoist，（公元1715－1774年），字德翊，法国耶稣会士。1744

年来华，曾参与圆明园的若干建筑物的设计。他在《皇舆全览图》基础上，增加新疆、

西藏测绘新资料，编制成一部新图集《乾隆十三排地图》，最终完成了我国实测地图

的编制。著有《坤舆全图》、《新制浑天仪》等书。

#更新（2016年12月25日）为高清版本。

此书法文标题全文：Art de faire le papier à la Chine / les explications ont été
envoyées en 1775 à M. de la Tour [Brion de la Tour], par le P. Beno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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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站还有一本与造纸相关的画谱：《新诗造纸书画谱》（介绍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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