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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中华民族拥有世界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
中华民族的史前历史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也经历过漫长的洪荒时代（母系氏族阶段），而从黄帝时代
开始，至今最少也有五千年之久了。
    中国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之前，甲骨文的发现可为确证。
而从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时期开始，中国的信史记录就一天也没有中断，也为世界各民族所钦羡。
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不但是前人留给中华子孙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
。
    现在的中华民族是由56个兄弟民族组成的。
这56个民族是在中华5000年历史过程中经过不断地融合逐步形成的。
现在的汉族实际上是由古代华夏族和许多少数民族融合而成的。
历史上和现存的许多少数民族也都认为华夏族是自己的祖先，如匈奴出于夏、羌出于姜氏、鲜卑出于
黄帝、氐出于夏时的有扈氏，这都是史有所据的。
    5000年的历史是中华各民族共同进步的历史。
    中国地域辽阔，幅员广大，有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千米，海域面积300多万平方千米。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不但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也影响了整个世界。
    中国的文化和经济在历史上曾长期领先于世界，但从近代开始却经历了备受欺凌、丧权辱国的百年
之痛。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
中国人不会忘记历史。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今天，学习历史，继承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铭记中华民族的深刻历史教训
，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奋发向上的基础。
    在此感谢本系列书的主编金强、周卫华、于永玉以及编委陈余齐、高阶顺、高志强、李国芳、魏巍
、张少鹏、郭鑫、张萌萌、卢冬林、刘佳、权娜、石欢欢、时利英、曾令、杨春枝等同志对本系列书
的编写所作出的贡献。
    编者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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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中国四大发明之造纸术 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并称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四大发明
，谱写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光辉篇章。
 最初的纸是作为新型的书写记事材料而出现的。
在纸没有发明以前，中国记录事物多靠龟甲、兽骨、金石、竹简、木牍、缣帛等。
商代的甲骨文、钟鼎文实物资料，不断出土；战国到秦汉的竹简、木牍和帛书、帛画，近年来也有大
量实物出土。
相对于甲骨不易多得、金石笨重的特点，简牍与缣帛更适合作为书写材料，但它们也有不足之处，简
牍仍然很笨重。
据说，秦始皇每天批阅的简牍文书，重达60公斤。
西汉时，文学家东方朔给汉武帝写了一篇奏章，竟用了3000多根竹简，由两个武士抬进宫中，汉武帝
看了两个多月才看完。
缣帛虽然轻便，但价格昂贵，一般人是用不起的。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迫切需要寻找廉价易得的新型书写材料。
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终于发明了纸。
千百年来，人们都认为，纸是东汉的宦官蔡伦在105年发明的。
其实，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就有了用植物纤维制造的纸。
只是当时的纸还很粗糙，质量较差，不便于书写，因而当蔡伦改进了造纸技术，制造了优良的纸张时
，人们便把纸的发明权授予了他。
 蔡伦改进了原有的造纸技术，创造性地扩大了造纸的原料来源，为大规模地生产和使用纸开辟了道路
。
 蔡伦，东汉时期桂阳（今湖南耒阳）人。
他从小就进宫当了太监，到汉和帝时被提升为中常侍，侍奉在皇帝身边，传达诏令，负责管理文书。
后来，他又兼任尚方令，掌管皇宫里的手工作坊，专门为皇帝监造各种器具用品。
当时蔡伦在接触诏令、文书的过程中发现，缣帛是书写的好材料，但造价太贵，只适合皇室富户使用
，一般人难以问津。
而前人造的纸又疙疙瘩瘩，让人无法下笔。
于是，他广泛地研究了民间的造纸经验，用树皮、麻头、破布和旧渔网作原料，监制出一批优良的纸
张。
105年，蔡伦把他监造的第一批纸献给了汉和帝。
汉和帝一见，赞不绝口，从此，造纸术得到推广。
116年，蔡伦被封为“龙亭侯”，他造出的纸，就被人们称为“蔡侯纸”。
3—4世纪，纸已经基本取代了帛、简而成为中国唯一的书写材料，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科学文化的传播
和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造纸术有了新的发展。
在原料方面，除原有的麻、楮外，又扩展到用桑皮、藤皮造纸。
在设备方面，继承了西汉的抄纸技术，出现了更多的活动帘床纸模，将一个活动的竹帘放在框架上，
可以反复捞出成千上万张湿纸，提高了工效。
在加工制造技术上，加强了碱液蒸煮和舂捣，提高了纸的质量，出现了色纸、涂布纸、填料纸等加工
纸。
并且，同时期的贾思勰还在《齐民要求》中，写有两篇专门记载造纸原料楮皮的处理和染黄纸技术的
文章。
隋唐五代时期，中国造纸术不断革新，除麻纸、楮皮纸、桑皮纸、藤纸外，还出现了檀皮纸、瑞香皮
纸、稻麦秆纸和新式的竹纸。
在南方产竹地区，竹材资源丰富，因此竹纸得到迅速发展。
这一时期的产纸地区遍及南北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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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兴起了印书业，这就促进了造纸业的发展，纸的产量、质量都有提高，价格
也不断下降，各种纸制品普及于民间日常生活中。
名贵的纸有唐代的“硬黄”、五代的“澄心堂纸”等，还有水纹纸和各种艺术加工纸。
唐代的绘画艺术作品已经有不少纸本的，正反映出造纸技术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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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四大发明的故乡:中华科技》讲述中国人不会忘记的历史。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今天，学习历史，继承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铭记中华民族的深刻历史教训
，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奋发向上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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