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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莞正名 扬其正能量历史散文集《喊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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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船海

55 蔡伦蔡伦：：跳出跳出““宫斗剧宫斗剧””的的““千古纸圣千古纸圣””(之二)

历史，是先行者的足迹，是一条条从

渐变到剧变的新陈代谢的轨迹，是一串串

岁月沧桑留下的烙印，也是留给后人的无

尽思索和不容忽略的警示。

最近，捧读林汉筠先生新出版的散文

集《喊魂》(敦煌文艺出版社)，我被书中一

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故事所吸引。书中

篇章不是单纯直述历史事件，而是在事件

发展的推进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人物的内

心情感世界。这些篇章不仅写出了人生

况味，更注入了作者的精神与责任担当，

写出了历经磨难过后人性的温暖与坚

韧。由此可见，林汉筠先生的文化历史散

文，立足当下，钩沉历史，集古今于一体，

将铺叙与描写相结合，而其执着的追求与

明确的指向，是为东莞正名，与未来接轨。

《喊魂》在艺术表现上，林汉筠先生充

分发挥文字的力量和韵致，尽量还原当年

的气息和氛围，在事情的推进中，细致刻

画了人物的内心情感。他笔下的人物，时

间跨度虽大，涉及面虽广，却都与东莞息

息相关。烈士公仆的赤子情怀，英雄豪杰

的凌云壮志，高人雅士的淡泊潇洒，学者

诗人的睿智执着……他用饱含激情的笔

墨叙述着自己的感动，又满腔热情地奉献

给读者。林汉筠先生写与东莞有关的人

物，写东莞的历史，始终融会贯穿其中的

是他对东莞的挚爱。人们热爱自己的家

乡，热爱生于斯、长于斯、劳作休憩于斯的

城市，这也许是人类最基本、最普遍的情

感。正是这种情感推动着各地对城市历

史的追溯，推动着人们对地方文化的积极

认同和传承，也正是他致力于弘扬东莞城

市文化的见证。

历史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细节，只有

写得细，才能让读者真正体会到人物当

时的生活与思想。同时史家著述还需要

有悲悯情怀，仅仅抄自史书、堆砌材料的

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只有历史观正确

的信史才能打动人心，才能面向社会，激

起民众的家国情怀，以及‘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的责任感。

林汉筠先生是一位有心人，他每至

一地，必凝眸深思，无论景物怎样的纷繁

杂陈，他都善于独辟蹊径，用心体悟，于

是《静静的望海岭》《冠堂祠的铎声》《山

的回响》《一个人的“海丝之路”》《岭南忠

义的精神气概》《威振南粤的杀虎口》《从

碉楼走出的棋圣》等篇章洋溢著作者的

情愫，钩沉历史的神奇一幕，在漫漫时空

中穿梭审视，不乏瑰丽神奇浪漫的想象

之笔。他的散文具有视野开阔，开阖自

如，包容大气，厚重踏实，细腻灵巧，质朴

蕴情等特点。大气磅礴中闪现着细腻灵

巧、诗意表达的特点。语句中既有排山

倒海般的汪洋肆虐，又有行吟流水似的

飘曳婉转。

历史文化散文，如同一座建筑，都会

构成一个诱惑，不顾一切地向历史纵深

延伸，然后顽强地传递给读者。《喊魂》会

让你听到阳光下那一个个壮丽前行者行

走的声音，由远而近，由模糊而清晰。在

接近天空的地方，与时间对唱；向对东莞

和岭南有深爱之情的每一个人，讲述岭

南人的自尊自强，坚定岭南这块沃土的

文化自信。

我从蔡伦纪念园中出来时，又回头

仰望细读了大门墩柱上那两幅长联。上

回已介绍过边联。现在我把主联也抄在

下边：

结绳纪事甲骨刀镌简牍盛行帛缣继

起夸纸轻便合民用

利废制浆赫蹄幅薄蛮笺色美玉版心

澄颂侯发明开世风

这是23字长联，对得好辛苦，但把书

写媒介的发展历史概括出来了，并再次

强调蔡伦造纸的发明之功。下联几个词

要解释一下。

1.赫蹄。是纸的别称。最初是指

一种薄小的絮纸，可以写字。初见于

《汉书·赵飞燕传》中的记载。蔡伦造

纸，当然也从此类絮纸的制造工艺中起

步。“赫蹄幅薄”，是对蔡伦所造纸张的

品质描绘。

2.蛮笺。一是指唐代四川地区所造

的彩色花纸，又称“蜀笺”，系当时名品，文

人诗歌中多有夸说。二是指唐时进口的

高丽纸。这已是中国造纸术外传的明证。

3.玉版。玉版纸，一种洁白坚致的精

良笺纸。元·费著《蜀笺谱》：“今天下皆

以木肤为纸，而蜀中乃尽用蔡伦法，笺纸

有玉版，有贡余，有经屑，有表光。”这正

是下联要表达的意思，中国代有名纸，但

皆不出蔡伦首创之法，包括我们最为熟

悉的宣纸。

下联首四字“利废制浆”中的“制

浆”，是对蔡伦造纸工艺的定性概括，蔡

伦所造是“纸”，以此判断；蔡伦造纸是不

是发明，亦以此判断。

制浆（打浆）是造纸工艺的核心，即

使在今天的现代化造纸也是这样。而用

于制浆的原材料必须是植物纤维，而不

是动物皮，也不是由蚕而出的丝絮品。

否则，就不能称为造纸“制浆”。换句话

说，原材料非植物者，所造也不是“纸”，

只能称其为纸状物。

蔡伦造纸，用了树皮，取自植物；另

外“利废”，用了麻头、敝布及鱼网，这三

种都是麻制品，也因制物而成。

那么蔡伦所用树皮，是何树之皮

呢？应该是榖树。宋《太平御览》卷六0

五引董巴记称：“东京（指洛阳）有蔡侯

纸，即伦也。用故麻名麻纸，木皮名谷

纸。”此“谷”即“榖”之异字。榖树又写做

构树，又称楮树。韩愈在其拟人化散文

《毛颖传》称纸为“楮先生”，即明示了纸

与楮树皮之间的血缘。楮树乔木，南北

皆有，我家乡也多，但未见其成材，只作

灌木样态，其叶毛质裂状而厚实，富含白

浆，倍为猪所喜食，乡人名之曰“毛构

叶”。我少时亦颇喜采之，喂猪。

蔡伦采用了楮树皮等原料，又将如

何制浆、最后又如何成纸呢？对此《蔡伦

传》终是太过简略，我们仍必须结合其他

典籍记录，包括科技史学者的研究成果，

还有现代造纸工艺，还原、解密蔡伦造纸

工艺。请看以下记录——

东汉·刘熙《释名》：“中常侍蔡伦锉

故布、捣、抄作纸。”

西晋·张华《博物志》：“蔡伦始煮树

皮以造纸。”

以上这两处记录中，锉、捣、煮、抄四

个动词是关键词，直接透露了蔡伦造纸

的工艺。其中“捣”就是制浆；而锉、煮是

制浆前工艺。

制浆前必须脱胶。蔡伦煮树皮，就

是为了脱胶，把树皮中的果胶和木质素

从纤维中分离出来。脱胶后，还要漂洗，

然后反复地捣，以使成浆。而在捣之前，

当然要把采回的大料弄小弄细，故须锉，

还要剪、切等。

多处典籍都提及，蔡伦是在石臼舂

捣纸浆的。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

书》，引佚名《湘州记》曰：“耒阳县北有汉

黄门蔡伦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伦舂纸

臼也。”这条信息还告诉我们，蔡伦还把

造纸术传回了老家。现代造纸用机械打

浆，实与蔡伦用石臼舂捣纸浆同一原理。

蔡伦所用敝布等废料，因已是麻制

品，可以在经过锉、剪、切等加工把大料

弄细后，径付制浆。制浆之后，一道重要

的工序就是“抄”——抄纸。现代造纸也

还这样说：抄纸。

制成的浆，均匀地悬浮在槽水中，工

人两手将绷紧的抄纸帘入水，捞出浆料，

巧妙地一荡，浆料就在帘上均匀地铺开

薄薄一层，滤去水分。再摊晒或烘烤使

干，就造出供我们写字的白纸了。当然，

也有不白的，也有不是用来写字的，比如

印刷纸、包装纸、糊窗户纸等。

《辞海》释“纸”：“用于书写、印刷、绘

画或包装等的片状纤维制品。一般由经

过制浆处理植物纤维的水悬浮液，在网

上交错组合，初步脱水，再经压榨、烘干

而成。”概括了造纸工艺的全过程。这全

过程，在蔡伦手里都已成形。也就是说，

迄今我们造纸，虽然机械化、自动化，其

实仍不出“蔡伦法”。

■古汉新

◀《喊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