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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并不知道，在浙江瑞

安东源村，至今仍然有一群匠人

坚守着制作家谱的工作。在电

子排版和印刷盛行的时代，他们

用时间打磨手艺，亲手在书页留

下墨香，也让整套木活字印刷术

在这里完整地保留下来。

略泛黄的宣纸上，大气隽秀

的“老宋体”字，工整的红色支系

线⋯⋯这样一本厚厚的家谱清

晰记录了一个家庭的血脉故事。

如今，木活字印刷技术被列

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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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我们走进东源村，聆

听木活字传承人的故事和心声，

探寻木活字印刷术的“前世今

生”，以及传承和创新过程中农

业银行的金融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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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焕新

重生

新旧相传又一代

东源的王氏家族用木活字印刷术做了近800年的家

谱，在由王家祖宅改建而成的“中国木活字印刷文化展

示馆”，东源木活字印刷协会会长、第24代传承人王法仔

向我们展示了东源木活字印刷的工序。

在一个约 1 厘米的浅黄色小棠梨木块上，王法仔先

写上老宋体反字，再用自制的刻刀一点点凿掉多余的部

分，15分钟后，一个带“温度”的木活字呈现在众人眼前。

从上万个木块中，王法仔迅速筛选出其余的字，将

它们逐一放入黑漆发亮的木框印盘中。

排版完毕，王法仔给印盘刷上清水进行润版，将墨

汁均匀涂抹在印版上，铺上宣纸，再用刷子按压。

当他揭起宣纸，一张墨迹清晰的竖写宋体书页便跃

然眼前了。

“经过这样印刷而成的纸张，色泽稳固，只要保存得

当，可以几百年不褪色。”王法仔骄傲地说。

王法仔 15 岁就跟着父亲学做木活字印刷，40 年来，

他用一双布满刻痕和墨迹的手，完成着传递老祖宗手艺

的使命。

“以前修谱是件大事，谱师常常挑着十几斤重的字

盘走村过户，为了方便交流，有时候谱师就住在祠堂里，

一住就是大半年。修谱结束后，族人们还会在祠堂里举

行隆重的圆谱仪式。”王法仔说。

但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电脑排版和激光印

刷抢走了大部分修谱生意，木活字印刷曾经的繁华不

再，传承人难以凭借这项技艺获得足够的收入保障。

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就要使用现代印刷技术，只

有把修谱的工作继续下去，才能让木活字传承。

现代印刷需要使用到机器。然而，面对动辄数十万

元的大型印刷设备购置费，王法仔犯了愁。

就在这时，农行温州瑞安市支行关注到了东源村这

群谱师的金融需求，经过深入了解，王法仔获得了农行

30万元纯信用贷款。“有了这笔资金，我立马购买了印刷

设备，利润提升了，也更有底气去承接更多的修谱业

务。”王法仔感慨地说。

令王法仔欣慰的是，这两年找他用木活字来修订家

谱的人多了起来。“虽然木活字印刷的价格贵很多，但他

们认为纯手工制作出来的家谱，每个字都有‘灵魂’，更

适合传世收藏。”

助力梨墨再生香

2015年，为了让更多农户享受到惠农金融政策，农行

温州瑞安市支行在偏远的高楼镇设立了惠农金融服务

点。5年前，林世智主动请缨，申请从市区调往惠农服务

点工作，东源村就在这个惠农服务点的服务范围内。

“刚来时，全村500多户，我花了整整两个月时间都跑

遍了。”林世智回忆起当年的事，仍历历在目。“每到一户，

只要有人在家，我就跟他们聊天，天南地北什么都聊。”

这些年来，一次又一次走村入户，让林世智和当地

村民越来越熟络。“东源村有哪些人在从事木活字印刷

相关工作，他们有没有金融需求，我都一清二楚。”

林世智熟悉的当地人王法万，是国家级乡村工匠名

师、东源木活字传承人。在林世智看来，他已经跳出了

印谱的老套路，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

刚开始，王法万尝试把自己制作木活字过程的视频

发布到网络上。互联网带来了流量，也为木活字的推广

带来了新的可能。

2017 年，王法万第一次把木活字带到省外，在河南

的一个景区建设了木活字研学馆。随后，他相继在北

京、银川等城市开出8家木活字印刷旅游研学体验馆。

有了一个成功的案例之后，各地的订单纷至沓来。

陆续有企业联系王法万，希望把木活字元素植入到建筑

装饰用的背景墙和展示馆中。

潘燕翔的家与王法万的工作室，就隔着一条街。潘

燕翔是个 80 后，10 多岁时跟着村里的老人学做家谱，刚

开始只是觉得好玩，没想到后来喜欢上了这门手艺，就

没有离开村子，将谱师作为一份事业坚持到了现在。

“好的宣纸价格不便宜，最近几年还要用到印刷机

器，特别贵。”当时潘燕翔算来算去，手头的钱不够。

转折出现在 2021 年春天，林世智在走访时，了解到

他的资金需求，很快制订出一套 20 万元纯信用贷款方

案。不到一周时间，贷款批下来，钱凑足了。“农行解决

了我的大问题，手续简便，贷款利率也优惠，我可以安心

干活了。”潘燕翔十分感激。

“像王法万和潘燕翔这样既坚守传统又做好创新的

守艺人，他们的需要在哪里，我们的服务就到哪里。”林

世智说。

村庄蜕变展新颜

除了传承人在守正创新，东源村也在努力擦亮木活

字印刷术这块金字招牌，力争让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焕发出新的生机。

东源村党总支书记吴魁胜指着东源村规划图胸有

成竹地说，该村将以“中国木活字印刷展示馆”为主，串

联 7 个民宿的研学点来打造旅游村，发展以体验为主的

文旅研学营地。

2020 年，在瑞安市文广旅体局的支持下，瑞安旅投

和温州顺达旅游公司投资成立了一家合伙企业，全面负

责“中国木活字印刷展示馆”的运营。展馆展示了珍贵

的历史物件、文史资料和非遗制作技艺等，游客来到这

里就能真切感受到木活字印刷术的魅力。

如今，这里已成为瑞安的网红“打卡地”。木活字书

签、冰箱贴、盲盒、月饼⋯⋯公司将文化创意和传统非遗

融合，产品价格从十几元到几百元不等，传统的技艺就

这样“飞”入寻常百姓家。

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用木活字印刷打造而

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和婚书，这样“别出心裁”的礼物，

不仅让木活字“出圈”，也吸引着更多年轻人来东源村浸

润墨香。

然而，运营展馆需要资金，文创产品的研发也有些

“烧钱”，资金从哪来？农行人看在眼里，全力帮助和支

持。

“我们和农行的感情是很深的。前几年，公司的运

转遇到了一些困难，农行第一时间给予我们 160 万元贷

款支持，帮助我们减轻了财务压力。”活字在文化传播公

司负责人陈安娜说。

接下来，陈安娜还计划打造一个大型“木活字非遗

旅游研学基地”，投入资金高达 5000 多万元。“一直以

来，农行都为公司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金融助力，我

们将进一步深入合作，让木活字这个文化产业做得更

好，带动东源村实现‘村民共富’。”陈安娜说。

“木活字印刷是瑞安传统文化的瑰宝。2021 年，我

们与东源村签署‘非遗复兴和乡村振兴’合作协议，推进

整村授信达 7000 万元。其中，支持木活字印刷相关产

业已投放贷款 600 多万元，20 多位从业人员因此受益。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东源村的合作，以普惠政策

服务支持乡村全面振兴，同时，做好木活字印刷全产业

链的金融支持，帮助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农行温州瑞安

市支行行长陈炜炜这样说。

木活字传承人在刻制木活字字块木活字传承人在刻制木活字字块

农行瑞安市支行客户经理在了解最新推出的木活

字文创产品

记载着家族历史的木活字印刷版家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