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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蔡伦及中国“造纸术”起源的探讨 

《李玉华、王菊华编写》 

 

   造纸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公元105年，东汉蔡伦首创造纸术的光辉业绩，早已经载入史册。为推动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骄傲。 

 

   一、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中国有没有纸？其它国家有没有纸？（指用于书写的纸）欧洲羊皮纸。埃及纸草纸算不算纸？这些问

题在历史上有过争论。在唐宋年间，解放初期。七十年代专家、学者曾有过不同看法。今天我作为造纸工作者，对上述争论的焦点，

内容也发表我的初浅看法，我不是学历史的，对有些古文理解不深，有说错之处，请同志们提出，我们可以共同探讨，今天我的发

言，只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第一次争论在： 

 

   唐宋年间，笔墨文人对蔡伦发明纸提出不同看法。在北京图书馆查《负暄野录》论纸品，《百川学海》（书断）“纸笔不始于蔡

伦蒙恬……又如蔡伦乃后汉时人，而前汉外戚传云赫蹄书注，谓赫蹄乃小纸也，纸字已见于前汉，恐也非始于蔡伦，但蔡蒙所造精工

于前世则有之谓纸笔始此二人则不可也。《文房四谱》卷第四中，翰林学士苏易简纸谱三“汉兴已有幡纸代简而未通用至和帝时蔡伦

用树皮及敝布鱼网以为纸秦上帝善其能自是天下咸称之蔡侯纸”。 

 

   说文云纸者絮，一苫字从系压声，古人书于帛，故裁其边幅如絮之一苫也。 

   ……幡纸古者，以缣帛依书长短随事裁之以代竹筒也。 

   虞豫表云秘府有布纸三万余枚不任写御书气四百枚付著作史写起居注。 

   广义将军……古有藤角纸，范宁教云，土纸不可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 

   [袁翰青教授对藤纸有一考证，藤纸隋朝虞世南（公元558～638年）北堂书钞。其中引了晋人范宁（公元339～401年）的话，土纸

不可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 

   宋书还偶提藤纸的已列重要地位，竹已代藤。 

   宋朝这几位文人，所提问题，我们通过看其它资料认为。 

 

   1、赫蹄—薄小纸，属于丝之类，漂絮剩下碎丝，交织在一起。称絮纸。（北京造纸公司刘锡功老先生用蚕丝稍为臼捣已抄出纸

来。经检测，其纸有一定强度，显微镜观察，单根纤维，有内帚化现象）。 

      给赵飞燕的二丸药使用赫蹄包之。 

 

   ２、幡纸——绢帛、丝织品、帛贵，简重不便于人，居延烽火燧曾发现2000多枚竹简，其中还有一封皇宫给边寨守防送去的一封

信是用帛写的。 

      王明：《蔡伦与中国造纸术的发明》一文中表示，“缣帛不能算纸，有经、有纬丝织的”。 

 

   ３、藤角纸——晋朝开始生产藤纸，质量较好，嘉泰会桥志一书“剡之藤纸得名最旧，其次苔笺  今独竹纸名天下，到宋朝竹纸

已经代藤”。蔡伦发明纸最大特点是植物纤维，赫蹄，幡纸都是丝的范围。 

 

   第二次争论是： 

 

   解放初期有些教授，学者对蔡伦发明纸有些不同看法。张子高先生认为：“蔡伦是造纸新术的发明者，是伟大的技术革新家，蔡

伦是受劳动人民的造纸经验的积累与启发，我们反对贬低蔡伦在科学文化史上的伟大贡献，但是也反对唯心主义的过分夸大个人作用



的资产阶级观点”。 

 

   周一良先生认为：“蔡伦不是纸的发明者”但是一个很重要的改进者。 

 

   袁翰青先生认为。“蔡伦是造纸术改良者，而不是发明者，纸是我国劳动人民在西汉发明的，最初是以动物纤维的蚕丝为原料，

后来逐渐采用了植物纤维的麻和麻织品、而树皮和破布也渐渐被用为原料，发展到东汉，留心工艺制造的宦宫蔡伦总结了民间造纸的

经验，并提出一些技术改良，使造纸工业加速了发展”。 

 

   北京大家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同志们认为：“新疆罗布卓尔西汉烽燧亭发掘一张质地比较粗糙的纸，认为是一世纪九十年

代的遗物”。 

 

   张秀明先生认为：“蔡伦以首纪有纸的名字，一种是拍丝剩下来的薄薄一片蚕丝纤维的方块，古人所说的”方絮曰纸“。一种就

是后汉书蔡伦所说的用丝织品缣帛写字都称纸，其实这两种纸与蔡侯纸有着本质上不同”。 

 

   不同意蔡伦是纸的发明者，大概根据古书上以下几方面记述。 

 

   第一，三辅旧事载，汉武帝晚年的时候，江充要害卫太子。因卫太子高鼻子，江充教卫太子见武帝时“当以纸蔽其鼻”。纸是什

么纸？ 

   第二，汉书外戚孝成赵皇后传载有“赫蹄书”颜师古注引后汉应劭说：“赫蹄，薄小纸也”。这是公元前十二年，已有纸的记

载，纸是什么纸？ 

   第三，后汉应劭风俗通说：“光武帝车驾徒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两”。素一缣帛，简是竹片或木片，纸是什么纸？ 

   第四，后汉建初元年，章帝叫贾逵自选春秋公羊传严氏和颜氏两派的高才生二十人，教他们左氏传给他们简、纸、经传各一通，

纸是什么纸？ 

   第五，袁宏后汉记载，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一0二年）。邓皇后，诸家岁时载供纸墨。纸是什么纸？ 

 

   王明先生关于：蔡伦与中国造纸术的发明一文中认为：这几种纸都不是“缣帛”，也不是“植物纸”，而是一种絮纸。 

 

   我同意王明先生的意见，这几种是“絮纸”。其根据是： 

 

   理由一：许慎说文解字中，纸字意义的纸，这些纸的原料是敝絮，用漂粘法制成。 

   理由二：送给邓皇后的纸是一0二年离蔡伦献纸时间只有三年。如在蔡伦之前三年已有植物纸，蔡伦向和帝献纸就无意义了，再

说，邓皇后就在宫内，又是头面人物之一，蔡伦献纸有假，那要犯欺君之罪的。 

   理由三：漂絮法早在战国时代庄子逍遥篇中已有记载，后汉服虞的通俗文说：“方絮曰纸”正说明原始的纸是仿用漂絮法制成

的。 

   理由四：王充（公元27～97年）在论衡一书中指出“载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 

 

   如有纸，他为什么要将字写在竹上。 

   “东方朔上书三千牍，太史公司马迁退而书策，藏之名山”。 

   “刘向校书，先书于竹，誉录于素”等等。如有纸，他们为什么要将字写在竹，绢帛上呢？ 

   理由五：（公元107～124）刘珍（东观汉记）卷20“蔡伦……有才学，尽忠重慎，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客，曝体田野，典作尚

方，造诣用树皮及敝布，鱼网作纸。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奏上，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称蔡侯纸”。 

 

   （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也。以永平末（公元75年）始给事宫掖，建初（公元76～86年中），为小黄

门及和帝即位（公元89年）传中常待。伦有才学，尽心敦慎……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曝体田野。后加尚方令，永和九年（公元97

年）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诣

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感称蔡侯纸。（后经张德钧指出《东观汉

记》所记关于蔡伦造纸故事的原文载在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得来的辑本中，纠正了当时错误）。 

   理由六：缣帛和絮纸的原料，虽然都是蚕茧，但绢帛取其丝，絮纸取其絮制的，丝和絮是两种东西，织和制也是不同的方法，因

而缣帛和絮纸不能混为一谈。 

 

   有人怀疑不能成纸一说，已被刘锡功老先生用事实拨倒（已用絮抄成纸，并有一定强度）。 

 

   我们认为：蔡伦发明造纸之前，民间有絮纸一说，有丝絮与麻絮两种，丝絮已有人论证。麻絮虽无文字记载，从扶风出土和居延

烽火燧出来的“片状物”应当属絮纸之类，但用途不清楚，片上也无文字，待不断发掘再进行讨论。 

   争论的另一焦点，这几位老先生都承认蔡伦的伟大贡献，但不承认他是发明家，主要认为在他前面有絮纸一说，这问题留在下面

回答。 

   争论的第三个焦点是当官的不能发明创造。我们查过科学家小传，古代历史上留下名字的科学家都与“官”字有关，例如都江堰

的领导者李冰父子，解放后四川人民为纪念他们在都江堰修了二王庙，李冰当时是秦朝太守。这次争议还有一个根据是1957年发现



“灞桥纸而引起的，我们已将“灞桥纸”作为“衬垫物”结论，此处不再讨论。 

 

   第三次争论： 

 

   这次争论出现在七十年代，引起的原由是随着考古的不断发掘。从西汉古墓、窑藏、垃圾堆中出现一些“古纸片状物”。这次特

点是造纸界一些同志参与争论。 

 

   古纸片发掘时间是： 

 

   1、1976年在甘肃居延地区汉代遗址中出土了两片古纸（一片较大，一片较小）据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两片纸分别早于蔡伦150年和

大约100年。 

   2、1979年5月13日北京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以及文物第9期报导“陕西扶风县文物部门在清理一处西汉窑藏发现古纸三片，它

们分别放置在一种作为漆器上的装饰品——铜泡里，据认为可能在宣帝时间（公元73～49年）”。也早于蔡伦献纸150～170年。 

   3、1979年，甘肃博物馆与敦煌文化馆组成汉代长城调查组对马圈湾汉代烽火燧遗址进行挖掘，其中有麻纸残片五件八片，同时出

土的有1200多枚简牍（主要是木简）竹简极少，长32*20厘米。 

   4、1989年文物第二期报导，“1986年3月甘肃天水市小陇山林业局党川林场的职工在放马滩护林站修建房舍时发现古墓群体100余

座，当年共发掘14座，根据墓中器物及文字可为断代依据。主要从陶器、漆器的特点看，不同于秦墓，而与陕西、湖北云梦的早期汉

墓很接近。因此确定为西汉初期墓葬。据报导”出土的纸质地图位于棺内死者胸部，死者骨架无存，葬式性别不明，残纸长

5.6*2.6cm，纸质薄而软，因墓内积水受潮，仅存不规则碎片，出土时呈黄色，用细墨残条绘制山、河流、道路等图形，绘法接近长

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图。 

 

   这四件加上“灞桥纸”共五件出土文物，前四件样品我们二人都做过分析与研究，这里只将分析结论提一下。 

 

   灞桥纸——是铜镜下的衬垫物。 

   居延、扶风纸——具有纸的雏型。 

   马圈湾纸——我们认为断代有待商榷。从纸的质量看相当唐朝的纸质。 

   放马滩纸地图——我们未进行研究，已去故宫看了展品，带去实体显微镜初步观察结果认为： 

      （１）该地图5.6*2.6cm，是由3～4块厚薄相差甚远碎片拼制而成。 

      （２）纸的正、反两面（因夹在玻璃片中观察）有颗粒状物质，是涂上去的，还是贴上去的，还是渗进去的需待进一步分析。 

      （３）纸质地图片上没有任何标记可以说明它是西汉时代的。标记旁边无 

文字说明。（秦朝六块木质地图标有文字）。 

      （４）有一条线划的非常直，用什么笔划的有待考证？ 

 

   我们在七十年代曾为江苏省博物馆分析过古纸样品，是在南京永利宁厂扩建时，掘出一座西汉古墓，样品观察后发现样品中有磨

木浆是机制纸，这是十九世纪以后的纸样，与西汉墓毫无关系。但确系从西汉墓中发掘。 

   参加这几件古纸的分析后，我们写了一篇文章，连同试验结果，曾在1979年11月16日光明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打破了一家独鸣

的局面，从这以后，史学界、考古界、造纸界相继发表了100多篇文章，我们的观点已被大多数专家学者，甚至外国一些古纸研究者

所接受，（到目前为止有西德、英国、瑞典、南朝鲜、西班牙等代表团来所访问我们）。 

 

      （５）悬泉置出土的纸 

 

       1992年1月5日上海“文汇报”、“中国文物报”等同时发表文章报道：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文物10.000多件，并有20多

张西汉麻纸，4张书有文字，其中一张有27个字。报上说是“西汉宣帝、元帝时期的“纸”，出土在西汉中期的文化层上。研究文字

的学者从字体和内容上加以研究，认为这不是西汉纸，而是一件魏晋南北朝时期遗物。 

 

      （6）2006敦煌“残页”：留有汉字的纸 

 

   敦煌市博物馆傅立诚馆长告诉记者：“其中一块写有汉字的褐黄色麻纸残片，约有10平方厘米，长32厘米，宽20厘米。残片上的

字工整、美观录书，可以辨认有20多字，这块有字的麻纸，是汉成帝刘骜绥和元年牖公元前8年牍的物品。比蔡侯纸早113年。从而说

明，我国早在西汉时期已经造出了麻纸，而且将它用于书写了”。刘馆长又说“经甘肃省博物馆委托，文物专家鉴定，结果表明：古

残纸生产工艺如下：麻絮——剪切——舂牍捶——打牍——干燥——在粗牖竹牍帘上抄制成形——干燥——涂布——干燥——另一面

再涂布——再干燥”。作者说的很清楚该纸正、反面均涂布。据史书记载“左伯首创纸面加工技术”，应是汉灵帝时代（作者注：汉

灵帝168—188年）在蔡侯纸之后，左伯，山东东莱（今掖县）人。 

 

    二、下面再谈谈什么叫发明？ 

 

   1、著名物理学家，卢瑟福说：“任何一个人，突然完成了惊人的发现是不符合事物的本性的，科学一步一步向前发展，每个人都

要依赖于前人的工作……，科学家依靠不是单独某一人的思想，而是成千万人汇集起来的集体智慧”。 



   牛顿说：“他的发现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结果”。 

   蒸汽机是瓦特所发明，而瓦特是在扭克门基础上进行了十年之久的研究改进。从而在设计结构上和性能上创造出一种崭新的蒸汽

机，——主要把原来只能直线运动改变成旋转运动，以及机械性能效力的提高。没有先期的各种雏形蒸汽机作为先驱，瓦特的发明也

是很困难的。 

 

   2、什么叫发明？摘自（发明奖励条例） 

 

   （1）前人没有的（2）先进的（3）经过实践证明是可以应用的 

    用这三条来衡量蔡伦，用植物纤维抄纸是前人没有的，抄纸技术是先进的，晋书文献考证“蔡伦发明造纸有锉、捣、抄等一整套

植物纤维造纸工艺，始于东汉蔡伦”。蔡伦造的纸不但当时适用。1800年后的今天手工抄纸已被机器所代替。但蔡伦发明造纸的基本

工序和原理没有变，为此，在蔡伦之前的西汉时期就出现过纸的雏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蔡伦完成了造纸术的发明，这是历史的客

观存在，不仅在我国历史文献上而且在国际文化界中早有定论，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实事求是，在没有取得确切的考古实

物，科学鉴定与可靠的历史文献根据之前，决不可轻率地贬低蔡伦和修改历史。 

 

    三、最近几年通过争议，蔡伦发明造纸术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肯定。 

 

   下面列举几件： 

 

    1、1987年9月11日在科协礼堂召开了纪念蔡伦发明造纸术1882周年大会。会后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数家报

刊登了文章，就连日本、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报纸都先后发表了消息。 

 

    2、湖南省耒阳市是蔡伦家乡，至今还保留着蔡伦在家乡传授造纸术时使用过的蔡伦祠，耒阳人民为纪念蔡伦而修建的衣冠塚至

今保存完好，1959年郭沫若同志曾为墓塚题字，此外还有纸桥，宝鼎等有关纪念蔡伦的文物，古老的造纸术还在10多个乡镇等地流传

耒阳对蔡伦十分敬仰，纸工们把蔡伦尊为自己的祖师。 

 

    3、陕西省洋县（即古成亭） 

 

   龙亭造纸史十分发达，相继出土的石臼，和用汉砖砌成的漂浆池，以及至今尚存在10多处造纸作坊遗址，蔡伦有功于人类社会，

有德于龙亭人民，所以龙亭人民对蔡伦的感情尤为深厚。公元121年蔡伦死后，龙亭百姓为他修墓，建祠庙，置祭田，树碑石，还每

年春分、秋分为定期祭祀日，由县政府官员亲自主持，各大造纸作坊将蔡伦看成纸神，在这天塔台唱戏，纪念。蔡伦养子蔡舆的后裔

还要摆酒设宴表达对祖先的怀念。 

   据荣元恺《蔡伦祠像知多少？》一文中除湖南、陕西外、山西、四川成都，诸葛亮空诚计的西乡县高川镇有蔡伦庙和彩色塑像河

北迁安也有。 

 

    4、很多大纸厂门前为蔡伦树了塑像，吉林、佳木斯、营口、山东阳谷县、南平、江西赣南门口都有，耒阳蔡伦纪念馆。四川夹

江手工纸博物馆，福建省造纸学会蔡伦像纪念章，青州纸厂蔡伦像青花瓷盆，银币，邮票，六安火柴厂蔡伦像火柴，城固烟厂蔡伦雪

茄烟。华宝斋设有手工纸陈列室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塑有蔡伦像。 

   国外，蔡伦祖师神像还供列在柏林博物馆。法国安贝尔蔡伦纪念馆，日本鸣村的蔡伦宫中。 

 

    5、大千世界《给历史名人排座次》一文，（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科学家、发明家占37位，蔡伦居发明家之首排第七位。 

 

    6、影视界拍了《中国造纸》、《中国古代造纸术》电影与电视片。 

   中央电视台与农影合作拍摄了《蔡伦》连续片。 

 

    7、2001年在中国北京举办的世界大运会开幕式中有一个节目中国四大发明其中之一为造纸术。 

 

    ８、有部分同志因受到影响，现在也能将不正确观点改正过来，如： 

 

    （1）1979年中央“新影”曾准备拍一部电影《造纸发明始于西汉》经二次辩论，他们不拍了。 

    （2）1981年2月22日科协在北京工人俱乐部展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四大发明》（预展）。准备出国巡回展出。将“灞

桥纸”当纸展出，经交涉，英文说明词作了修改，“灞桥纸”片也取了下来。 

    （3）一些教课书，如“造纸工艺学”曾用“西汉有纸”一词，也作了修改。 

    （4）北京长城外科技园，有中外科学家塑像，中国第一尊为蔡伦，像下说明词原来也称蔡伦为改革家，经中国造纸学会向中国

科协汇报后，也改过来，仍称蔡伦发明造纸术。 

    蔡伦发明造纸术，其基本原理一直沿用至今。不论历史上，或是现在有些人称蔡伦不是造纸术的发明家，而是改革家，不同见解

总是允许的，我认为有的人是因对絮纸与植物纸的定义没搞清楚；有的对西汉古墓或其它地方发掘类似纸状物的实物（因未经科学鉴

定）而认为是纸，就将纸的发明提前到西汉，这几起西汉纸状物经我们鉴定，无一件可以以纸论处。 

 



      因此蔡伦发明造纸术是功不可没的发明家。 

 

    四、近几年主流媒体对蔡伦发明造纸术均持肯定态度。 

 

    （１）2005年中国科协主办，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承办《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系列科普展》之二——“四大发明展览巡回展，

今年初也曾在郑州科技馆展出一个月。 

    （２）“十五“国家出版规划重点图书、中国科学院高技术研究与发展“九五”重大项目，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主编中国古代<工

程技术史大系>之一，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已于2006年2月，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发行。 

    （３）2005年中国造纸学会、协会主办，纪念“蔡伦发明造纸术1900周年”大会在广西南宁举行，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政协副

主席王忠禹、轻工业联合会会长陈士能等领导人都有题词 

    （４）现任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曾在上个月中国科协召开的学会工作会 

议总结会上提出要求，各学会应当很好研究本部门技术史。 

    （５）在蔡伦家乡，湖南耒阳县2001年召开（中国耒阳）蔡伦科技发明 

节会议，安排了蔡伦墓，祠，像揭幕仪式。当时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并同时邀请20多位院士共同参加揭幕仪式。 

    （６）在蔡伦封候的地方，陕西洋县2007年由县申请将蔡伦墓，祠作为非物质遣产已获省里批准，下一步正在向国家申请。 

 

    五、蔡伦发明的是造纸术 

 

    1、蔡伦发明的纸，是为了简重、帛贵不便于人，用植物纤维经过切、沤、臼、抄等工艺过程，成纸后用于写字，并于公元105年

献给和帝，从此咸称蔡侯纸。 

    2、如要推翻蔡伦的发明，必须具备两点之中，任何一点： 

        （1）文献早于东观汉记和后汉书的记载； 

        （2）考古新发现，带有完整的造纸工艺而形成的纸，并用于写字。 

 

       方可推翻原有定论。 

 

                   中国造纸学会 

                   李玉华 

                   ０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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