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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 近日，香港文匯報記者從長沙出發，驅車約兩小
時在瀏陽大圍山下高速，沿山路再行駛半個多

小時，便到了道官沖。順着柏油馬路進去，只見山
清水秀，房舍古樸，雨霧升騰，在山間繚繞，如夢
如幻，彷彿來到了一處世外桃源。

昔日「貢紙」一度富民興村
百年來，道官沖因紙而興，同樣因紙而衰。
道官沖古法造紙的歷史可追溯到宋元之前，始修
於元朝的《長沙府志．食貨志》一書就有「紙，瀏
陽產」的記載。道官沖四周都是大山，遍野南竹，
由於纖維細長、韌性好，成為優質的造紙原料。大
圍山麓一帶統稱「石古山」，生產的紙稱「古山
紙」，在清乾隆年間曾經是「貢紙」，遠銷日本、
東南亞等地。到民國時期，古山造紙達到巔峰，
《湖南民國經濟史料選刊》記載：「瀏陽造紙技術
之精，紙品之佳，省內無出其右者」。
「興旺時期，全村 57 戶村民，有 40 多戶在造
紙。」黃建洪的父親、瀏陽手工竹紙製作技藝市級
傳承人黃隆信表示，當時的造紙產業既是一個鄉鄰
相互兌換勞力和生產技術、工序互動互帶的體系，

又是一個家族、親緣、師徒傳教體系。「即使到了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全村依然以紙為生，在當時是
很富裕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因出口受阻，古山貢紙銷量驟

降，成為道官沖盛極而衰的分水嶺。沒了銷路，村
民轉向加工質量要求低得很多的花炮用紙。後來，
隨着本地機械造紙的興起，手工造紙遭遇毀滅性打
擊。「當時只有一兩戶人家還在製作些花炮的筒口
紙，青壯年都外出打工，留在村裏的只有六七十
人，全是老人和小孩。」黃隆信說。

文化志願者喚醒沉睡非遺
道官沖的華麗轉身，文化志願者李鋒在其中發揮了

重要作用。李鋒是省會長沙某報的攝影記者，2016
年，他因拍攝傳統技藝和民俗來到道官沖，被這裏的
古法造紙、夯土牆等技藝深深吸引，就帶領一批志願
者駐紮下來，帶動了一批有志於文化產業的創業者前
來，道官沖通過「文創+旅遊」方式逐步打響名氣。
瀏陽手工竹紙製作技藝第五代傳承人黃建洪也是

於兩年前辭去城裏月薪過萬的工作，返鄉繼承父親
衣缽、自己創業的。
自幼跟隨父親學習手工竹紙技藝，15歲時已熟練掌
握竹料蒸煮、踩麻、焙紙等工藝流程。成年後，黃建
洪一直在深圳、杭州、長沙等地工作。如今回到家
鄉，他開辦的「紙愛」民宿，為遊客和學生提供手工
造紙體驗及住宿。去年國慶中秋長期間，每天要接待
一百多位遊客，其中大部分是孩子。
「我得先讓事業穩定下來，然後再鑽研古山貢紙

的發揚與傳承。」黃建洪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達他
的願望。

大學生辦研學課振興鄉村
來自江西的「95後」女孩劉蘭，2020年在湖南大

學畢業後來到道官沖創業，共同開發了非遺研學場
館、非遺就業工坊等文旅消費新場景，致力於道官
沖非遺在地活態傳承。
「我原本是要留在北京工作的，因為朋友的邀
請，我多次來到道官村實地考察，發現道官沖村手
工造紙和夯土牆等非遺項目很獨特，就喜歡上
了。」劉蘭娓娓道出到偏遠山村發展的緣由。
劉蘭平時主要工作是聯繫學校及研學機構，組織
學生利用假期前來體驗古法造紙技藝，感受非遺魅
力。她參與設計的「一張紙的前世今生」「非遺+研
學」課程，自開課以來，已經吸引了數千名孩子和
家長前來體驗。
非遺文化產業鏈以門票分成、出租閒置房屋、入股
分紅等方式帶動村民增收，走出了一條鄉村振興的新
路徑。目前，通過與學校和旅行社等合作，已接待遊
客數萬人次，古法造紙研習館被列入「長沙市示範性
非遺傳習所」和「瀏陽市專業科普場館」。

神神州州行走行走
湖南道官沖湖南道官沖：：5757戶小山村戶小山村 1414個傳承人個傳承人逾百村民在家就業創業逾百村民在家就業創業

攪拌紙漿、抄紙、壓紙、

曬紙、揭紙……在湖南瀏陽

市張坊鎮上洪村道官沖組一

間簡陋的夯土屋裏，瀏陽手工竹紙製作技藝第五代傳承人黃建

洪在竹漿池前，向遊客演示蕩料入簾的工序，只見他將懸掛在

樑上的竹簾在竹漿中來回晃蕩幾次，一張滴着水的「紙」便誕

生了。

作為傳承人，黃建洪開辦的「紙愛」民宿設有瀏陽手工竹紙

製作技藝館，為遊客和學生提供手工造紙體驗及住宿。去年國

慶中秋長假期間，每天接待逾百遊客。

「非遺＋研學」「非遺＋文創」「非遺＋民宿」……道官沖

通過挖掘沉睡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元素，結合文旅模式，激活了

瀏陽手工竹紙製作技藝、夯土牆製作技藝、油紙傘、打糍粑、

送春牛民俗等非遺項目，曾經的「空心村」成非遺生態村。一

個僅57戶的山村，擁有14個非遺項目代表性傳

承人，短短5年間，實現了100多位村民在家就

業創業，成為鄉村振興的「生力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進 長沙報道

「前些年，道官沖人都外出打工，大量農
房被閒置，成為『沉睡的老屋』。」千斤原
舍民宿的女老闆黃桂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千斤原舍民宿是黃桂家的祖屋，她已嫁到本
鎮集鎮上，哥哥在村裏辦了一家名為「六食堂」
的餐館，一家人住在鎮上，祖屋一直空着。

自家民宿自己設計改造
黃桂曾在深圳務工多年，後回鄉打工。隨
着道官沖打造非遺生態村，村內的農房展現
出了巨大的經濟發展潛力。2023年，黃桂
將自家閒置的夯土農房改造為非遺民宿。
「能自己幹的，自己幹；能省錢的，一定要
省。」黃桂介紹，房屋改造自己動手，主體沒
動，牆面只刷了固沙漆，前台的大板桌自己
抹灰、自己刷漆，門口的旋轉樓梯是搞汽修
的丈夫焊的，房間的燈具很有設計感，設
計、製作者是黃桂自己。「買了燈和繩子，用
山上撿來的樹枝纏繞一下就做成了。」
黃桂搬出自家製作的非遺美食糍粑，還有
自家曬製的各種特色小吃招待記者。「這些
食品，全是我家自己生產的食材，原生態，
遊客很喜歡吃。來我這裏住過的遊客，還常
來微信，訂購我做的食品。」黃桂說。

4年間民宿由1間變11間
黃桂表示，千斤原舍從去年「五一」期間
開業到現在，營業額達到了 33萬多元，
「去年夏天一房難求，我們就騰房接客，好
多來這邊體驗非遺的客人訂不到房。」去年
10 月，在第二屆長沙市旅遊發展大會期
間，道官沖作為唯一集中觀摩點再次出圈，
黃桂家的住房更加走俏。
像黃桂一樣返鄉從事民宿的年輕人還有很
多。2020年，道官沖只有一家民宿7間房，
目前增至11家共64間房，累計營業收入達
600餘萬元。非遺與民宿的結合，讓曾經無
人問津的老房子重新煥發「生機」。

「黃桂的哥哥黃星光，是全村第一個回村裏做
餐飲生意的人，當時只有他們夫婦是年輕人，其
餘都是上了年紀的老人。如今，返村創業的年輕
人有 100多人，都是夫妻或兄弟姐妹一起回村
裏。」上洪村村支書兼村主任唐育根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介紹着村子的創業情況。

年輕人回大山 一家都有收入
隨着外地遊客慕名而來，為上洪村村民提供了
更多的工作機會。唐育根舉例說，村民黃俊原本
在外跑貨運，這兩年投資80萬元（人民幣，下
同）將老房子改建成有5間客房的竹澗民宿；妻
子呂明秀擔任「送春牛」非遺表演隊的隊員，還
在造紙研學館當手工製作老師和講解員；母親黃
運華因為手工磨豆腐的手藝了得，可以根據研學
團隊和客人的要求，提供磨豆腐的體驗。一家人
都有收入，日子也越過越紅火。
村內修建了環形道路，把原來3米寬的道路拓

寬至6米，修建了公共衞生間、停車場等，完善
基礎設施。越來越多的村民重回大山，通過餐
飲、民宿、土特產售賣等多種形式增收致富。
目前，道官沖先後獲評「湖南省非遺村鎮省級
示範點」「長沙市示範性非遺工坊」「長沙市十
佳文旅消費新場景」，還被納入湖南省文旅廳10
條非遺主題研學旅遊線路。最近，道官沖所在的
上洪村又入選湖南省村莊規劃助力「和美鄉村」
首批優秀案例名單。
因為道官沖的活態傳承，帶動了周邊村的旅

遊，張坊鎮因此成為遊客的打卡地。年接待遊客
達20餘萬人次，帶動村民增收6,000餘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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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步驟11：：採竹採竹

步驟步驟22：：煮楻煮楻

步驟步驟33：：蕩料入簾蕩料入簾

步驟步驟44：：覆簾壓紙覆簾壓紙

步驟步驟55：：烘乾烘乾

掃碼睇片

原生態美食吸客

1. 客家山歌：省級非遺傳承人1人

2. 瀏陽手工竹紙製作技藝：長沙市級非遺

傳承人2人；瀏陽市級非遺傳承人5人

3. 油紙傘製作技藝：長沙市級非遺傳承

人1人

4. 瀏陽蒸菜傳統製作技藝：瀏陽市級非

遺傳承人1人

5. 夯土牆傳統技藝：瀏陽市級非遺傳承

人1人

6. 送春牛：瀏陽市級非遺傳承人3人

7. 徐尚醫古法養療：瀏陽市級非遺傳承

人2人（申報中）

8. 麥芽糖製作技藝：瀏陽市級非遺傳承1

人（申報中）

道 官 沖 非 遺 名 片

◆◆村民黃桂開辦的千斤原舍民村民黃桂開辦的千斤原舍民
宿宿。。 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 攝攝

◆◆道官沖非遺傳統技藝道官沖非遺傳統技藝——夯土牆夯土牆

◆◆瀏陽市道官沖是遠近聞名的瀏陽市道官沖是遠近聞名的「「非非
遺生態村遺生態村」。」。 香港文匯報長沙傳真香港文匯報長沙傳真

喚 醒 沉 睡 的 老 屋

◆◆劉蘭帶領小朋友在體驗非遺文化劉蘭帶領小朋友在體驗非遺文化。。
香港文匯報長沙傳真香港文匯報長沙傳真

◆◆瀏陽手工竹紙製作技藝傳承人黃建洪在為遊客表演古法造紙瀏陽手工竹紙製作技藝傳承人黃建洪在為遊客表演古法造紙。。 香港文匯報長沙傳真香港文匯報長沙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