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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瑞蓉

今年是“中国活字印刷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履约实践十周年。从201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入“人类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起，这门保留在偏远山

村的古老技艺开始走上世界舞台，也打开了平阳坑镇旅游产业新的天地。

11 月 28 日、29 日，平阳坑镇以履约实践十周年为契机，将举办木活字

非遗系列宣传活动，设置木活字印刷基因解码展、“十年‘源’聚·秋野之约”

市集、字信文化设计师节、曲艺表演等内容，以飨来宾。

对平阳坑镇来说，这是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活动，也是一次旅游节活

动。近年来，平阳坑镇活用木活字文化金名片，经过不断规划布局建设，将

星罗棋布的旅游资源逐渐连点成线，串联带动，让平阳坑镇“木活字小镇”的

形象深入人心，旅游产业高质量起步。

肇平垟李氏八代习武
李英才父子以武功保家卫国

温州城乡习武人数众多，南拳尤盛，为温

州武术之“母拳”。它起源于古代沿海地区人

民的体力劳动，后变成巷弄堂或自家中堂、道

坦角逐搏击的强身运动，是广大群众历来喜

爱的健身项目，千百年来盛传不衰。2010

年，温州南拳入选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五鸡

拳作为温州南拳主要流派之一，具有独特的

武术风格，精湛的武术文化内涵。目前，塘下

镇肇平垟李氏家族仍传承这一古老的拳术。

李氏世居肇平垟，其中革命烈士李英

才是肇平垟革命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作为李氏家族第五代传人，他自幼随本村

李久良医师学习正骨伤科，后又随名医桑

显柱继续学医，兼习拳术。李英才深得其

师爱惜，经悉心指教，不但医术高明，武功

也日益精进，成为远近闻名的武术名师。

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教拳行

医为名，巧妙地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1941 年，李英才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党组织为了培养先烈后代，派革命武术家

“道士旺”陈文征对其子李平(1920-1983)

潜心施教，以铜钟功为基本功，教以太极

拳、五行八阵图拳、小八卦、十二经络健身

功等。凭借一身武功，二人总能安全逃脱

出敌人的追捕。李平幼时即随父学医习南

拳（五鸡拳），后又得陈文征悉心栽培，他继

承发展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拳法，形成自己

独特的“内虚灵、外挺拔，内外兼修”风格，

后成为第三届温州市武术协会主席。

李平迁居温州城区后，也经常回乡教

授武艺，其中他的堂侄李忠敬痴迷拳术，练

得最勤，成绩斐然。

传承红色基因
花甲老人返乡设坛教拳

出生于武术世家的李忠敬，今年69岁，

获得中华民间传统武术（南拳）八级段位，

是瑞安李英才武术传承馆馆长、瑞安市武

术协会常务理事、塘下镇武术协会副会长。

他不仅身躯挺拔，走路、说话时也格外

精神。“祖先从平阳迁居至肇平垟，以教拳

行医为生，我们是武术世家，八代习武。”作

为第三代南拳（五鸡拳）传人，李忠敬对先

辈的武艺绝学倍加珍惜。因从小耳濡目

染，热爱武功，李忠敬9岁时就跟着李平学

拳，后李平迁居温州城区，他常常坐船前往

温州讨教拳法。改革开放后，李忠敬离开

家乡前往外地做生意，虽离家数百公里，但

他从未停止练武。习武60年来，他参加各

类武术比赛，常常一出手便惊艳众人。“练

武不仅能防身，还可强身健体。”李忠敬说，

在外地做生意时，不少人听说商场里有个

“功夫了得”的生意人，都前来学拳。

2015年，李忠敬决定回乡设坛教拳，传

承红色基因，弘扬武术精神。李忠敬的侄

儿李孝群（五鸡拳第四代传人）得知此事，

激动万分，“小时候，每逢傍晚，整个家族成

员欢聚一堂，大家聊天喝茶，打拳比武，好

不热闹。”时过境迁，这样热闹非凡的场景

已许久未见。听闻李忠敬开坛教拳，众多

武术爱好者都慕名而来，跟着他学南拳。

弘扬武术精神
李英才武术传承馆成立

没有一个合适的练武场地怎么办？

刀、剑、棒等武术器材无处安置如何是好？

那就一起来建一个武术馆。

2018年初，塘下镇按“四星级”标准打

造肇平垟中村文化礼堂，该村将李英才武

术传承馆作为文化礼堂的一个特色场馆进

行打造，在肇平垟革命烈士纪念馆西侧建

造了一间面积为20余平方米的武术馆，并

为该武馆在村委会办公大楼单独设武术特

色展示馆，用于介绍李英才武术传承史与

五鸡拳的历史渊源，还打造了一个拜师

阁。期间，众多武术爱好者自发筹款 5 万

余元，为该武术馆“添砖加瓦”。

走进肇平垟中村文化礼堂，整个礼堂

与所在公园、肇平垟革命纪念馆、武术传承

馆融为一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记者

看到，该武术馆内数把刀、剑、棒等武术器

材靠墙整齐摆放，近百张荣誉证书、荣誉奖

章等更是格外引人注目。“这些都是我们团

队参加国内各类武术比赛获得的荣誉。”李

忠敬介绍，武术大赛是一个特别好的平台，

能够让武术爱好者以武会友，大家互相切

磋交流，还能将塘下南拳弘扬开来。

数年间，在李忠敬的带领下，李英才武

术传承馆成了远近闻名的“习武胜地”，吸

引了来自罗凤、鲍田、场桥以及温州、江西

等地的武术爱好者，火海救人英雄——“习

武哥”潘寿法也是其中一员。同时，武术也

不再局限于拳术，更向六合棒、单刀、双刀、

春秋大刀等棍、刀、剑术等多项技法发展。

如今，这支武术团队不仅在武馆中免

费传授南拳，还努力将南拳送进学校，做到

习练武术“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们了解武

术，学习武术，拥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平日

里，每周五李忠敬及其徒弟几人都会来到

塘下镇第二小学义务教拳。四年来，学生

们的体质都有所提高，南拳也成了该校的

一项特色教学。

李忠敬说，这一脉武学老少皆宜，不但具

有很强的技击性，对强身健体也具有良好的

效果，希望能够得到发扬和传承，使这一优秀

的传统文化在塘下薪火相传，绵绵不绝。

【致美平阳坑】

RUI BAO

塘下文化

【活力塘下】

预约+定制
深度体验成主流

作为木活字印刷术的“百科全书”，木

活字新、老展示馆是必定“联动”的景点。

今年10月，经过重新布局的木活字展示馆

老馆对外开放，摇身一变成了“中国木活字

印刷研学馆”，内含木活字文创中心、传承

人工作室、体验中心（研学课堂）等分区。

现在，参观展示馆的游客可以自主选择参

观票和体验票两种票型，体验票除参观外

还可到老馆体验木活字印刷术相关课程。

此外，老馆还对外承接研学活动，开设了

10节课程供游客选择。

稻田里金黄的稻穗，水田中肥硕的鲤

鱼，树梢上挂满的红柿⋯⋯十一月是平阳

坑镇丰收的季节。平阳坑镇以“秋野之约”

为题，策划了系列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来

木活字小镇共赴一场秋野之约。

远道而来的大小朋友在金色稻田体验

割稻、脱粒，在金色海洋中玩捉迷藏，装扮

稻草人；玩累了，尚且带绿的田野上已经布

置好了小火锅，在“草包椅”入座，便可吹着

山风涮火锅，顺便尝尝新收稻米的滋味；稍

事休息，换上下水裤蹚入水田，用竹篮捕捞

一条条肥硕的鲤鱼，比赛谁是那个满载而

归的“锦鲤”；而开辟出的稻田迷宫里，还有

散落的木活字方块等着被发现。迷宫填字

闯关、滚红糖麻糍、拉索面、立冬节气植物

染⋯⋯11 月的每个周末，这些至少提前一

周预约而来的大小朋友为平阳坑镇东源村

带来了别样热闹，且通过定制活动项目，他

们也心满意足地体验到了不曾体验的“野

趣”。

平阳坑镇旅游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

厚，该镇做精“木活字小镇”旅游金名片的

理念，孕育诞生了“预约+定制”的特殊旅

游模式。这次的“秋野之约”，由未见山非

遗体验基地执行，通过微信公众号、朋友圈

的发布传播，吸引了温州各地单位、企业在

此举办单位团体活动，每期约有百来人参

加。

未见山非遗体验基地负责人马虢介

绍，他们开发了几十个活动项目可供客户

挑选，并结合天气、季节因素优化行程。而

这些活动，不仅将木活字印刷术这项厚重

的非遗文化与趣味性做了深度融合，还囊

括了平阳坑镇丰富的农文旅资源。

住宿是开展深度游的必要条件，也

是乡村振兴留住人气的必备条件。为此，

该镇谋划了首个以木活字为主题的民宿东

梨宿集，从装修风格以及体验感等都是用

木活字元素打造，旗下配套木工坊，木活字

展示馆以及东源书院，游客可以在这里体

验木活字印刷术、蓝夹缬技艺、索面制作技

艺等。该项目还被列入我市第一批民宿特

色村（群）正式培育名单。同时该镇以该民

宿为龙头，谋划了更多民宿集群，完善旅游

产业链，建设更加完善的木活字非遗主题

小镇。

农文旅融合发展
高质量推进“全域旅游”

日前，平阳坑镇被评为浙江省 3A 级

景区镇（乡、街道）。2019 年，浙江省文化

和旅游厅公布的第五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旅游景区名单上，平阳坑镇凭借深厚

的木活字印刷文化底蕴，作为非遗主题小

镇成功入选。

这些信息透露着，平阳坑镇近年来不

断推进全域旅游工作，硕果累累。在乡村

振兴的大背景下，平阳坑镇以全域旅游为

重点，紧紧依托木活字世界性文化品牌的

力量，串联起飞云江绿道平阳坑段、善康农

业开发产业园等旅游资源，与东源木活字

形成研学游线路，助推农文旅融合发展。

今年，平阳坑镇继续谋划了 47 个项

目，以“三大特色基地”创建，“三大文旅板

块”打造为重点，着力将平阳坑镇建设成为

可阅读古今历史、可赏玩山水人文、可体验

快乐运动、可共享美好时光的省级木活字

非遗小镇。以木活字 IP、南山索面、农业

科普、自然生态、红色教育、体育运动等为

主题，打造研学游基地；以山水竹海资源、

特色文化资源和古镇古街古埠为基础，通

过环境整治提升和旅游营销推广，打造写

生摄影基地；以绿道提升、高速桥下空间利

用和半岭堂古道提升为契机，植入运动健

身主题，建设特色体育营地，举办和承接体

育赛事活动，打造运动健身基地。以“世界

遗产、活字小镇”为主题，围绕“动”，打造绿

道塘岙健身旅游区；围绕“静”，打造云江阅

享休闲区；围绕“文”，打造东源活字文创

区。

此外，该镇还以国家卫生镇创建、八美

八化行动为抓手，持续清理镇区难点乱点，

同步推进配套设施建设。近年来完成集镇

区 7 条道路白改黑提升，A 级旅游公厕 10

座、停车场8处，以及一街六巷立面改造等

23 个项目。持续深化美丽乡村建设，塔石

村被评为省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东源村、

塔石村创成省3A级景区村。

活用木活字金名片 全域景点串联带动

平阳坑镇旅游产业高质量起步

红色基因 薪火相传

“藏”在李英才武术传承馆里的精气神

■记者 吴戌慧

清晨6时许，薄雾刚起，一群身穿练功服的人便摆起了架势，扎稳马步，握紧双

拳，以气催力，震脚推掌⋯⋯这是在塘下镇肇平垟每天清晨或傍晚可见的场景，他

们在习练一种身法奇特的南拳，即温州南拳中的五鸡拳，传自革命烈士李英才。

近年来，塘下镇习武之风盛行，涌现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南拳师傅，包揽了

国内武术赛事各大奖项。近日，记者来到肇平垟中村，走近塘下南拳传承人

李忠敬及其弟子，寻找“藏”在瑞安李英才武术传承馆里的南拳武术文化记

忆，聊聊关于南拳的独特魅力。

拜师阁拜师阁 参加武术段位考试参加武术段位考试 李英才武术传承馆

老馆开设体验木活字印刷术研学课程老馆开设体验木活字印刷术研学课程 ““秋野之约秋野之约””系列活动之系列活动之““非一般的节气非一般的节气””现场布景现场布景 田野火锅田野火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