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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获得省社科规划课题省级立项 

  根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颁发的浙社科规办【2009】14号文件通知，我院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主要成员王其全

教授主持的《木活字印刷术的生产性方式保护研究——以浙江瑞安东源木活字为例》获得省社科规划课题省级立项。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书籍的推广、文化的传播与印刷术的产生是密不可分的。大约在隋唐时期出现的雕版印刷，与精工缮

写共同构成了书籍形成的两个途径，大大促进了书籍的刻印与流传。北宋的毕昇制成了胶泥活字，实行排版印刷，更是完成了印刷史上一项

重大的革命。 

  浙江是中国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的发祥地之一。浙江省温州市瑞安东源乡的木活字印刷术，是目前已知的我国唯一保留下来且仍在使用

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堪称世界印刷术的活化石。当地领导和相关组织十分重视保护研究工作。当前，全国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工作正

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我们如何顺应形势，立足本土，发挥专长去全面而深入地研究这项技艺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是亟待

研究的课题。王其全教授主持的《木活字印刷术的生产性方式保护研究——以浙江瑞安东源木活字为例》，正是在这样的历史与现实的双重

视域下所作的探索和研究。 

  王其全教授在工艺美术、古代文化史、艺术设计，特别是文化学方面有一定的研究。近年来，他致力于中国传统印刷术的调查与研究，

并受浙江省文化厅的委托，主持参与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传统印刷术》等工作。本次省级课题的立

项，是木活字印刷术保护和研究工作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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