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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我们曾在《历史研究》发表《中国纸和造1992

纸法传入印巴次大陆的路线》一文 ， [1]
文中提出中国纸

和造纸法曾从滇缅道传入印巴次大陆的观点。近来我们

陆续对云南的白族、彝族、纳西族、哈尼族、傣族、瑶

族的传统造纸技术进行了实地考察。考察结果表明，云

南少数民族的手工造纸分截然不同的两个系统，如白

族、彝族、哈尼族、瑶族的传统造纸技术为一种中国内

地常见的抄纸法；而傣族造纸则为印巴次大陆和东南亚

常见的浇纸法。这种浇纸法广泛分布于受印度文化影响

的区域，纳西族造纸则是介于抄纸法和浇纸法的一种独

特的造纸法。通过查阅有关文献以及研究印巴次大陆的

造纸法，笔者认为，亚洲传统造纸应有不同的起源，即

抄纸法源于中国内地，浇纸法可能源于印巴次大陆，它

们各有不同的发源地。

一、传统造纸有不同的技术体系

　　在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保留有原始的手工造

纸，这些原始造纸与较进步的手工造纸在云南并存，形

成了一个多层次的手工纸发展状态，这是世界其它地区

见不到的。可以说，云南少数民族的手工造纸就是一部

活着的中国造纸史。从我们的调查可知，传统造纸分为

两个不同的技术体系。

　　从文化渊源来说，白族、彝族、哈尼族和瑶族的造

纸技术为一种抄纸法造纸，这与中国内地汉族造纸有更

多的关系，可认为是从汉族地区直接传来的，其共同特

点是：

　　 石灰堆集发酵1. 　云南的抄纸法造纸，有石灰的堆

集发酵过程。除禄丰的彝族、汉族以及文山州的瑶族采

用生酵法没有蒸煮过程外，其他民族大多采用熟料法，

有蒸煮过程，往往还是多级蒸煮，并都懂得利用草木灰

（其中含有较多的碳酸钾）来对原料进行碱化处理，以

加速原料的发酵软化，并更多地除去原料中的杂质。

　 　活动式纸帘抄纸2. 　造纸最重要的设备是纸帘，云

南各民族所用的纸帘大多为竹制的活动式纸帘，这种纸

帘也是中国内地造纸法的显著特征。竹帘的外围用较粗

的竹子围框，里面用很细的直径只有 毫米的竹子编成1

竹帘，排列十分均匀。这些竹纸帘上均涂有土漆，十分

光滑。能使造纸粘液中的水顺利流下。这些竹帘根据所

造纸张的大小其尺寸可大可小。这种活动式的纸帘只用

一个抄纸器就可以抄出上千万张的纸，是一种相当高效

的抄纸器。抄纸后还要经过一系列压榨等手续。

　 　槽式涝纸3. 　从抄纸的纸槽来说，大多数纸槽都是

用木材做的，只有哈尼族和瑶族的纸槽用石块或水泥砌

成。若造纸的产量大，则纸槽也做得很大，例如白族、

彝族、哈尼族、瑶族的抄纸槽就做得很大，一般长达2

米以上， 槽纸浆可抄数百张纸甚至上千张纸；若产量1

较小，则纸槽就做得较小，例如纳西族抄白地纸的纸槽

就是做得很小，长度不足 米，一次只能抄几十张，而1

实际上一次只抄 张纸。10

　 　加纸药4. 　纸药的作用是对纸浆进行悬浮和粘合，

从云南土法造纸所用的纸药来说，可分成沙松树根类和

仙人掌类，例如鹤庆的白族、建水的哈尼族、罗平及腾

冲的汉族用的沙松树根，这种纸药的胶液滑润、透明、

无味，对纤维有良好的悬浮性能，但却对林业资源有一

定影响。仙人掌类，是各地汉族、禄丰的彝族以及麻栗

坡的瑶族使用的，悬浮性能稍逊于沙松树根，但对资源

却没有什么影响。 

　 　火炕晒纸5. 　例如白族和彝族都用火炕晒纸的烤纸

炕一般都有 米左右高，白族晒纸往往几十张叠在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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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而彝族却是一张一张地在火炕上晒，这样，每一张

晒的时间很短，但整个来看，却相当费工。也有阴干

的，例如哈尼族和瑶族在房中阴干。

　　以上这几个民族的纸工都有这样的说法：“造纸有

道工序。”这种说法在内地汉族中也很常见。72

　　据我们广泛搜集和调查各种中国内地的造纸法，全

部属于这种抄纸的技术体系。可见，这些民族的手工造

纸方法主要受到内地手工造纸方法的影响。

　　而傣族的浇纸法造构皮纸与印巴次大陆造纸技术有

更多的关系，纳西族的传统造纸也有这种浇纸法的影

响，其共同特点：一是固定式纸帘浇纸，傣族的纸帘采

用纱布的固定式纸帘，这种纸帘抄的纸一般要在滤水和

晒干等操作工序后才能揭下来，每抄一张纸就要占用一

个纸帘，抄纸时需要准备许多个纸帘，并占用了很大的

曝晒场地，效益很低。这种纱布造的纸的纤维形态也相

对较粗糙，属一种原始造纸法。纸史专家潘吉星先生曾

认为中国汉代晒纸是在自然光下晒干，并复原出当时造

纸方法采用固定式纸帘 。 [2]
然而，我们要指出，所谓汉

晋时期用固定式纸帘抄纸是完全缺乏证据的，我国出土

的早期纸也未发现有浇纸法造出的厚纸。二是地坑式造

纸 傣族的传统造纸是在地坑中造纸，并且不经过压榨   

手续。三是阳光下自然晒干，纳西族、傣族使用木板或

纸模在自然光下把纸晒干的方法，晒纸过程中还有日光

漂白的作用，这种纸长期放置并不变色，也不易发脆，

这种纸较厚，但表面不甚平滑。四是多不用纸药，例如

傣族和纳西族，不用纸药所造出的纸一般来说纤维比较

粗糙，所以要把纸造得厚一些。

　　以上表明，例如傣族的地坑式造纸、使用固定式纸

帘浇纸以及阳光下自然晒干等技术要点都与中国内地造

纸毫不相同，而纳西族用瑞香科植物造纸以及阳光下自

然晒干的方式则明显受到藏族所用造纸原料的影响。这

些方式普遍见于印巴次大陆的手工纸制造，技术要点均

极为相同，但与中国内地遗留下来的造纸方法显著不

同，这表明传统造纸技术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

 二、东南亚及印巴次大陆的的传统造纸

　　泰国、缅甸、柬埔寨与老挝北部都有手工造纸，这

些国家的传统手工造纸工艺有些和云南的传统造纸相

似。如泰国的清迈、清莱等地都保存有构皮造纸法，已

有 年的历史，据日本学者的调查，泰国的泰族造纸500

工艺如下：原料的浸渍→蒸煮水洗→去杂质→在木桩上

捶打→漂白→染色→抄纸→阳光下干燥 。 [3]

　　以上造纸的原料采用构皮，并使用固定式纸帘捞

纸，它的工艺步骤很特殊。虽然与云南傣族造纸法相

近，增加染色的步骤，应和云南傣族属一个造纸系统，

但其捞槽已进步为木制，比傣族的地坑式要进步，操作

姿态也由云南傣族的蹲式进步为站式，捞纸方法则由固

定式纸帘浇纸演变为固定式纸帘抄纸（这种方法，与

“浇”或“抄”的方法都有区别，但更接近于“浇”，

是由浇纸变异而来），这确是一种极为特殊的造纸法。

其它使用固定式纸帘、在木桩上捶打及阳光下自然干燥

等步骤都是浇纸法的标准方法。

　　泰国西北部的瑶族则用竹子作为原料造纸，以春季

的嫩竹为原料，经过蒸煮、捣烂后，再用竹模浇纸，最

后在阳光下自然晒干，
[4]
同样与云南傣族传统造纸工艺

相似。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我们看到的竹纸在阳光下自

然晒干的唯一一例。据美国手工纸专家亨特（ D.

）在泰国和马来半岛调查，认为“马来联邦没有Hunter

手工造纸，只有暹罗保存有此种工艺”，
[5]
并且暹罗造

纸也仅限于曼谷及其以北地区。

　　越南也保留有浇纸法，这是在河边直接浇料入帘，

然后用纸帘自然晒干，
[6]
这种方法与云南傣族相似。

　　缅甸掸邦的掸族采用构树皮造纸，
[7]
具体技术尚不

清楚，由于浇纸造出的纸在云南傣族地区称为缅纸，我

们可推知缅甸也应有浇纸法造纸。

　　至于古印度的手工造纸，在美国学者亨德的《印度

手工造纸》等多部书中已有极详细的介绍，从中我们可

知，印度、巴基期坦、克什米尔、尼泊尔等地几乎都采

用浇纸法造纸。技术方法都是一致的，即用固定式布纸

帘浮于清水之中，把处理好的纸浆放到纸帘上，在水中

荡匀而成纸张，最后在阳光下自然晒干。这与我们所调

查到的云南傣族的造纸法完全相同。这种浇纸造纸法在

印巴次大陆具有普遍性，其中以尼泊尔的浇纸造纸特别

著名，这是一种以瑞香皮（ ）为原料Daphne  Cannabina

的产品，用于佛教经书的书写。

　　浇纸法造纸在我国以西藏的藏纸最闻名，也采用瑞

香皮制造，在 、 世纪都有中外学者的详细记录。最18 19

北传到我国新疆南部 斯坦因在和阗一带也找到古藏文写,

经《佛说稻秆经》残卷时代约属 世纪后期，经分析，, 8

这种纸完全用瑞香料植物浸泡的生纤维造成的，可能是

瑞香属的白瑞香一类的植物。
[8]
说明西藏很早就有瑞香

科植物造纸。现今我国新疆的造纸，以南北为界，南疆

用浇纸法，而北疆用抄纸法。
[9]
以上我国境内的浇纸法

造纸的产口都用于宗教（基本上是佛教）的经书用纸。

　 但东南亚和印巴次大陆也有很少的抄纸法造纸，例    

如印巴次大陆的孟加拉造纸法和不丹造纸法，这是从中

国传入的。

　　孟加拉原属印度，采用桑皮造纸（构皮），它出产

的纸在我国明代文献《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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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朝贡典录》中都有记载，例如，明马欢的《瀛涯

胜览》榜葛刺国（今孟加拉）：“一样白纸，亦是树皮

所造，光滑细腻如鹿皮。”巩珍《西洋番国志》榜葛刺 

国：“一等白纸，光滑细腻如鹿皮，亦是树皮所造。”

这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古代印巴次大陆造纸的最

早文献，并且造纸的水平已达到很精细的程度，说明其

传入时间应该更早得多。据明代黄省曾《西洋朝贡典

录》记载，孟加拉所产的纸就是桑皮纸（构皮）。

　　经印度学者考赛维女士调查认为孟加拉的造纸法不,

用纸药，并用捞纸法抄纸，
[10]
而美国纸史专家享特在印

度各地进行考察后认为，孟加拉所用抄纸帘和所有印度

其它地方都不相同，而到和中国内地所用极为类似。
[11]

　　据我们研究，孟加拉的桑皮（构皮）造纸属滇缅道

的特色，例如纳西族和傣族也不用粘合剂，并且滇缅道

上绝大多数都用抄纸法抄纸，而和西藏、尼泊尔、印度

的造纸方法（固定纸帘浇纸，用瑞香科植物为原料）有

本质的区别，
[12]

最主要的是，构皮为原料、捞纸法造纸

是滇缅道上极常见的造纸方法，孟加拉的造纸术很显然

受到了滇缅道造纸术的影响。

　　据历史地理学家黄盛璋先生研究，用桑皮造纸，除

孟加拉外，印、巴其它各地也从不见用。
[13]

而印巴其它

地区的造纸都是与西藏和尼泊尔造纸相同的浇纸特色。

　　孟加拉很早就传入了中国的桑蚕之法，马欢和巩珍

都曾看到其地确有桑树，所以《瀛涯胜览》、《西洋番

国志》说榜葛剌国“桑柘蚕丝皆有”，并且黄盛璋先生

说孟加拉适宜于桑树生长而不适宜于瑞香科植物。1855

年刊行的 《印度纤维植物》（《J.Forbes Royle Fibrous 

》）中有一条记载：“孟加拉的桑树用于Plants of India

饲蚕，栽培过程中，每年须切枝四次，以便不断生长嫩

叶，供连续出生的蚕孵之用。切除的无数树枝即被抛

弃，或用作燃料，或借助于捣磨之力，制成造纸的好原

料。”

　　这与我国古代桑叶用于养蚕，桑枝、桑根用于造纸

的传统桑树处理方法是完全相同的，说明这是从中国传

入的。

　　不丹的造纸原料是用一种叫 （月桂树）的树Daphna

皮制造，月桂树很接近构树，但和西藏、尼泊尔、印度

造纸所用的瑞香科狼毒有很大差异。不丹使用的抄纸法

有两种，一种是浇纸，做出的纸叫 ，供写经书用Resho

（显然这种造纸法与宗教影响有关），另一种是捞纸，

做出的纸叫 （近于汉语“茶纸”音），供印刷、Tsasho

书写用。
[14]

前一种方法属印巴次大陆的传统造纸方法，

后一种方法当是从滇缅道传出的，属滇缅道系统，传播

路径为云南——孟加拉——不丹一线。因此，远在南亚

地区的不丹的造纸术也受到滇缅道的造纸术的影响。

　　另外，不丹使用土坑式抄纸法，这种方法虽然与云

南傣族的土坑抄纸法完全相同。但是，由于地理上更近

的西藏的藏族也采用这种土坑抄纸法，所以，不丹的土

炕式抄纸槽很可能受到我国藏族的影响。

　　所以，印巴次大陆基本上是浇纸法造纸。东南亚多

为浇纸法造纸，离印巴次大陆越远，浇纸法越少。并且

浇纸法造纸主要与佛教文化有关。

三、浇纸法与抄纸法有不同的发源地
 

　　在造纸的文化交流史上，最为重要的就是抄纸法和

浇纸法两种技术的渊源关系。据我们搜集资料分析，西

藏、印度克什米尔、东南亚的越南、泰国以及我国的南

疆及傣族居住地等受印度佛教文化影响很深的地区共同

保留有浇纸造纸此种极为独特的原始造纸法。除此之

外，广西瑶族、广东佛山等地也一度有浇纸法造纸，但

这种造纸法未在中国内地发现。而中国内地以及东亚各

国极常见的抄纸法却在印巴次大陆、东南亚分布很少。

亚洲传统造纸中，抄纸法和浇纸法的不同特点：一是地

域分布有区别，一个主要集中于东亚大陆；另一个则集

中于印巴次大陆和东南亚地区。二是文化上各有特点，

一个主要在汉文化区，作为文化用纸及卫生用纸等；另

一个主要在印度佛教文化区，作为佛教经书用纸。三是

技术截然不同，一为抄纸系统；另一种为浇纸系统。

　　令我们十分感兴趣的是，以上所有地区的浇纸法造

纸是否有不同于中国内地的共同来源，是否造纸术还有

另一个有待揭示的潜在的起源中心，这必将引起我国纸

史界同仁的高度重视。

　　以下笔者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分析。我们认为，印

巴次大陆在我国发明造纸术后很短的时期内就已有纸

了，嵇含《南方草木状》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记载：“蜜

香纸 以蜜香树皮作之。微褐色，有纹如鱼子，极香而坚,

韧，水渍之而不溃烂。泰康五年（ ），大秦献三万284

幅。尝以万幅赐镇南大将军当阳侯杜预，令写所撰《春

秋释例》及《经传集解》以进，未至而预卒，诏赐其

家，令藏之。”

　　“大秦”一词在中国古籍中指古罗马或古印度。由

于古罗马没有纸，在 世纪，西方汉学家夏德（19 F.

）就想当然地认为，这种纸是亚历山大城的商人来Hirth

中国时道经锡兰和越南，买了当地土产，而把它们当作

自己国家的产品，像往常般作为贡品。
[15]
这种解释一直

为中国史学家们所承认和延袭。然而，据 世纪王嘉的4

《拾遗记》说，南越一带产的是“侧理纸”。这种纸与

大秦进献的“蜜香纸”没有可以联系在一起的证据。

　　其实，《南方草木状》透露了“蜜香纸”的很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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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这种纸“极香”，表明是用有香味的植物作为原

料，很可能就是瑞香科植物，“坚韧”则是浇纸法生产

出来的手工纸的共同特点。这些特点都是印巴次大陆手

工纸的显著特点。更重要的是，明李时珍《本草纲目》

卷 说沈香的异名有沈水香、蜜香，梵名阿迦34 嚧。季羡

林先生说，阿迦嚧就是梵文 ，学名 ，agru Agallochum

，中文名字就是沈香。Amyris Agallocha [16]
所以，我们认

为，《南方草木状》记载的“蜜香纸”应是指出产于古

印度的以瑞香科植物为原料、浇纸法生产的坚韧的手工

纸，而“大秦”当指印度。记载所见，一次赠纸达 万3

幅，可见 世纪时造纸业已很发达。3

　　《南方草木状》一书，历来都有争议，但研究者认

为，“蜜香纸”条最能体现是嵇含的原撰 ，而《晋书· 

武帝纪》有“太康五年十二月大秦来献，闰月杜预

卒”，证实了《南方草木状》的记载。李惠林著《南方

草木状考释》一书报导说大英图书馆藏有几部 世纪印18

度阿萨姆人写在蜜香树皮布（纸）的文献。
[18]
可见，蜜

香纸确为印度所造。

　　古印度造纸的另一条文献是北魏时期杨衒之撰写的

《洛阳伽蓝记》（约 ）卷五《宋云、惠生使西域行547

记》中的记载：“王城（乌场国）南一百余里，有如来

昔作摩休国，剥皮为纸，拆骨为笔处，阿育王起塔笼

之，举高十丈。”

　　这里，“剥皮为纸”即用树皮造纸。因为谈的是古

迹，可见在这之前古印度已有造纸业。而在本文之前，

我国的学者找到的古印度有纸的史料只上朔到唐代。

　　在此，我们还要辨明一条史料，唐代刘恂《岭表录

异》说：“罗州多栈香树，身如柜柳，其花白而繁，其

叶如桔，皮堪作纸，名为香皮纸。皮白色，有文如鱼

子，雷 州 、罗州、义宁、新会县率多用之，其纸漫而[ ]

弱，沾水即烂，不及楮皮者。”

　　有专家认为，此处栈香树即为沉香，属于瑞香科沉

香属，香皮纸应指沉香原料纸，即蜜香纸。
[19]

　　而我们认为，《岭表录异》中的栈香与《南方草木

状》中的“蜜香”是两种植物，因为栈香纸的特点是

“沾水即烂”，而蜜香纸的特点是“水渍之而不溃

烂”； 栈香纸为“皮白色”， 蜜香纸为“微褐色”，   

这表明所造的纸是截然不同的。

　　古印度很早就有用纸的习俗，唐代义净在《南海寄

归内法传》卷 中说：“其伞可用竹织之，薄如竹簟一2 

重便得，大小随情宽二三尺，顶中复作，拟施其柄。其

柄长短量如盖阔。或可薄拂以漆，或可织苇为之，或如

藤帽之流，夹纸亦成牢矣。”

　　这是 世纪的记录，表明当时古印度已用手工纸制7

作雨伞，这与今天我们见到的云南傣族、泰国清迈的泰

族使用纸伞的情形是相同的。

　　有专家认为，印度的造纸技术是从西藏传入的，而

西藏的造纸术则是 世纪中期由中国内地传入的，根据7

是《旧唐书·吐蕃传》说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入内地的

造纸匠。
[20]
然而，唐代中国内地已经全是抄纸法造纸，

而今西藏却是浇纸法造纸，可见浇纸法造纸决不是从中

国内地传到西藏的，应当另有传播路线。

　　古印度最早开始把佛像印制于纸上，唐显庆五年

（ ），王玄策出使印度，印度佛寺曾送他“佛印660

四”，
[21]

最重要的是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 中的4 

一段古印度印制佛像的记载：“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

或印绢纸，随处供养，或积或聚，以砖裹之，即成佛

塔，或置空野，任其消灭，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

《南海寄归内法传》是义净于武后天授三年（ ）寄692

回中国的。凌纯声院士认为，“所谓‘造泥制底’，即

以泥制成模底；所谓拓模泥像，即以泥置模中压成佛' '

像。至于‘印绢纸’，乃是把佛像印于绢上或印于纸

上。”
[22]

日本著名学者藤田丰八以为“印绢纸”是印度

古佛像的印刷。
[23]
我国学者向达先生认为：“始言印刷

之文献，当以义净之言为最先矣。”
[24] 

　　所谓“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表明当时古印度

的佛像印制业极为发达，以后中国的印刷术也受其影响

（这大概是中国印刷业产生于佛经印刷的原因之一）。

所以，印度的手工纸印制佛像的产生也是很早的，只不

过这只是单一的佛像印制，没有印字必须的反刻技术，

不能称为真正的印刷技术。

　 我们还认为，亚洲造纸应有不同的起源。根据地理    

气候的特点，中国内地的抄纸起源于漂丝，而印巴次大

陆和东南亚的浇纸则可能与树皮布有较多的联系。

　 一般认为，造纸必然有抄纸过程，抄纸是造纸技术    

最明显的特征，其实，这只是中国内地造纸的方法。东

汉许慎《说文解字》（ ）对纸的定义是：“纸，絮100

一苫也，从糸，氏声”。可知造纸的主要因素有二，即

絮和苫，絮是原料，苫是工具，一般理解为帘模，东汉

《尔雅》释器称：“白盖谓之苫”。关于絮，《说文解

字》谓：“絮，敝绵也。”段玉裁注：“凡絮必丝为

之”，而纸字亦为“糸”旁，“丝”正是中国内地纸的

初义。所以，中国内地最早的纸实际上应由漂丝步骤演

化而来的。在第 世纪初年（ ）蔡伦造纸之前，史籍2 105 

中已记载了幡纸、丝纸、又有名为赫蹄的薄小纸等。

《通鉴》又说，永元十四年冬（ ），“郡国贡献，102

悉令禁绝，岁时但贡纸笔。”《后汉书·邓皇后传》中

也有类似记载。表明蔡伦造纸前 年，不仅有纸，并且3

是来自于其它“郡国”。

　 至于蔡伦造纸，因为有树皮为原料，凌纯声等前辈    



６５

多有推测其造纸受到树皮布文化的影响，凌纯声还提出

赫蹄这种薄小纸就是树皮布纸，“蔡伦不过利用古代造

丝纸和榖布纸的两种方法合并，原料方面本来用动物纤

维之丝，代以植物纤维而已。”
[25]

蔡伦是南方楚人，其

受树皮布影响是很容易的。总之，蔡伦纸并不是中国最

早的纸，在技术上受到南方树皮布的影响而改进了造纸

术是不奇怪的，这也是蔡伦的历史功绩。

　 而亚洲南部由于气候的原因，一直有较普遍穿着树    

皮布的习俗，并且民族调查还发现直接在木桩上捶打成

纸的方法，并没有用纸帘。例如，印度尼西亚的爪哇，

其做法是将树皮切成细长条片，用水浸泡软化，用反复

捶击方法使纤维均匀彼此粘合成纸张状，
[26]

而 世纪的3

《南方草木状》载南方“箪竹，一节相去六七尺，彼人

取嫩者锤浸绩为布，谓之竹疏布。”所以，这种树皮布

与印尼爪哇捶打制造原始纸在技术上完全相同，并且历

史已相当久远。本世纪以来很多学者认为纸的发明起源

于树皮布（以凌纯声为代表），这是有道理的。从捶打

造布到捶打造纸，再到把捶打好的纸浆放到布模中浇

纸，这在技术上是十分自然的，而且树皮布分布的地理

范围与浇纸法分布的地理范围很吻合，可能就是浇纸法

的直接起源。有些纸史专家认为最初的纸应是浇纸法生

产的（如潘吉星、陈大川等专家），
[27]

这种观点不无商

榷之处。由于这种造纸法在印巴次大陆最为集中，而且

很发达，与民族文化的联系相当紧密，这为浇纸法造纸

的来源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线索。

　　总之，我们的初步看法是，抄纸法起源于中国内

地，与中国古代的漂丝有关；浇纸法造纸起源于中国内

地以外的地区，尤其以印巴次大陆为第一候选地区，它

的起源与衣着树皮布有关，其传播及使用与印度佛教文

化密切相关。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国造纸的记录仍早于

古印度近 年。200

　当然，古印度的情况非常复杂，印度人又是一个极    

不重视历史的民族，史料十分缺乏。德国史学家斯宾格

勒感叹道：“印度人把什么事情都忘记了”，
[28]

这给研

究古印度的造纸历史特别是其造纸的渊源带来很大的困

难。特别，古印度一直用贝叶写经，给人造成误解，以

为古印度没有纸张。其实，即使纸张已极为普遍的今

天，印巴次大陆、东南亚等佛教地区仍大量用贝叶写

经，纸并没有排斥贝叶。

　 另外，我国造纸技术的外传基本上是抄纸法的外    

传，例如西传阿拉伯、欧洲，东传日本和朝鲜，都是抄

纸法造纸，中国抄纸法造纸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甚至

现代工艺的造纸，也是中国抄纸法造纸的沿伸。并且中

国造纸技术的记载是世界上最早的，所以，中国在造纸

术上的成就获得举世公认，无愧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之一。因此，人们对浇纸法没有太多的注意，以致长期

忽视了印巴次大陆的造纸情况。

　　鉴于这一课题的重要性，我们希望有关学科的专家

能不断攻关，使这一课题取得进一步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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