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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玄文化集团董事长金沛瑶—

书写汉纸上的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李治国

做传承优秀文化的行动者

闫伟奇

在 火 热 实 践 中 绽 放 青 春 梦 想
本报记者 韩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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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支教的叶山和孩子们建立了深厚感情。 （资料图片）

观玄文化集团制作的汉纸作品。

（资料图片）

越来越多像观玄文化集团

董事长金沛瑶一样的企业家，

努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

振兴传统工艺，需要高素

质、有责任和有情怀的各界人

士共同助力，尤其是企业家应

该充分认识自己所肩负的使命

和责任，保持对文化的尊重和

热爱，为传统文化工艺传承、利

用和发展出谋划策。

振兴传统工艺，传承优秀

文化，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灵感，

也要从现代实际出发，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称得上

是合格的传承者。

要 有 勇 于 担 当 的 文 化 情

怀。文化不同于其他产业，具

有极强的精神文化属性，既能

传承文脉，又能鼓舞和激励当

代人。当前，我们不缺文化资

源，缺的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需要一批有文化情怀

和文化担当的企业家，带领团

队对文化资源进行深入挖掘和

转化，完成文化资源向文化产

业的飞跃。

要 有 守 正 创 新 的 担 当 作

为。把传统文化产业发扬光

大，不能停留在“讲故事”的夸

夸其谈上，也不能停留在“标签

式”的简单表达上，需要奇思妙

想的创意和精益求精的打磨，

力求每一件产品都有文化的质

地 ，每 一 个 产 业 都 有 文 化 的

内涵。

要有用好科技力量的能力手段。信息化改变着各

行业的传统生态与格局，借助“互联网+”和数字化，不

但有助于增强传统文化的传播力、表现力和感染力，还

可以赋予其新的生命力，让文化“活起来”。企业家要

探索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方式，借助科技力量，促

进传统工艺融入现代生活。

传承创新道路不会一帆风顺，企业家要做改革创

新的开拓者，做市场的“弄潮儿”，做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者，在不断地传承、发展与升华中，让传统文化绽放

光彩。

纱网浸入纸浆中，倾斜着抄起，一张

手工纸就浮现出来，等到晾干即可做成

灯 罩、扇 面、屏 风、笔 记 本 封 面 等 工 艺

品。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新义村的

“纸观堂·创意工坊”，体验者不仅能学习

抄纸、染纸、传拓、雕版印刷、装裱装订等

传统手工艺，还能了解到一张纸是如何

从原料到成品，以及机器生产汉纸的工

艺 。 这 一 创 意 工 坊 由 观 玄 文 化 集 团

创办。

用机器生产汉纸是一条颇具挑战的

探索之路，观玄文化集团董事长金沛瑶

和她的团队在这条路上不断探索。“我们

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传承传统工艺，让

它们与现代生产生活更好地融合，并推

动其持续发展。”金沛瑶说。

爱上造纸古意印刷

“一本汉纸装帧的书，即便未翻开都

能让人感受到美。”金沛瑶说，她经常翻

阅一册册仿古汉纸装订的线装书，喜欢

手与纸本触摸的感觉，着迷于线装书的

古意和文气。

正因为这份热爱，金沛瑶一开始创

业便将自己的发展方向瞄准了汉纸和数

字印刷。

对于汉纸造纸印刷工艺来说，金沛

瑶是外行。入行第一步，就是“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金沛瑶通过查阅各种资料书

籍和实地考察，拜访各地的非遗传承人，

了解汉纸造纸印刷工艺。她在调研中发

现，汉纸制造、汉纸印刷和汉纸图书的装

帧工艺一直停留在手工作坊时代。

“保存在非遗里的造纸术是我们的

来处，但不是终点。”金沛瑶说，可以通过

传统工艺与现代技艺结合的方式，在原

有基础上进行创新。

机器能否生产汉纸？汉纸能不能实

现机器印刷？为了研究这些课题，金沛

瑶创立了观玄文化集团，组织文化学者、

科研人员和工程师成立汉纸文化产业化

研 发 团 队 ，鼓 舞 大 家 来 传 承 和 发 扬 汉

纸。团队中的研发负责人从 2006 年开

始就“磕”上了汉纸工艺。

工艺不能有半点将就

“汉纸图书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特

质，通过图书的内容、纸张以及装帧方式

等体现出来，展现着独特的中国范儿。”

金沛瑶说。

从纸浆生产到汉纸生产设备，从汉

纸印刷到装订装裱，金沛瑶和研发团队

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技术攻关。“整个过

程一定要讲究，不能有半点儿将就。”金

沛瑶下定决心，无论有多难都要“死磕”

这门工艺。

“生产汉纸遇到的困难比想象中要

多。比如，造纸原材料的来源保障，造纸

设备的适配等问题。”金沛瑶说，因胶版

纸造纸设备不适合汉纸水浆的要求，只

得对现有设备进行改装，并根据试验反

馈 ，设 计 了 一 套 专 门 用 于 汉 纸 生 产 的

设备。

业务探索期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困难。虽然汉纸生产设备的难题解决

了，但是印刷设备、油墨又成了问题。“因

汉纸柔软、高透气的性能，不适合通用的

胶印设备印刷。经过慎重考虑，我们选

择使用数字印刷技术，但因技术设备被

国外垄断，公司不得不进口国外设备。

在使用中发现，其并不适合汉纸印刷，而

且软件使用成本、维修服务成本和零配

更换成本非常高昂。”金沛瑶说，她与研

发团队果断放弃使用国外的设备。

“遇到问题是很自然的，但要勇于突

破。”金沛瑶不断给团队加油打气。几经

周折，他们找到国内的机械设计公司，

从中国传统典籍中寻找灵感，为汉纸打

造了一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印制机

器——汉纸数字水墨彩色印刷设备，并

研发出适配汉纸印刷的矿物颜料墨水。

后来，他们还研发出汉纸数字化折页分

切设备、装书书根钤印机等设备，实现了

汉纸图书印刷后装订装裱的全程自动化

生产。

“现在，我们的机器可以完成 16 种

传统装帧印刷和生产，取代传统的汉纸

手工印刷、裁切折页，生产效率是手工作

业的 10 倍。”金沛瑶说，效率的提高有助

于成本的降低，这意味着承载中国传统

文化的汉纸书本可以走入千家万户，让

更多人触摸和阅读。

守护好文化根基

巨大的滚轴平稳输出纸带，在自主

研发的汉纸生产设备上，柔软透气的汉

纸灵活自由翻转，不扯不断，最后盘出一

个个巨大的原料纸卷。

几年来，金沛瑶带领团队从修改进

口设备起步，到自主研发适合汉纸的工

艺设备，实现了造纸、印刷、油墨的全面

工业化，提升了汉纸生产、印刷、装帧的

效率。

“我们建立起‘汉纸产品数字化生产

全流程技术’模型，研发出植物纤维分离

提取技术、研究汉纸无水制造技术、汉纸

可变数据水墨印刷、汉纸图书装帧柔性

生产技术⋯⋯”细数这些年取得的成就，

每一项突破都让金沛瑶感觉超“燃”。

更让金沛瑶感到骄傲的是，他们生

产的汉纸成为多家文化单位的关注焦

点，百余家国内文化学

术科研机构、文博机构和

出版单位成了他们的合作

单位。

现在，金沛瑶仍然忙着提

高汉纸生产工艺效率的实验，不

过更牵扯她精力的是，如何进一步

弘扬汉纸文化。

今年年初，观玄文化

集团与枫泾镇新义村

签订了项目合作

协 议 ，开 始 筹

建长三角汉纸

现代文化运营

中心和示范基

地，包括已在新义

村落成的“纸观堂·创

艺工坊”，以及即将启动的

汉 纸 数 字 水 墨 印 刷 全 能

工场、汉纸活态工艺体验

文化园等。通过这些文

化体验设施，金沛瑶希

望汉纸等中国传统文

化得到传播普及。

“纸文化的根在

我 们 这 儿 ，这 是 我

们的文化自信，一

定要守护好。”金

沛瑶说。

“我希望成为一个更好的中国故

事讲述者。”记者面前的哈萨克族青

年，是北京大学第二十二届研究生支

教团团长叶山·叶尔布拉提。

大学一年级时暑假的一次经历，

让叶山与志愿服务结缘。2017 年夏，

他与来自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香

港理工大学几位年轻人一起，去西安

一家关爱智力障碍人士的服务机构，

与智障朋友共同度过一天，让叶山深

感“被需要”“被信任”。

返校后，叶山加入北京大学青年

志 愿 者 协 会 ，从 此 他 走 上 志 愿 服 务

道路。

回想起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联欢活动时的情景，叶山

到现在仍很激动，“我要永远记住那一

段经历”。

2019 年，叶山报名加入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活动志愿者工

作组。2019 年 10 月 1 日当天，叶山连

续坚守志愿服务岗位 20 个小时，顺利

完成了观众服务及志愿者保障任务。

尽管有些疲倦，内心的充实感却

让叶山觉得很值得：“如果还有这样的

机会，我还会义不容辞地报名参加，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叶山告诉记者，参与志愿服务可

以从不同侧面观察社会，真切感受到

自己与国家、民族同频共振。

2020 年 9 月份，叶山作为北京大

学第 22 届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与 3

名同学一起前往新疆乌鲁木齐县水西

沟镇庙尔沟中学支教。

庙尔沟中学是一所乡村中学，学

生学习基础相对薄弱。在支教岁月

里，叶山先后担任高中思想政治、数学

和英语三科老师。为了调动学生们的

学习主动性，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他

从教学方式、学生管理、思想开导等

方面，进行了尝试。叶山始终相信，

“老师全力付出，能让学生们的未来

更精彩”。

在 一 次 课 堂 上 ，有 个 学 生 问 叶

山：“老师，什么叫让全民共享改革开

放成果？”

叶山通过教室环境、硬件设施等

身边的变化给学生做了生动细致的讲

解。“讲着讲着，我意识到，研究生

支教团作为推进县域教育综合改革的

有力举措，不正是‘让全民共享改革

开放成果’的一个鲜活例子吗？”叶

山说。

一年的相处、一年的努力，学生们

发生了很大变化。“被埋没在旧书中的

数学题，又被我重新拾起”“我一定要

走 向 更 好 的 人 生 ，遇 见 更 好 的 自

己”⋯⋯当叶山离开时，学生们纷纷在

卡片上留言。

叶山在支教日记里这样写道：“成

为一朵朵浪花融入祖国的教育扶贫、

乡村振兴事业中，是我们的幸运，也是

我们人生的历练和重要功课。”浪花虽

小，却能汇成大江大海。如今，越来越

多像叶山这样的青年，奔赴边疆、基

层，汇聚成服务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发

展的强大力量。

目前，叶山已回到北京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并担任

年级学生党支部书记等职务。在学院

的支持下，他和小伙伴们共同推动“红

心护航”书信陪伴计划，以期通过书信

沟通，向高中生传递积极的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

“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挥洒青春

汗水的舞台变得更大，实现梦想的方

式变得更多。”作为志愿者，叶山甘愿

担当奉献，他希望与伙伴们持续扩大

志愿服务活动的规模和影响力。

未来，肩上担责任、目光向远方，

叶山要用青春和奋斗为祖国贡献力

量，在火热实践中绽放青春梦想。

金沛瑶在演示手

工制作汉纸。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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