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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徐心星 文/图

在风景秀丽的东源村，一片

郁郁葱葱的山林前，有一栋独特

的白色建筑矗立在路边，这便是

2021 年 8 月建成开放的东梨民

艺博物馆。作为该博物馆的创

始人，2018 年徐夏怡放弃城市

的生活与工作，与丈夫马虢一起

来到中国木活字印刷村——平

阳坑镇东源村。多年来，夫妻俩

一直潜心研究多彩夹缬技艺、木

活字印刷术等非遗技艺，从一间

自主设计、以旧修旧的未见山非

遗体验基地，到建成东梨民艺博

物馆，他们传承和发扬了相对冷

门的非遗技艺，并以非遗带动当

地产业发展，携手当地村民一起

走向共同富裕路。

【人物名片】
徐夏怡，女，1987 年生。

东梨民艺博物馆馆长。多年

来，她与丈夫马虢（马屿人）

潜心研究多彩夹缬技艺等非

遗技艺，并身体力行发扬光

大，有力带动了当地非遗产

业发展。

传承非遗技艺 助力乡村振兴徐夏怡

扫一扫，看视频

》》创富 从城市到乡村 从兴趣到潜心研究非遗技艺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祖先留下的珍

贵精神财富与生活智慧，在现代多以物化

形式的文创产品展现其内在魅力，致力唤

醒消费者的文化自觉，从而以消费带动生

产繁荣，达成文化与经济的沟通互利。通

过研究非遗文化、做市场调研，徐夏怡开

发了草本养生锤、可定制的活字印章、蓝

夹缬手工艺包等文创产品，建立了“活字

源”的品牌，并通过培训当地村民制作这

些文创产品，提高大家收入。

2022 年 9 月，“手艺互助社”正式成

立，以东源村为中心辐射平阳坑镇 8 个

村，对当地妇女、留守老人和残疾人进行

培训，短短几个月，陆续有 70 多位社员培

训合格。目前，他们主要制作的是“草本

养生锤”这件纯手工文创布艺产品，其蓝

色布艺采用夹缬工艺染制，外包装用的是

木活字的元素，由平阳坑镇东梨文化共富

工坊和高校共同研制。

“做好一个草本养生锤，会有 10 块钱

的报酬，完成培训的社员一天能制作 10

至 30 个养生锤，能有 100 至 300 元的收

入，带动社员在家门口增收。”徐夏怡说。

每周，东梨民艺博物馆会举行一两次培

训，吸引了不少妇女和老人参与，大家在

愉快的氛围中完成一个个蓝色波点的小

锤子。

家住平阳坑镇联合村的陈筱霞今年

50岁，是手艺互助社的第一批社员。“我们

都是农村家庭妇女，平时带孩子、做家务，

没有什么收入，现在有空的时候做一下养

生锤，对我来说是很不错的。”陈筱霞说，

自己一天能做 20 至 30 个养生锤，有了一

笔可观的收入。

“手艺互助社的收入我们会进行再循

环、再设计，投入新的文创产品开发中去，

通过多元化的产品带动更多村民增收。”

徐夏怡说。

与东梨民艺博物馆隔了一条马路的距

离，在原本“未见山”的基地上，一座民宿正

在建设中，预计今年4月建成，届时将有10

个房间和2个LOFT（复式公寓）可供游客

居住。“我们想把民宿做成一个非遗样板

房，每个房间都布置不同印染工艺的产品，

让游客居住的时候能够近距离感受到非遗

的魅力，推动文创产品的销售。”徐夏怡说。

沿着石铺小路和白色围栏走到民宿

后面，有一个大棚和露营营地。大棚内是

一个干净清爽的草莓研学基地，旁边挂着

各种草莓知识牌，后面的农田里还种有草

莓采摘园。徐夏怡表示，不同的季节会举

办不同的研学体验活动，如 1 月是草莓

节，10 月是棉花节，11 月是丰收节。同

时，外面还搭着几个露营帐篷，可举办团

建、烧烤等活动。

据了解，徐夏怡目前已盘活农业用

地 110 亩，用于种植玉米、水稻、棉花、油

菜花、小麦、草莓等农作物，并承包给当

地村民进行种植，增加村民收入。此外，

他们还建设了中草药植物印染园等配套

设施。

除了传承和发扬木活字、多彩夹缬、

索面、瓯绣、细纹刻纸等非遗技艺，徐夏

怡还带领团队研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之一的中草药炮制技艺。对于中草药

种类，徐夏怡侃侃而谈：“像我们的蓝夹

缬，其实是用板蓝根这种中草药染制的，

还有我们的温郁金、温州红花都可以做

染料⋯⋯”接下来，她还将带领团队研究

制作并开展相关的研学课程体验。

据东源村干部介绍，徐夏怡夫妇来到

村里后，不仅带动了村里剩余劳动力增

收，还带起了东源村的人气。对此，东源

村两委大力支持他们的非遗产业发展，尽

可能提供相应服务，全力留住人才。东源

村党总支书记吴魁胜表示，徐夏怡团队与

东源村集体共同成立了瑞安市东梨墨农

业专业合作社，“手艺互助社”和土地租赁

等都包含其中，村里有 10%的股份，带动

村集体增收。同时，东梨民艺博物馆的工

作人员和民宿的建设都雇用了部分村民，

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

“以文促旅，以旅彰文。”近年来，“非

遗+旅游”的形式已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

重要一环。“2022 年来东源村参观旅游的

人数翻了一倍，我们接下来还会开展省级

未来乡村建设和东源村环境综合整治，大

力发展旅游业。”吴魁胜说。

非遗不仅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

动见证，还通过与现代元素融合释放了新

的活力。在徐夏怡手中，冷门的非遗文化

“活”了起来，不仅得到传承与发扬，走入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还与乡村振兴、产

业发展相结合，带动了共同富裕。徐夏怡

表示，未来，将发挥更多可能性，让更多人

感受到非遗文化的魅力。

2007 年，徐夏怡大学毕业。在大学

期间学习文物鉴定和修复专业的她，毕业

后来到温州博物馆从事社会教育相关的

工作。后因工作需要，她时常要邀请不同

的非遗传承人来上课展演，期间，她逐渐

接触了瓯窑、木活字、夹缬等非遗技艺与

作品，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深深吸引了

她，也为她后来潜心投身非遗文化的传承

与发扬埋下了一颗理想的种子。

工作期间，徐夏怡接触到了我国最古

老的“四缬”之一——夹缬的印染技艺。

但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会的人

少，了解的人也少，呈现日渐式微的迹

象。为了让更多像夹缬这样的非遗技艺

得到复原与传承，2018 年徐夏怡来到平

阳坑镇东源村，着手创办未见山非遗体验

基地。

“东源村本身就是中国木活字印刷文

化村，再加上这里环境美、民居多，我们就

选择东源村作为传承非遗文化的根据

地。”徐夏怡说。

沿着小路走进空气清新、风景秀丽的

东源村，只见田连阡陌，群山连绵，一幅诗

画般的自然风光。在这里，徐夏怡夫妇选

择了一间破旧的、只剩几根梁木的房子，

自己设计，自己堆砌砖瓦、刷墙、种植花

草，一点点进行改造。

这份事业的最初是相当坎坷的，村里

人对徐夏怡的行为也感到不理解，诸如这

对“外来的夫妇”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间

房子进行改造？直到一段时间后，曾经破

旧不堪的房子重新焕发生机，整齐的石头

墙边挂上了彩色印染的布料，满屋鲜花盛

放，绿意盎然，甚至逐渐带动了越来越多

的人前来参观，村民们才逐渐理解并积极

支持徐夏怡的非遗事业。等东梨民艺博

物馆建成后，为纪念这段艰难但美好的时

光，徐夏怡仍保留了“未见山”的梁木，并

将其放置在博物馆上方。

在“未见山”这个梦开始的地方，徐夏

怡潜心研究多彩夹缬的技艺并将其复

原。多彩夹缬在唐朝为盛，后宋朝提倡勤

俭，而夹缬技艺造价高，工艺繁琐，逐渐被

淘汰。“丝织品不易保存，只在敦煌莫高窟

等干燥之地有存留，部分流到了国外。我

们只能通过书籍、史料记载来进行参考。

后来，我们在全国各地请教专家老师，还

去到日本请教石塚広等夹缬传人来进行

复原。”徐夏怡说。

复原多彩夹缬的关键在于精心的雕

琢与染色。为此，徐夏怡还请来了山东

传统印染工艺大师申凯旋一起参与。“我

在读大学期间研究唐代服饰的时候，发

现那个时候的色彩非常好看，于是对夹

缬技艺产生了兴趣。但是这项工艺复杂

繁琐，每次印染都如同开盲盒，呈现的颜

色各不相同。后来我们在植物印染的基

础上，以高低温染色两种方法反复试验，

才做出了现在的版本。”申凯旋说。他擅

长印染，而徐夏怡夫妇擅长雕版，大家各

取所长，在一次次失败中总结经验，历经

四 年 ，终 于 复 原 了“ 驎 鹿 草 木 夹 缬 屏

风”。之后，他们还将共同努力复原更多

已知的夹缬作品，并举办展览，让更多的

人来参观和学习，将这项非遗技艺传承

下去。

2021 年，由于多元化的非遗作品需

要一个乡村博物馆去承载，徐夏怡夫妇便

投资 900 万元建设“东梨民艺博物馆”。

东梨民艺博物馆因东源村的木活字印刷

术多以梨木作为原材料而得名，是一个集

传统染织绣实物收藏展示研究、染料种植

园、植物染工坊以及研学培训交流为一体

的复合型空间。

目前，东梨民艺博物馆定位为研究和

教学，会定期举办各种研学、培训活动，同

时开发文创产品、建设特色民宿。徐夏怡

说，要以博物馆为载体，深入乡村振兴行

动，以非遗带动东源村产业发展，助力乡

村振兴。

》》助富 以特色非遗产业 助力乡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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