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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长凯 实习生 吕佳情

临近年末，瑞安西部山区的平阳坑镇东源村又火起来了，很

多游客慕名来到这里的中国木活字印刷文化展示馆参观，了解

木活字印刷术的发展历程。12月25日上午，和朋友一起从瑞

安市区赶来的张女士告诉记者，自从看了知名视频创作者李子

柒拍的木活字印刷视频后，深深地被吸引了，这次就是来实地感

受下这一方小小木活字的神奇魅力。

2024年，平阳坑的木活字印刷技艺通过实操、培训和研学

等多种方式，在国内外实现了广泛传播，并成功探索出将文创产

品设计转化为经济效益的创新之路，有力推动了木活字印刷技

艺的传承与发展。

平阳坑镇东源村的木活字印

刷术是中国唯一仍在使用的活字

印刷技艺，迄今已有800多年的历

史，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

非遗项目”，2010年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这也是瑞安第一张

世界级文化金名片。

走进中国木活字印刷文化展

示馆，一股浓厚的文化气息扑面而

来。在这里，老带新的实操传承

方式已经成为常态。每天，经验

丰富的老师傅都会手把手教导新

入行的年轻人进行木活字印刷，

从选字、排版到印刷，每一个步骤

都讲解到位。这种面对面的传授

方式，不仅让年轻人能够迅速把

握技艺的精髓，更让他们深切体

会到木活字印刷术的独特魅力。

同时，展示馆还定期邀请木活字

印刷技艺的国家级传承人，为馆

内工作人员及对此技艺感兴趣的

村民提供为期一个月的专业培

训，这不仅加深了他们对木活字

印刷术的理解，也提升了他们的

技艺水平，有力地促进了木活字

印刷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研学传承是木活字文化传播

的另一大亮点。中国木活字印刷

文化展示馆通过木活字进课堂活

动，成功将木活字文化普及到了

更广泛的学生群体中。在温州市

的小学科学教材中，已经纳入了

与木活字相关的课程内容，使孩

子们从小就能接触并了解这一非

物质文化遗产。此外，展示馆还

与当地学校展开合作，开设了木

活字印刷兴趣课程，邀请木活字

印刷传承人定期走进校园，为学

生们授课，不仅讲解木活字印刷

的文化背景，还传授简单的刻字

技巧，在青少年学生的心中播下

了弘扬传统文化的种子。

7月24日，浙江海洋大学“木

韵字影·活字新篇”实践队来到东

源村，开展了一系列的调研实践

活动。实践队员们参观了中国木

活字印刷展示馆，仔细端详馆中

展示的木活字展品，并亲自体验

了木活字印刷这一项古老的技

艺，沉浸式感受木活字的魅力。

“在工作人员的悉心指导下，我逐

渐掌握了制作木活字印刷品的技

巧和精髓，也感受到了这项传统

技艺的韵味与魅力。”实践队员杨

语萱说，保护好木活字印刷这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将其传承下去

至关重要，她将为此贡献自己的力

量。

此外，中国木活字印刷展示馆

还吸引了中央美院的学生和香港、

台湾、杭州以及阿坝县等地的中小

学生和研究生前来研学。他们在

这里亲身体验木活字印刷的全过

程，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这

些研学活动不仅加深了学生们对

木活字文化的理解，更激发了他们

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传承意识。

为了推动木活字文化的进一

步传承和发展，中国木活字印刷

文化展示馆建立了传承人工作室

和浙江首批乡村博物馆，为木活

字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更加坚实的

平台和支撑。11 月，中国木活字

印刷研学馆被评为了浙江首批非

遗美学生活馆。同时，中国木活

字印刷文化展示馆联合国家版权

局参加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

国际研讨会，为传承人的作品进

行版权登记维护。这些举措不仅

保护了传承人的合法权益，更推

动了木活字文化的规范化、法制

化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木活

字印刷文化展示馆还打造了木活

字数字科技馆，以数字化、互动化的

新颖方式，向观众展现木活字印刷

术的历史、技艺及文化内涵。该馆

预计将于农历明年正月向公众开

放。届时，市民们将有机会亲身体

验木活字印刷术的独特魅力，从而

更加深入地理解和认识这一非物质

文化遗产。

展望未来，中国木活字印刷文

化展示馆有着更加宏伟的发展蓝

图。该馆计划打造中国规模较大

的木活字非遗研学旅游基地，并

使此省级研学基地一次性能够容

纳 800 余人。这将为更多学生和

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一个学习和了

解木活字文化的机会和平台。同

时，基地还将培育非遗传承大师，

通过打造研学基地来带动村民共

同致富，实现乡村共富的美好愿

景。

陈安娜表示：“我们将继续坚

持传承与创新并重的原则，积极

推动木活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加强与国内外相关机构和组织的

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木活字文

化走向世界。”同时，他们还将不

断探索更多文创产品设计的变现

之路，让更多人能够了解和喜爱

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拥抱科技
古老技艺更“美”了

积极创新
古老技艺更“火”了

除了研学学生，木活字印刷术

还吸引了网红名人的关注。今年

11月16日，李子柒复出后的首场

公开活动便是造访瑞安，并被聘请

为东源木活字印刷文化研究院的

文化传播大使，续写了她与木活字

印刷技艺的深厚情缘。在瑞安期

间，李子柒与非遗传承人、专家学

者深入交流，共同探讨如何让东源

木活字印刷术在现代社会中焕发

生机、广受欢迎。李子柒表示：“六

年来，我和王法万老师经常针对木

活字的未来进行交流。”她希望通

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让更多人了解

和关注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

其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

原来早在2018年，李子柒就曾

在瑞安居住了3个月，向东源木活

字印刷术第24代传承人王法万拜

师学艺。王法万这样评价爱徒：

“非常努力上进的一个女孩子，每

天6点起床，学到晚上10点多才回

去，很让人敬佩。”李子柒关于东源

木活字的视频发布后，全网累计观

看量超过8000万次，引发了广大

网友对木活字印刷术的关注与热

烈讨论，也将木活字印刷术从艺人

的指尖传递到了人们的心间。

中国木活字印刷文化展示馆

在传承木活字印刷技艺的同时，还

积极探索文创产品设计的变现之

路。他们推出了以“木活字”为设

计元素的文创产品包括族谱家谱、

婚书、端午节伴手礼、私人印章以

及录取通知书等。这些产品不仅

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更融入了时

尚元素和个性化设计，深受消费者

的喜爱。

今年，温州大学、瑞安中学等

温州地区的学校采用了木活字印

刷版本的录取通知书，成为了许多

学生求学路上独特的印记。中国

木活字印刷文化展示馆负责人陈

安娜说：“这不仅让人深刻地认识

到了木活字印刷术的独特价值和

纪念意义，更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

传承和弘扬。”

多措并举
古老技艺更“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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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联系点年终回访

木活字字库

大学生社会实践队参观木活字印刷馆

李子柒学习木活字非遗

木活字文创产品

创新木活字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