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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活字印刷术：
时光印记传墨香

▢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通 讯 员 陈一翰 文/摄

本报讯 近日，市人民法院
廿三里人民法庭联合江东街道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法庭
开放日”活动。

活动中，20 多名小学生
在廿三里法庭法官助理带领
讲解下，兴致盎然地参观了
法庭的安检室、收案大厅、审
判庭等区域，认真聆听法庭
办理案件的工作流程。随后，
同学们来到一号审判庭，廿

三里法庭副庭长认真地为同
学们介绍开庭流程，同学们
做好笔记，为接下来的模拟
法庭做足准备。

随着“审判长”一声法槌
敲响，一场别开生面、真实严肃
的模拟庭审拉开序幕。参演同
学全情投入自己的角色之中，
台下旁听的学生全神贯注，近
距离感受法庭的威严。此次活
动让同学们很好地接受了法治
教育，并对保障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小学生体验模拟法庭

▢ 全媒体记者 龚盈盈 文/摄

本报讯“暑期夏令营课程种类
多，孩子能学到东西，而且离家也
近，解决了我们既要兼顾工作又要
看护孩子的难题，真是太暖心了。”
7 月 8 日，稠江街道永祥社区为辖区
人才子女定制的夏令营正式开营。
跟孩子一起参加开营仪式的双职工
家庭家长陈艳，对此次夏令营充满
期待。

据了解，此次夏令营为期 10 天，
为全托性质，由社区聘请专业老师
进行授课，设置了国画、硬笔书法、
作业辅导、防溺水安全教育等多类
型的课程内容，吸引辖区人才家庭
积极报名。“课程方面，我们将理论
课和实践课相结合，同步开展反诈、
防溺水、消防等安全方面的课程，希
望通过这些课程，提升孩子们安全
意识。”永祥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夏令营还融入丰富的传统文化

内容，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提升文化
素养，开启一段文化与安全的双重
成长之旅。

黎明社区第一期公益夏令营也
在同天开班，活动以儿童参与为中
心，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为载体，通
过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回应社区
儿童及其家庭的多层次需求，让孩
子们有一个安全快乐的假期，促进
社区融合。“孩子一个人在家，上班
也不安心。在这里，孩子能体验传
统文化，非常好。”流动党员王艳敏
表示，社区这种既“托”又“管”还

“教”的方式，让他们感到又省心又
暖心。

“我们利用各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精心打造家门口的夏令营，面向
辖区人才子女开班，旨在为人才子
女打造丰富多彩的暑期生活体验，
进一步融洽亲子关系，增强人才的
归属感与幸福感。”稠江街道相关负
责人表示。

稠江缓解人才暑期“带娃难”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本报讯“稍息、立正、敬礼、礼
毕”，随着每个口令响起，孩子们迅速
根据指令做动作，稚嫩的脸庞上满是
专注的神情。近日，“星辰大海，智慧起
航”暑期夏令营在词林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开营。

在开营“第一课”上，组织方先给参
与活动的孩子及其家长简要介绍此次夏
令营的日程安排，并指出需要大家配合
和关注的一些注意事项。据了解，本期夏
令营为期两周，活动内容丰富，涵盖文化
学习、实践操作等多个方面，既有个人挑
战项目，也有团队协作活动。

当天，除作业辅导外，还包括防溺

水安全教育、防范电信诈骗、学习消防安
全知识等环节。受邀前来的交警、消防队
员现场授课，通过深入浅出地讲解和互
动交流，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提高辨
别和防范各类安全隐患的能力。

“主要针对辖区7至14岁的少年儿
童，属于公益活动，不收费。”词林社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根据计划安排，今年暑期

开展两期夏令营，每期20人。“除了小区居
民的孩子外，辖区商户及其他外来建设者
的子女也可以报名参加，名额报满即止。”

据了解，本期夏令营配备了专业老
师，在辅导孩子们完成学业的同时，还开
设诸多拓展课程，让大家能够接触到学
校课堂之外的知识，积累宝贵的社会实
践经验。

词林社区暑期夏令营开营

▢ 全媒体记者 谭祉潇

本报讯 近日，廿三里街道以金
麟社区邻里中心为阵地，开设了为期
16天的“时光有爱 守望未来”暑期爱
心夏令营。

这是廿三里街道举办爱心夏令

营的第二年，得到了市总工会、市妇
联、团市委的大力支持与专业指导。

“辖区有非常多外来建设者，暑假期
间可能仍忙于工作，白天无暇照顾孩
子，迫切需要社区、志愿者的关爱和
服务。”廿三里社工站负责人陈彩娟
表示，“我们通过开办全天候、全公益

的托管班，为新业态就业群体解决后顾
之忧，也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
环境。”

据悉，今年廿三里街道爱心夏令营
时间为 7 月 9 日至 7 月 25 日，廿三里社
工站爱心志愿者根据孩子们的年龄、年
级及暑期天气等特点，丰富创新课程设

计，除组织集中自主阅读、暑假作业辅
导外，充分利用金麟社区邻里中心图书
室、活动区等场地，组织孩子们进行丰
富多彩的手工、书画、文体运动等，并举
办安全普法、爱国教育、防溺水等知识
拓展课堂。

廿三里暑期爱心夏令营缤纷多彩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本报讯 7月12日晚，由市
婺剧保护传承中心打造的经典
剧目《徐文清公》在义乌剧院上
演，婺剧演员们精湛传神的表
演赢得了观众的满堂喝彩。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铿锵顿
挫的锣鼓、优美高亢的唱腔和
惟妙惟肖的表演，赢得了台下
观众阵阵掌声，大家直呼看得
过瘾、尽兴。《徐文清公》以南宋
时期义乌籍清官徐侨为官生涯
中的真实故事为基础，构架了

“谏君”“减赋”“惩贪”“赈粮”
“拒敌”及“归隐”等主体事件，
塑造了一个心系黎民、不畏权
贵、反腐惩贪、廉洁自律，以实

心行实政的古代清官形象。整
场演出阵容强大，创作别具匠
心。“之前看过《徐文清公》，但还
想再看一次。看戏还是得在现场
看，面对面的观感和氛围感不一
样，而且这样的惠民演出票价实
惠。”资深戏迷毛先生表示。

据悉，本场演出是2024年
我市“周末戏相逢”第 6 场演
出。“周末戏相逢”是市文化和
广电旅游体育局为丰富群众周
末文化生活推出的剧场文化惠
民活动，于 5 月 31 日—7 月 26
日期间，由市婺剧保护传承中
心精心编排一系列精彩剧目进
行参演，目前其他演出安排为
7 月 19 日《天之骄女》、7 月 26
日《杨门女将》。

生旦净末丑 周末戏相逢

我是王进，从接触木活字印刷术到现
在，一直从事文化传承工作。“木活字”模采
用老宋体，工具有雕刀、雕盘、棕刷、麻皮
纸、宣纸等，主要步骤有拣字、排制、校对、
印刷、切谱（裁边）、装订成册等，整个工序
流程繁杂。木活字印刷到我手里已是第五
代，我们一直完整地保留了木活字印刷术
的传统工艺，为金华周边县市及诸暨、绍
兴、杭州、桐庐、富阳等地印刷家谱，具有较
高的历史人文价值。

我的木活字印刷技术是从我父亲王一
均那里学来的，我父亲的手艺是跟着他舅
舅学的，可以说是一代传一代。我父亲 13
岁的时候开始接触木活字印刷，先是当了
五年学徒，一边跟学技术，一边一门心思认
字、习字。父亲很勤奋，经常向老一辈请教
问题，双管齐下，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刻字、
排版、印刷等技术。

今天我们说到印刷的两大发明，活字印

刷与雕版印刷，雕版印刷更多地用在书籍出
版上，因为方便大规模地重版复制。活字印
刷虽说早在北宋时期就发明了，但直到元代
王祯发明木活字之后，才较多地用在书籍
上。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使用木活字印刷
是清朝乾隆年间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据
说一共雕刻了25万个字才足够排印了134
种书，工序与流程都相当耗时耗力。

在民间，活字印刷常常被用来修订家
谱，一是家谱的印数确定，二是制作家谱的
通常是颇有财力的家族。我小时候见过父
亲给人修家谱，只记得“吃得特别好”。早年
生意好的时期，父亲跑到过浙江和安徽一
些村庄，先后给十几个村子修宗谱。印刷修
谱需要团队协作，鼎盛时期整个团队有15
个人左右。父亲做过历时最久（耗时一年）、
套书最多（上百套）的一家是36卷一套的

《赤岸孝冯氏宗谱》，其中一套被收藏在中
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中。上世
纪90年代，父亲退休后便开始重修王氏宗
谱，花了大半年时间，跑遍义乌、东阳、兰溪
等有王姓的村子，收集各地凤林王姓的来
源、迁徙路线、分支村落等信息。收齐资料，
然后回家摆字盘，闭门数月，印刷装订出
100多本《凤林王氏宗谱》。为了这册宗谱，
父亲把全部退休金都贴进去了。我50多岁
退休后，也跟着父亲学会了修谱这门手艺。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从父亲那里也熟
练学会了刻字、拣字、排版、校对、印刷、打
圈、划支、填字、分谱、草订、切谱、线装等制
作家谱的20道工序。

我家有两套木活字模板，都刻制于清
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做成的，一套是六
分与三分（铅字一号与三号），另一套是四
分与二分（铅字二号与四号）。一套两种字
号，为的是衬出书中的正文与引文，也就是
说明文字。家里面差不多有6万个字模，字
体一律是老宋体，比较古朴。这些都在
2009 年被列入第三批浙江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木活字印刷的工序说起来并不复杂，
把用梨木雕成的字模按照宗谱的字排列在
木板上，加固，印刷用的宣纸，好一点的用
熟宣、次一点的生宣也行。印刷时，用自制

棕刷蘸墨，然后按顺序上墨，刷好后把宣纸
敷在字模上就可以了。听上去真的一点不
复杂，可实际操作却极其考验手力，力道稍
微把握得差点劲，就容易把宣纸弄破，要么
就是印得浓淡不均。

木活字印刷也是件看天吃饭的活，大
太阳的天气不能做，因为干燥，墨挥发得很
快，这边涂上墨汁，没等宣纸敷上，模板已
经干得刷不出字来。

排版是木活字印刷术核心技艺之一，
要从那么多字的字库里把需要的字一个个
找出来，盲目瞎找肯定不行，有口诀的。口
诀一共18句，180字：

君王立殿堂，朝辅尽纯良。
庶民如律礼，平大净封张。
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
江南无所有，聊赠数支春。
……
这个拣字诀，长时间不用的话，就容易

忘。怎么拣字呢？你看口诀第一个字是“君”，
那所有带“君”的字就是集中放在字库里的
一个地方，像常用的“郡”，都在这里，这样就
可以比较快地找到。熟练的人，一个小时就
能找出、排好一篇千字长文。每次修谱后，再
把字模按照口诀归还原处，这两套字模就可
以长久地使用下去，很多都包浆了。

当然，使用过程中，字模的损坏是不可
避免的。有时候要印的文章中某个字出现
频率过高，也需要补字。前几年，我父亲为
佛堂重印《骆宾王文集》和《傅大士集》时，
就遇到了需要几十个“心”字。这就需要新
雕刻字模。用来做字模的梨木好找，可要雕
出老宋体就难办了。我试过找城里的印章
师傅，怎么刻怎么不像，后来我自己硬着头
皮上，最后刻出来的效果也差得很远，不光
是老宋体，还得是反着刻的老宋体，先用毛
笔将要雕刻的字反写在一个个模块上，再
用雕刀雕刻成形，先横再竖再撇，最后再把
剩余的空白挖掉。可不要小看这门功夫，没
有长时间的积累，是干不了的。我现在就有
点遗憾，没有更早地追随父亲学习这门手
艺，年轻时候学习刻字总归会更容易上手。

我喜欢文字，木活字印刷都是繁体字。
古人作品之所以流传千年，亘古不衰，繁体

字在这方面起了很好的桥梁作用。繁体字的
学习，可以让我们加深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很多时候光是看看每个字的结构，都感觉像
是看了一幅幅精美的画，更不要说印刷或雕
刻时，感觉每个字都有生命，每个字都是活
的。我白天也有别的工作，到了晚上闲下来，
家人们看电视、玩手机，我更愿意刻刻字，再拣
拣字，偶尔也会给孙儿印一张三字经。用蘸墨的
棕刷涂抹字模，待字盘充分吸墨后，盖一张宣纸
在上面，再用棕刷轻轻扫动纸面，直到纸背显出
墨迹，揭起宣纸时，上面已印满繁体老宋字：人
之初，性本善……形式和内容都很有味道。

现在电脑打字当然是方便，效率高了，但
是激光印刷的家谱和木活字印出来的味道肯
定是天差地别的，而且一般的胶印，不出40
年就泛黄、落色，字迹易损，模糊不清。用木活
字印刷在宣纸上的文字，即使放在水里洗也
不会脱落掉色，放很久都可以。所以在这样一
个“高速”的年代，木活字印刷虽然小众了，但
也还是有它的市场，有青睐它的受众。

历史上，两浙、福建以及蜀中坊刻是南宋
时期我国形成的三大坊刻雕版中心，其中两
浙坊刻就坐落在今天的杭州与金华。这些年，

政府也大力扶持非遗项目，每年佛堂镇“十月
十”，木活字印刷都会进行展示，免收摊位费，
更多人开始了解这门古老技艺。加上近年“文
化游”“研学”的兴起，我相信，木活字印刷有
它继续存在的意义。

口述人：王进，1961年2月出生，义乌市
光明村人，第三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木
活字印刷术”代表性传承人。

整理人：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 徐衎木活字模板。

王进印刷中。

《三字经》节选。

模拟法庭现场。

夏令营内容丰富多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