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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瑞安的木活字印刷技术与毕异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一脉相承，以瑞安东源村为集中地，在王氏家族
中传承下来。
它严格遵循古法，选取上好的棠梨木刻字，刻的是老宋体、繁体字，主要用于印刷宗谱。
关键功夫在于刻字有刀法，捡字有口诀，排版有格式，印刷有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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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东源王氏家族木活字印刷技术的传播瑞安木活字印刷技术的传承是历史延续的民间行为，它的
主要特征是扎根农村，依靠家族、家庭的纽带，或父子传承，或同姓房份带徒传授。
在历史流变的过程中，东源王氏家族这项木活字印刷技术也逐渐随联姻和邻里关系，逐步授艺于外姓
、外村甚至外县人，在一些外姓家族中也传承了数代。
　　通过姻亲关系传授技艺，是这个群体传承扩大的主要途径，东源王氏家族向曹村林氏家族传播木
活字印刷技术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在东源《太原郡王氏宗谱》和曹村《柏叶林氏宗谱》中，有清一代，王、林两姓双方族人有功名
或殷富之家的联姻较多，这可能与曹村历史上盛行读书传统，频出状元、进士，号称“进士之乡”，
而东源王家亦多读书之人和乡绅，讲究门当户对、荣宗耀祖的攀亲意识有关。
现木活字印刷技术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林初寅，祖上数代都有学业绅名，高祖林培英，曾
祖林崇修，祖父林上德都为读书之人。
其中，在东源《王氏宗谱》中撰写自记，叙述兄弟合力，以修谱发家致富的王宝忠，娶的就是曹村西
山下（今西前村）林培英亲堂兄武举人林锦荣的长女：　　《王氏宗谱》宝忠条载：“妣，本邑三十
七都曹村西山下武举人林锦荣公长女。
”《林氏宗谱》锦荣条载：“生子三女二，长适四十四都平阳坑东岙邑庠生王宝忠。
”　　而王宝忠的长兄鹤嶙，则将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林锦荣伯伯林王秀的曾孙林上德：　　《王氏
宗谱》鹤嶙条载：“女二，长翠花，适本邑三十七都曹村西山下国学生林崇修公长子，名敬明（注：
《林氏宗谱》载其名上德，讳敬明）。
’　　《林氏宗谱》上德条载：“配四十四都平阳坑东岙王氏儒士名畴（注：鹤嶙字）公女。
”　　上德之子林时生，时生次子林初寅，林初寅与东源王家的“铨”字辈是姻亲血缘的表兄弟关系
。
　　从《林氏宗谱》两次修谱记载中，可以看出东源王氏家族向曹村林氏家族传授木活字印宗谱技术
的关系。
现存林初寅家族的光绪十九年（1893年）《柏叶林氏宗谱》，署名“王就正堂梓辑”，“王就正堂”
是林初寅祖母王翠花的兄弟、东源名谱师王鲁（乙垣）的谱局堂号。
林家传得木活字印宗谱的技术后，名其谱局堂号为“林问礼堂”。
到民国六年（1917年）《柏叶林氏宗谱》再修的时候，署名则是“平阳坑王就正堂、西山下林问礼堂
同梓辑”，该谱的“续修谱序”落款为：“裔孙时生育卿氏谨撰，同东岙舅父王乙垣梓辑”，可见木
活字印刷手艺通过姻亲关系的影响和传承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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