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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首届宣纸文化节今日开幕
中国宣纸协会副会长丁少明

讲述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的情缘

纸寿千年 墨润万物
为推动河南地区宣纸文化产

业的发展，提高人们对宣纸、文房
用品及相关文化产业的认知，5月
10日，河南首届宣纸文化节在中
州古玩城开幕，活动为期3天。

宣纸艺术是中国传统书写
绘画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是珍
贵古籍善本保存传世的最佳材
料，被誉为“纸寿千年，墨润万物”
而驰名中外。河南是书画大省，
自然也是宣纸的主要消耗地。以
宣纸为主题的文化活动在河南地
区举办尚属首次，立意新颖。本
次活动受到书画界人士的热烈响
应。河南省书画院院长、中国美
术家协会理事、河南省美术家协
会副主席谢冰毅等20余位书画大
家现场挥毫，用手中的笔墨表达
对宣纸的浓情厚意。

宣纸之乡安徽泾县 2002 年
被国家确定为宣纸原产地域。神
奇的宣纸生产工艺吸引着越来越
多的各界人士和广大游客，泾县
人也不遗余力地把宣纸文化传播
到各地，其中有一个人功不可没，
他就是中国宣纸集团河南总代理
丁少明。 郑州晚报记者 苏瑜

背着书包到纸厂上班
丁少明18岁那年，家乡的李园宣纸

厂因新增一条引线纸生产线而招聘工
人，为了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帮父母减
轻一点负担，身为长子的丁少明扼杀了
自己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辍学打工，
以保证弟妹们能够有足够的钱上学。

丁少明非常珍惜这次工作机会，
聪明好学的他很快得到厂长的认可，
被调到化验室工作，还经常被派到外
地学习。厂长的信任，工作的顺利，让
丁少明忘记了许多烦恼。可是家庭的
贫困始终是他无法彻底解决的难题。
他萌生了自己创业的想法。

那是 1995 年，丁少明选定了投资
少、风险小的宣纸册页加工作为创业
的第一步。他凭借着自己的诚信和人
缘，赊来了砖瓦和木材，在家里的自留
地里盖了几间平房。加工厂有了，原材
料仍旧没有钱买。他多次到宣纸生产
厂家去，最终打动了负责人。他还从小
岭宣纸厂请来了师傅进行指导。师傅
也被丁少明的精神所感动，特别教了他
一些加工技术和关键的窍门。丁少明
很快就掌握了制作册页的技术要领，并
能够独立制作了。后来又经过一段时
间的摸索，在原来师傅所传授的基础
上，丁少明独创了几款新的品种，经过
经销商推介，客户反映很好。于是他又
请来了几位帮工，在保证质量的前提
下，提高册页制作数量，慢慢地，库存越
来越多。丁少明及时发现了问题，由他
人代销，将始终处于被动，不是长久之
计，必须变被动为主动，亲自走出去与
商家联系，开辟自己独有的销售渠道。
于是，丁少明又开始了营销之路。

从生产到销售的跨越
传统的宣纸销售模式，都是游击式的“打

一枪换一个地方”，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就像
孩提时在河沟里捉螃蟹一样，挨个挨个去寻
找买家，去推销，丁少明开始也是沿着这个模
式走的。一段时间后，他感觉到这种营销方
式既费财也费力，而且价格也卖不上去，利润
空间很小，真正多的利润都被经销商赚去
了。他想，人家能在某个城市设一个店经营
文房四宝，我为什么不可以呢？为此，他上北
京，下广州，到成都，走郑州，几经调查与比
较，最后确认郑州是经营的理想之地。

“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
中原文化千年不衰，文化底蕴深厚，而且郑州
交通便利，可辐射周边历史悠久、文化氛围浓
厚的开封、洛阳、南阳等城市。”丁少明至今还
为自己当年的决定而自豪。他说，是郑州成
就了他的事业。

1998年4月，丁少明在老坟岗西太康路租
了两间门面房，取名“徽宝轩”，以经营宣纸、
书画纸为主，兼营名人字画、笔、墨、砚等。刚
开始没经验，守株待兔，一个月下来，门可罗

雀，少有人问津。想到每天的房租、日常的生
活开支，为开店借下的债，丁少明心急如焚。
可急也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创新一条新路
子。他反复思索与琢磨，能否以“徽宝轩”为
名向全市撒网，甚至向周边城市辐射？他印
了很多名片和产品介绍，准备了产品样本，到
相关的大专院校、书画院、中老年文化活动中
心和经营文化产品的商家宣传。功夫不负有
心人，开始有人打来电话咨询宣纸的品种、规
格、产地、价格等情况，陆续的也有用户来店
里选购产品，慢慢地，店里人气旺了。半年时
间，除去各项费用，丁少明净赚了10多万元。

初尝甜头的丁少明并没有就此享受安
逸。如何用好这第一桶金？2001年3月，他在
老家建造了一个书画纸厂，生产多种规格、品
种的纸，以降低经营成本。与此同时，他极有
远见地拿到了中国宣纸集团河南省的总代理
权。有了这个基础，丁少明开始扩大经营，在
郑州增加店面，并购买汽车为客户送货，扩大
销售范围。从此，丁少明在宣纸经营方面开
始真正崭露头角。

盈利之后的文化回归
说起文房四宝，古玩字画，丁少明如数家

珍，让人感觉他并不像是一位商人，反而像业
内学者。他谦虚地说，近朱者赤。这么多年
来，除了正常经营外，闲暇之余常去图书馆，
查阅相关资料和书籍，还经常和业内人士交
流。“只有这样才能和自己的顾客深度沟通。
否则，在他们眼里，自己充其量不过是个卖东
西的。”

在郑州经营多年，丁少明在河南书画界
有着良好的人缘。张海、李刚田、马国强等人

先后为其“徽宝轩”题写牌匾，也积极参与各
种公益活动。“河南书画氛围很浓，更有一些大
家，他们不但艺术造诣深厚，为人也很谦虚。”
丁少明说有一些事情让他非常感动和敬佩。
他回忆说，王稼祥纪念馆扩建时，家乡人希望
能邀请张海先生题字。虽然与之有交往，但丁
少明还是有些忐忑。没想到，张海先生不但题
写了馆名，还主动写了好多对联，表达自己对
革命烈士的敬意，对宣纸之乡的尊重。这也让
丁少明更加热爱自己从事的宣纸事业。

立志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6年“宣纸传统制作技艺”成功入选国

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9
年又成功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其申报方中国宣纸集团被确定
为宣纸传统制作技艺代表性单位。2011 年，
中国宣纸集团又被命名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丁少明想整合资源，利用自己现有的平
台为传承宣纸文化做一些事情。要通过什么
形式和渠道来实施这一愿望呢？这成了丁少
明彻夜难眠的难题。

经过数月的走访、考察、论证，并征得县、

镇领导的认可，他决定在丁家桥镇经济开发
区投资1.65亿元建一座宣纸文化产业园。“占
地面积约80亩。该产业园的成立旨在保护和
传承中国宣纸的传统制作技艺，并在此基础
上，经过不断创新，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宣纸和
书画纸系列产品。”

丁少明说，是郑州这座城市成就了他，成
就了他的“徽宝轩”，将来产业园建成之后，他
会以此为托，多做一些公益活动和项目，让中
原的书画爱好者、传统文化爱好者，免费到宣
纸之乡去看一看。“希望产业园能成为豫皖之
间一座文化桥梁。”

滩晒

造纸原材料——青檀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