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6年年44月月2626日日（（星期二星期二））■責任編輯：羅縈韻 版面設計：伍泳傑A27 浙江報道

健全活字印刷傳承人保障機制

中國活字印刷術是刻製不同材質的單字，按照文本的
要求，撿出活字，組合成版，再經校對、上墨、覆

紙、刷印、裁切、裝訂等工序以獲得印製品的技藝，北
宋慶歷年間由畢昇發明。在浙江瑞安市平陽坑鎮東源
村、曹村鎮西前村至今還存在用活字印刷術印刷宗族譜
的現象，其中王超輝、林初寅作為該技藝的國家級代表
性傳承人，王釧巧等作為該技藝的省、市級代表性傳承
人，承擔當地各宗族譜系的編印、修編與保護工作，
在當地被尊稱為「譜師」。2010年11月15日，中國活字
印刷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
遺產名錄。
從2011年開始，瑞安市開始建立健全中國活字印刷傳
承人保障機制，全面梳理掌握活字印刷技藝的譜師和技
藝傳承人。目前該市已確認掌握木活字印刷技藝全套流
程的譜師有22人，認定縣級以上木活字印刷技藝傳承
人22人，另外直接參與該項目技藝實踐活動的人員還
有240人。這與列入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之前相比，熟練掌握活字技術全套技藝的工匠人數
增加了15人，直接參與該項技藝實踐活動的人員增
加了130多人。
蘇爾勝說，自從活字印刷術被列入聯合國急需
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後，瑞安有關部門就
積極鼓勵傳承人收徒授藝，手把手地把技藝傳
承下去，而且爭取帶動鄰縣社區譜師重新參與
活字印刷，保護好活字印刷技藝的傳承人。

建立活字印刷技術專題數據庫
2011年以來，瑞安組織了專業力量對活
字印刷的傳承地、傳承人、文化生態環
境、古籍版本、印刷工藝、工具設施等進
行全面普查，通過採訪、錄音、錄像、
拍照等方式，摸清了活字印刷術的流
變、傳承情況和傳承人狀態，並收集和
保存了實物。
而且還運用數字信息技術和多媒體
保存技術，對木活字印刷技藝的項

目要素、工藝流程、技藝特點、民俗禁忌、工具實物等
進行真實記錄和保存，邀請專業的攝製組對活字印刷術
全部過程進行了詳細的影像拍攝，並在此基礎上拍攝
《活字印刷術》等專題紀錄片，且又進行了《中國（瑞
安）活字印刷技術》專題數據庫建設，為活字印刷技術
作了靜態數字化保護。
近年來，瑞安對中國活字印刷文化展示館進行了擴建，

使新展館的面積達到2,579.89平方米，館藏的活字印刷術
工具、各種印版、操作台桌等展示中國活字印刷技藝的歷
史實物比以前更加豐富了，還增加了傳承人現場操作表演
項目，豐富了中國活字印刷文化展示館的內涵。

培育新一代木活字印刷工匠
據了解，當地大部分木活字印刷傳承人生活在農村，

平時主要靠印刷宗譜來維持家庭收入。為了增加傳承人
的收入，擴大活字印刷的適用範圍，瑞安市活字印刷協
會按照保護規劃和當地社會發展需要，組織傳承人在宗
譜印刷範圍之外，再從政府機構或企事業單位承接業
務，使用活字印刷術印製一批古籍書籍。
從2011年開始，傳承人們先後分批分期印刷了《謝靈

運詩》、《永嘉大師證道歌》、《孫子兵法》、《琵琶
記》等15種重要古籍版本書籍。一些傳承人紛紛表示，
這些古籍版本的印刷活動，不僅給他們提供了許多傳承
實踐的機會，保護了這項古老的手藝，而且還拓寬了古
代文化典籍的應用範圍。
技藝的傳承需要新鮮力量來充實。瑞安非遺保護中心

先後與市開元職業中等專業學校、平陽坑學校合作，建
立木活字印刷技藝傳承教育基地，編寫了《瑞安東源活
字印刷術》、《瑞安活字印刷術》2種普及性教材，用於
中小學校開展木活字印刷技藝的教學宣傳。據悉，這2所
學校每兩年舉辦一期活字印刷技藝培訓班，邀請木活字
印刷技藝傳承人來學校授課，培養新一代木活字印刷的
工匠。
對於活字印刷術這門古老技藝來說，通過各種途徑的
保護，實現了在現代社會裡的「鳳凰涅槃」。中國活字
印刷術列入聯合國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後，
履行相關保護規定，各項保護措施做得更加到位了，將
成為瑞安市乃至中華文化的瑰寶。

■■瑞安全景瑞安全景

世界非遺再迎聯合國「大考」

木活字印刷術

薪火相傳

日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中國活字印刷術履

約報告中文版已送交國家文化部審核，通過後將啟動翻譯工作，4月底完成履

約報告的英文審核和定稿，5月中旬報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秘書處，接受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政府間委員會的最終審核。那麼，浙江瑞安的中國活字印刷術的

履約情況究竟如何？

■■瑞安是南戲的故鄉瑞安是南戲的故鄉

近年來，瑞安市加大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力度，非物質文化遺產保
護和傳承成效顯著。據不完全統計，該市現有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急
需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1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4項、浙江
省級10項、溫州市級42項、瑞安市級74項；有國家級非遺傳承人3人、
省級7人、溫州市級25人、瑞安市級63人；瑞安市開元職業中專（瑞安
木活字）被列為省非遺傳承教學基地；瑞安鼓詞館列入溫州市非物質文化
遺產傳承基地公示項目，並建立了「木活字印刷展示館」，發展非物質
文化旅遊，打造文化旅遊品牌；創辦了藍夾纈博物館，在溫州地區率先
將傳統文化和特色農業相結合，開闢了一條傳統非遺文化帶動特色農業
的新路子。

瑞安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成效顯著
瑞安市地處浙江東南沿海，是浙江重要的現代工貿城市、歷史文化名城

和溫州大都市區南翼中心城市。瑞安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瑞安於三
國吳赤烏二年（公元239年）開始置縣，至今已有1,773年歷史。瑞安素有
「理學名邦」、「東南小鄒魯」之美稱，是中國重商文化的發源地，南宋
時以陳傅良、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提出事功學說，與朱熹理學
派、陸九淵心學派鼎足而立。瑞安自古人傑地靈，湧現出「南戲鼻祖」高
則誠、樸學大師孫詒讓、水生物學家伍獻文、國旗設計者曾聯松等一大批
名人名家；擁有浙江四大古私家藏書樓之一的玉海樓、全國第一所新式中
醫學堂利濟醫學堂等眾多名勝古跡，印刷術和造紙術等古法技藝在瑞安薪
火相傳。

話你知：千年古縣——瑞安

■

溫
州
鼓
詞

■浙江四大古私家藏書樓之一的玉海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