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藝博6 ◆責任編輯：何芷晴 東南亞版
2024年4月4日（星期四）

絲綢之路絲綢之路活文活文物物
桑皮紙上舞丹青桑皮紙上舞丹青

新疆桑皮紙以纖維光滑細膩、有黏性、易於加工
的桑樹枝內皮為原料，經過剝削、浸泡、鍋

煮、捶搗、發酵、過濾、入模、晾曬、粗磨等工序
製造而成，成紙呈正方形，曾廣泛用於新疆民間，
根據紙的精緻程度不同，分別用於印鈔、書冊公
文、茶葉糖果食物包裝、糊天窗以及花帽、靴子襯
料等。因為有着旺盛的市場需求，製作桑皮紙曾成
為一些人的謀生技藝，因維吾爾族一直實行家庭小
作坊生產方式，匠人們始終沿襲着產銷合一的模
式，並未形成規模化的商業化運作，這門技藝也是
世代相傳、子承父業。

千年桑皮紙 承載絲路文明
展覽承辦方、新疆潤疆國畫院院長魏寶山說，桑
皮紙上的中國畫歷史悠久，現藏於北京故宮的中國
歷史上現存最早的紙質國畫作品《五牛圖》就是唐
朝宰相韓滉用于闐桑皮紙繪就的。
自漢代張騫通西域之後，來自中原地區先進的造
紙技術便通過絲綢之路傳到西域。在新疆西南部、
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的和田地區，當地居民就地取
材用桑樹皮製紙。後來，桑皮紙成為西域造紙業的
主角，廣泛應用於天山南北各族居民的日常生產生
活，唐玄奘也用其抄過佛經。而在桑皮紙最為興盛
的明清時期，官方甚至用其來製作錢幣、公文。後
來隨着科技發展進步，桑樹皮造紙這門古老的技藝
逐漸瀕臨消失。2005年底，新疆維吾爾桑皮紙製作
技藝被首批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
從此迎來新生。
作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的造紙術西傳的重
要物證，以及新疆古代經濟、維吾爾族民俗學、
民族文化交流，特別是對絲綢之路的研究具有的
實證價值，桑皮紙成為絲綢之路的「活文物」，
新疆維吾爾桑皮紙製作技藝也於2005年底入選首
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它是中華
民族中新疆民間文化的瑰寶，絲綢之路文明的生
動體現。

「紙業活化石」具棉麻雙特性
與宣紙、絲絹等書畫載體相比，新疆桑皮紙的
紙張表面粗糙，纖維具有棉和麻的雙重特徵。尤
其是毛面，纖維清晰可見，有細微凹凸和斑駁
感，形成其獨特的滲透、潤滑、肌理性能，着墨
不褪色，敷彩質感強。既能適用於中國畫工筆、
寫意、重彩、白描創作；也能展現山水、人物、
花鳥畫題材，質感美感獨具魅力。桑皮紙固有的
特性，使得「桑皮紙上的中國畫」具有歷經千年
不褪色、防蟲蛀、不怕潮、抗拉力強柔韌耐折等
特點，彌足珍貴。
魏寶山2011年底與桑皮紙結緣時，便迷戀上了這
個「紙業活化石」。「桑皮紙天然的淡黃色，加上
自身纖維的肌理感，與新疆的地理風貌和人文風情

特別貼合特別貼合，，火焰山火焰山、、沙漠稍一勾勒輪廓就出效果沙漠稍一勾勒輪廓就出效果
了了。」。」此後此後，，他就開始探尋這種古老紙張他就開始探尋這種古老紙張，，並通過並通過
朋友聯繫到朋友聯繫到「「桑皮紙之鄉桑皮紙之鄉」」新疆和田地區墨玉縣普新疆和田地區墨玉縣普
恰克其鄉布達村的匠人們恰克其鄉布達村的匠人們，，採購了大量桑皮紙採購了大量桑皮紙，，通通
過新疆潤疆國畫院向國內外的書畫家推廣過新疆潤疆國畫院向國內外的書畫家推廣，，邀請他邀請他
們在桑皮紙上創作們在桑皮紙上創作，，創作以中國畫為主創作以中國畫為主，，衍生到油衍生到油
畫畫、、水彩畫水彩畫、、水粉畫領域水粉畫領域，，開闢了一種新的繪畫語開闢了一種新的繪畫語
言和形式言和形式。。
魏寶山說魏寶山說，，中外書畫家對桑皮紙都非常認可中外書畫家對桑皮紙都非常認可，，一一
些同作者同題材的作品些同作者同題材的作品，，用桑皮紙來創作用桑皮紙來創作，，售價時售價時
常高於宣紙兩倍常高於宣紙兩倍。。他從事桑皮紙傳承推廣十多年他從事桑皮紙傳承推廣十多年，，
已有超過已有超過11,,000000位知名畫家在桑皮紙上創作位知名畫家在桑皮紙上創作：「：「有些有些
書畫家會特意選用桑皮紙的毛面來創作山水畫書畫家會特意選用桑皮紙的毛面來創作山水畫，，墨墨
色便會跟着表面的纖維流動色便會跟着表面的纖維流動，，畫面更為自然且具靈畫面更為自然且具靈
性性，，更好地表現山水畫的意境美更好地表現山水畫的意境美。。這是其他書法類這是其他書法類
紙張不能比擬的特點紙張不能比擬的特點。」。」

賦能多領域賦能多領域 實現創新發展實現創新發展
據介紹，新疆桑皮紙的製作工藝包括備料、製
漿、入模、曬紙四大環節，伐條、剝皮、鍋煮、過
濾、錘搗、發酵、撈紙、濾水、晾曬、揭紙、分類
以及打磨等13道工序。
展覽亦展出了有關桑皮紙的文字圖案、視頻影
像、材料實物等，全方位、多角度、立體化呈現
新疆桑皮紙的歷史淵源、傳承保護、發展利用情
況。
魏寶山說，桑皮紙和中國畫的融合、創新、轉
化，給桑皮紙賦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和神
韻，使它煥發新的文化生命力，同時推動美術創作
材料與技法的創新，拓展了中國畫創作的新樣式，
是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的生動實踐。
經過十多年的傳承發展，如今的新疆桑皮紙與美
術創作、文化旅遊、鄉村振興深度融合，發揮了非
遺的賦能作用，實現了非遺文化的公益性和市場性
價值。在和田地區墨玉縣、吐魯番市，製作和銷售
桑皮紙已經是當地農民居家就業、增收致富的好途
徑。而觀賞和體驗桑皮造紙技藝，也日益成為國內
外遊客新疆之行的必選打卡項目。

為了傳承、保護、利用桑皮紙綻放時代魅力，魏寶山
表示需要更多的人加入到這個隊伍。除了繪畫領域，還
可以致力於桑皮紙衍生的文創產品研發，打造千年不褪
色的「新疆禮物」。
為了能對新疆桑皮紙進行品牌營銷傳播，魏寶山所在
的潤疆國畫院早在2014年就註冊了「大美西域」桑皮紙
品牌。2015年，在喀什地區麥蓋提縣設立了「桑皮紙上
的農民畫」研發基地，讓新疆桑皮紙與農民畫兩門最接
地氣的技藝與藝術完美結合。

此後，《「樓蘭記
憶」桑皮紙書法殘
片》等以新疆古代留
存的文化元素開發出
的書法、國畫、壁
畫、岩畫殘片、「桑
皮造紙」體驗包、
「桑皮造紙」免費體驗店等相繼亮相，這門古老技藝不
斷綻放新魅力，得到真正意義上的傳承和保護。

打造不褪色的「新疆禮物」

◆魏寶山（右一）正在講解桑皮
紙製作過程。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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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國佑和她的桑皮紙文創產品。
受訪者供圖

2019年1月，在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舉辦的亞洲最大的
授權展覽活動——
第17屆香港國際授
權展暨第八屆亞洲
授權業會議上，由

新疆「雅凡達」品牌創始人熊國佑帶來的桑皮紙樣品，一
經亮相就意外遭遇「哄搶」，無奈只能一張紙剪零碎，分
給不同的索求者。他們對照着光線看上面的花紋，甚至有

日本參會者拿出類似手電筒的專業驗證工具，對着紙張
照……當得知這百分百純天然手工製作的新疆桑皮紙出自
當年唐玄奘取經回來時路經的西域佛教重鎮和田，距今已
經有着1,400多年歷史，海外參會者對這一西域歷史文化
和絲綢之路上的「活文物」興趣更濃了。
「我們自己不生產桑皮紙，只是在和田這個桑皮紙非遺
的基礎上進行創新。通過對桑皮紙製作過程和手工技藝的
全面了解，以及對西域歷史文化，絲綢之路文明的深入挖
掘，結合當下流行的文創形式，讓這個『活文物』和它所
承載的文化能夠更長久地延續下去。」熊國佑說。

桑皮紙蒞港 意外引「哄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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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皮紙繪畫《風掠胡楊》

◆展覽展出桑皮紙製作工序。 ◆桑皮紙繪畫《荷塘留香》

◆展覽展出的有關桑皮紙的視頻影像、材料實物等。

雪漫蔥嶺、水韻荷塘、天山勝景、大漠胡楊……匯聚了疆內外知名畫家的百餘

幅中國畫精品的「桑皮紙上的中國畫——全國名家作品展」，日前在新疆美術館

展出。最為獨特的是，這些畫作全部繪製在國家級「非遺」產品桑皮紙上，涵蓋

人物、山水、花鳥等題材。用桑樹枝內皮造紙在西域有悠久的歷史，新疆是在

蔡倫造紙以後，最早出現造紙業的地方。桑皮紙原料只用桑樹枝內皮，這是與內

地傳統造紙不同之處。「與傳統宣紙上作的畫相比，桑皮紙呈現的質感、美感都

有其獨特魅力。你看這幅畫中大塊石青色在棕黃色桑皮紙襯托下，非常美！」烏

魯木齊市民馬騫鴻說。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應江洪 新疆報道

文文山山
字字水水

順治出家傳說 源自清初組詩

◆ 五台山為中
國四大佛教聖地
之一。資料圖片

清朝的第一任皇帝福臨六歲即
位，建元順治，由睿親王多爾袞輔
政。順治漸長，也親自問政，無奈
他「性耽閒靜，常圖安逸，燕處深
宮，御朝絕少。」（《清史稿．世

祖本紀》）而且他喜歡禪學，常延請和尚僧侶入宮談禪
論佛，自稱在佛道上有所得。
順治在位18年，年方24歲，傳說他一朝突然失蹤。《清
史稿》說他駕崩於養心殿，但野史說他出了家，去五台山
出家為僧，這事也成了歷史上的疑案。有言之鑿鑿者，說
順治是為了董鄂妃之死而看破紅塵。對於這傳說，我們不
妨看看清初才子吳偉業寫的四首《清涼山贊佛詩》，就有
如看一個傳奇故事。說到吳偉業，大家即刻想起他的《圓
圓曲》，蓋因其故事性、文字修辭，尤勝《明妃曲》。

文辭動人 堪比《長恨歌》
清涼山，是山西五台山的別稱。四首詩是五言古詩，
每首四十四句，合起來就成一長篇組詩。
董鄂妃為滿洲正白旗人，大臣鄂碩之女，順治十三年冊

封為皇貴妃。十四年誕一子，封親王，可惜翌年夭折。董
鄂妃也可能因喪子之痛而抑鬱成病，順治十七年驟然離
世。在一些野史中亦有質疑董鄂妃之死與宮闈爭鬥有關，
總之就扣緊「順治出家」這個謎。歷史學家陳垣先生也
說，「順治出家」這個傳說實是《清涼山贊佛詩》而來。
吳偉業這首《清涼山贊佛詩》的第一首，寫順治與董

鄂妃相愛及成婚後的生活：董鄂妃美艷動人，令順治一
見傾心，恩寵無比，二人誓言生死與共，永不分離。正
是：「攜手忽太息，樂極生微哀。千秋終寂寞，此日誰
追陪。陛下壽萬年，妾命如塵埃。」可是，在「願共南
山槨，長奉西宮杯」，這恩愛之背後，「披香淖博士，
側聽私驚猜」，有些隱憂。
第二首寫董鄂妃死後，順治悲痛欲絕，不惜重金為董

鄂妃搞盛大祭禮。他在景山和西苑分設道場，把無數珍
寶給董鄂妃陪葬、施捨予佛寺，又大赦天下。他悲痛得
茶飯不思，就算「尚方列珍膳，天廚供玉粒。官家未解
菜，對案不能食。」他每想到早夭的皇子，「甫望倉舒
墳，掩面添悽側。」
第三首，寫順治到清涼山尋訪董鄂妃。有說董鄂妃前

生是佛徒，今生為貴妃，死後又回歸佛國。順治到了清
涼山，彷彿看見一朱欄圍繞的高閣裏，「中坐一天人，
吐氣如栴檀。寄語漢皇帝，何苦留人間。煙嵐倏滅沒，
流水空潺湲。」這有如向順治作出召喚。
第四首寫順治遁入空門的決心和參悟的佛道。「嘗聞穆
天子，六飛騁萬里。仙人觴瑤池，白雲出杯底」，又如
「龍象居虛空，下界聞鬥蟻。乘時方救物，生民難其已。
淡泊心無為，怡神在玉幾。長以兢業心，了彼清淨理。」
意思是佛國五千羅漢中，最勇猛大力的是如龍如象的「龍
象羅漢」。祂高居太虛，人世間的鈎心鬥角、紛紛擾擾，
如群蟻爭鬥。順治為天子，順應時勢，救民於水火。順治
在位時兢兢業業，有入世之心，如今出世，遠離世間的邪
惡和煩惱，從此皈依佛門，怡神養性。如果順治懷着「持
此禮覺王，賢聖總一軌」的心情去拜佛，做到真正的大徹
大悟，那麼做皇帝和成佛，都可視作同一歸宿。
吳偉業既為清初人士，官至國子監祭酒，對當時之實
況應較為清楚真實。有學者文廷式指此詩是吳偉業壓卷
之作，文辭悽沁心脾，哀怨動人，堪與《長恨歌》和
《琵琶行》齊名。不過有人又覺好像有點過譽，說此詩

所述好像是為董鄂妃而寫，非為順治而作，把此詩與白
居易的《長恨歌》相比較，並不恰當。
另有一個疑點，是此詩暗示了「順治出家」，為與官家

聲明不同，讓吳偉業背上罵名，受人指責。而他寫得撲朔
迷離，虛幻神遊，卻沒有肯定的話確定順治真的出家了，
這使到文學家和史學家都議論紛紛而得不到結果。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