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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钟表、牙刷、眼镜、移动电话、红绿灯、地铁⋯⋯可别小看了这些生活中普通得
不能再普通的事物，没有了它们，生活该如何继续?！
    任何事物都不是自然生成的，大至航空母舰，小至火柴、肥皂；上至天文历法，
下至围棋、五线谱，每一样事物都是人类的创造成果，都凝聚着人们的心血。人类应该
珍惜爱护身边的每事每物，创造更多有益于社会的神圣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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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4.承载人类文明的史册——造纸术纸是用以书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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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交错地组合，初步脱水，再经压
缩、烘干而成。
  植桑养蚕，缫丝织绢，在西汉社会经济中逐渐占据重要的地位。据考证，在那个时代
，一般用较好的蚕茧抽丝织绸，用剩下的较差的茧子做丝绵。做丝绵时，先把茧子煮烂
、洗净，然后放到浸没在水中的篾席上捶打，直到茧衣被捶得稀烂，接着把连成一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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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绵取出，这就是漂絮。漂絮之后，篾席上还有一层互相交织的乱丝贴着，漂絮的次数
多了，当把篾席晾干后，它上面就附着一层由残絮形成的薄薄的丝片。人们把它剥下来
，发现它同缣帛相近，可以用来书写，古人称之为“赫蹄”。由于赫蹄的来源有限，价
钱相对也较高，不可能大量生产和使用，也就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但是，受这个启发
，经过不断的摸索、试验，终于成功地发明了植物纤维纸。
  当然，那时的制作方式是粗糙的。但到东汉时，蔡伦精心总结了民间造纸的经验，改
进了造纸的工艺，又选用价格便宜的树皮、麻头、破布、废渔网等作为造纸原料。加工
的方法是：先把这些东西搅拌石灰，沤过，再放在石臼中舂，把纤维舂散，然后加水煮
烂，掺和胶一类有粘性的物质，使纤维互相溶合成浆状，再用细帘在浆中均匀地捞出这
些细碎的纤维，让它干燥。这样就制成了质地轻薄、价廉耐用的纸。东汉末年时，出现
了一位叫左伯的造纸能手，他造出的纸匀结细密，洁白光辉，色泽鲜明。
  魏晋南北朝时期，纸流传的比较广泛，普遍为人们所使用，造纸技术也得到了空前地
提高，造纸区域由以前集中在河南洛阳一带而逐渐扩散到越、蜀、韶、扬及皖、赣等地
，产量、质量与日俱增。造纸原料也多样化，纸的名目繁多。如竹帘纸，纸面有明显的
纹路，其纸紧薄而匀细；藤纸，纸质匀细光滑，洁白如玉，不留墨；鱼卵纸，又称鱼笺
，柔软、光滑；棉纸，质地优良，色泽洁白，轻薄软绵，拉力强，纸纹扯断像棉丝一样
。
  蔡伦造纸的原料广泛，以烂渔网造的纸叫网纸，破布造的纸叫布纸，因当时把渔网破
布划为麻类纤维，所以统称麻纸。
  为了延长纸的寿命，晋朝时就已发明染纸新技术，即从黄檗中熬取汁液，浸染纸张，
有的先写后染，有的先染后写。浸染的纸叫染黄纸，呈天然黄色，所以又叫黄麻纸。
  隋唐时期，我们比较熟悉的宣纸出现了。在宣纸的主要产地安徽宣州有这么一个传说
：蔡伦的徒弟孔丹，在皖南以造纸为业，他一直想制造一种特别理想的白纸，用来替师
傅画像修谱。但经过许多次的试验都不能如愿以偿。一次，他在山里偶然看到有些檀树
倒在山涧旁边，因时间比较长久，被水浸蚀得腐烂发白。后来他用这种树皮造纸，终于
获得成功。唐代写经的硬黄纸，五代和北宋时的澄心堂纸等，都是属于宣纸一类。以后
，宣纸一直是书写、绘画不可缺少的珍品，到明清以后，中国书画几乎全用宣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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