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地震的廢墟中去，到山區去，到中國人民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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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生活的第15個年頭，38歲的《中國

日報》美籍記者Erik Nilsson（中文名「聶子

瑞」），完成了他又一本關於中國的新書《太

陽升起：「美國小哥」見證中國扶貧奇跡》。

聶子瑞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自2006 年以來

他走遍了中國的每一個省份，報道扶貧、救

災、民生發展等新聞題材。他很喜歡網民送的

「美國小哥」稱號，「我覺得這個稱呼很親

切、很『中國』，希望未來歲月繼續生活在中

國，繼續見證講述中國故事」。「到地震的廢

墟中去，到沙漠去，到山區去，到中國人民中

去」，聶子瑞說：「了解中國就像剝洋葱，你

剝下一層以為對它了解了一些，但是馬上就有

另一層，一層一層，即使你花一輩子也了解不

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

出書十餘本
讓世界了解真實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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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生日，聶子瑞在延安寶塔山下一座
窯洞度過。「這場穿越延安前世今生，感受
延安、國家和中國共產黨發展的旅程，真是
『不可思議』啊！」在談及前不久的延安之
行時，聶子瑞依舊非常激動。聶子瑞十分期
待可以追尋前輩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
的腳步，而此次延安之行對於他來說正是一
場圓夢之旅。

追尋斯諾足迹 踏訪延安圓夢
2006年聶子瑞初到北京，《紅星照耀中

國》（Red Star Over China）是他讀到的
第一本關於中國的書籍，這本書對他來說
有啟蒙意義。多年以後，聶子瑞已出版了
十餘本關於中國的書籍，也有網友將他的
新書《太陽升起：「美國小哥」見證中國
扶貧奇跡》稱作「21世紀的西行漫記」，
把他比作新時代的「斯諾」，甚至有人給
他取名「艾瑞克·斯諾」。聶子瑞認為，這
些評價是對他多年來報道中國的一種認
可，讓他深感榮耀。
在延安的15天時間裏，聶子瑞參觀了斯

諾第一次見到毛澤東的窯洞，在那裏他了
解到，當時由於毛澤東的頭髮看起來太長
了，拍照時斯諾建議毛澤東戴上帽子，
「就是在這個窯洞門前斯諾拍攝了那張著
名的毛澤東戴着五角星帽子的照片。」
作為目擊者、記錄者，同時也是一名中

國扶貧參與者，聶子瑞覺得中國的扶貧是
人類歷史上的奇跡，他希望向世界傳播更
多關於中國的真實聲音，讓世界更好地了
解中國，「如果我不來中國，絕對無法了
解這些奇跡」。
當他看到中國被國外一些媒體報道抹黑

誤解時，時常感到非常沮喪，「這樣的報
道非常不利於人們去了解中國，也使得各
國間的合作變得非常困難」。他將新書英
文名定為《Closer to Heaven》（離天堂更
近），就是希望隨着貧困人數的減少，像
天堂一樣的生活會離人們越來越近。

22歲時，聶子瑞得到在《中國日報》實習的機會第一次來中國，當時只打算在中國待一年。「我最
初計劃成為一名報道地區衝突的戰地記者，從來沒有考
慮過亞洲，更不用說中國了。」沒想到那一次來到中國
之後他再也沒有離開。在來中國的第三年，他就決定留
下來，通過新聞媒體向世界講述中國的故事。

15次採訪汶川：「中國讓不可能成為現實」
2008年汶川大地震發生時，聶子瑞還在美國舉行婚

禮，返回中國後他當即決定去災區。此後5年時間
裏，聶子瑞先後15次採訪災區，直到重建基本完成。
對於聶子瑞而言，近8個月的採訪，讓他對「中國力
量」有了深刻的認識：貧困和地理環境所導致的悲劇
終在救援和重建中被改變。在生命逝去的地方，人們
重拾希望，災區一步步從地獄走到天堂。他說，一次
次前往災區的過程徹底改變了他對自身、他人和整個
世界的看法，改變了他對生死的態度。「目睹震後重
建的過程刷新了我對中國的認知，我看到中國不僅讓
不可能的事情成為可能，更讓它們成為現實。」

民間善意澆灌 震後孩童重獲新生
在災區，有很多人讓他至今印象深刻，這其中就有

他的乾媽王志航。這位當時57歲的女性幫助了140多
個在地震中致殘的青少年，其中70多人都叫她「乾
媽」，而聶子瑞是王志航第一個外籍「乾兒子」。
王志航把很多錢都花在了孩子們身上，

甚至把「一切」都給了孩子們。她
希望全世界都知道這些孩子們
有多麼勇敢，地震奪去了他
們的雙腿，但他們卻沒有
放棄生活的希望。聶子瑞
認為，對於這些孩子來
說，王志航相當於西方
人說的「教母」。
聶子瑞還採訪了地震

後迎接 108 個「羅漢
娃」出生的住持素全法
師，對這位法師的採訪讓
他感觸良多。素全告訴聶
子瑞，並不希望在羅漢寺出
生的孩子們來看望他，只希望孩
子們好好學習，幫助別人。雖然素
全不希望被打擾，但震後出生的這些孩子

們所帶來的歡樂和希望是讓人無法抗拒的。在地震過
去一年後的2009年5月13日，羅漢寺出生的108名
「羅漢娃」在什邡市北京小學舉行集體生日會，懷抱
羅漢娃的素全法師滿臉笑意。
「對我來說，在中國最邊遠的各個角落親眼看到這

些扶貧政策落地成為現實，這本身就不可思議。」報
道中國脫貧工作是聶子瑞的工作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
分，在他看來，「很少有國家能像中國一樣，將扶貧
工作列為國家優先事項」。

組建義工團隊 多次前去青海支援
最令聶子瑞牽掛的還是青海藏區。2011年，當得知

青海玉樹曲麻萊縣葉格鄉的小學由於沒有通電，孩子
們在天黑後無法學習時，聶子瑞當即決定給那所小學
買一塊太陽能電池板。此後，他親自帶着太陽能板來
到了青藏高原。這一次旅程，也將他與青藏高原緊密
聯繫在一起，無法分離。
葉格鄉的實地走訪令聶子瑞震驚不已。當地牧民大

多是文盲，孩子們是第一代能寫會算的。七十多名孩
子擠在7頂帳篷裏，睡的是沒有鋪墊的木板。帳篷裏
沒電，天一暗就漆黑一片。「沒有電，學校就像個監
獄。」在聶子瑞的幫助下，帳篷裏安上了兩塊太陽能
電池板，晚上孩子們終於可以學習了。
隨後，他又幫助麻萊縣的其他學校全部裝上了太陽
能發電板，讓學校孩子能正常用電。他還組建了

義工團隊，多次前去青海支援，向學
校捐贈電腦、圖書、衣服等物
品。慢慢地，更多適齡兒童
願意去上學了，「電瞬間
改變了葉格鄉的教育格
局」。
隨着政府脫貧攻堅
工作的不斷推進，
當地發生了翻天覆
地的變化。當2019
年聶子瑞再次前往
青海時，他看到了寬
闊的道路、便利的交
通，還有人們幸福的笑

臉。「如果汶川是讓我在
看似沒有光明的地方找到光

明，青海則讓我在看似不可能找
到光明的地方創造了光明。」

從一名初來中國的年輕實習記者到現在
走遍中國的「美國小哥」，十幾年的深入
報道，聶子瑞親眼看到了這片土地上的人
民如何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下一步步擺脫貧
窮。不管是汶川、玉樹地震災區採訪，探
訪麻風村，還是與青藏高原上的牧民同吃
同住，每一個省份巨變背後的故事都成為

聶子瑞筆下的生動素材。

陡崖絕壁鑿渠引水
在採訪報道過程中，聶子瑞結識了很多

基層中國共產黨員，「無數基層幹部成為
中國扶貧奇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了堅持22年植樹造林
的陝西安塞南溝村村長，還有江西幫助百
香果果農運營電子商務和直播業務的基層
幹部。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貴州草王壩村
的「愚公」黃大發，這位前村黨支部書記
帶領村民用鑿子在三座陡峭的絕壁上鑿出
一條水渠，以緩解水資源極度短缺的問
題。
今年86歲的黃大發早前剛剛獲授中國共

產黨的最高榮譽「七一勳章」。1958年，
黃大發當選草王壩大隊大隊長。他許下承
諾「一定要想方設法通上水，讓大家吃上
米飯」。這句話成了黃大發的人生信條。
由公社牽頭，村裏組成施工隊，黃大發任
指揮長，開始修建「紅旗大溝」，打通隧
道建成溝渠，引來大山背後的螺絲河水。
由於資金、技術有限等原因，工程只打通
了116米長的隧道，水渠後來被廢棄。但
黃大發並沒有放棄，因為他心中始終有一
個執念：我是村支書，有責任修通水渠，
解決村裏人畜飲水問題，改變貧困現狀。

1989年，54歲的黃大發向組織申請到楓香
水利站跟班學習水利知識和開鑿技術。經
過多方奔走和申請，1992年底，修渠工程
終於立項。1994年，水渠的主渠貫通，河
水第一次滿滿當當地流進草王壩村。群眾
以黃大發的名字給這條渠命名為「大發
渠」。

感慨「拿生命去換」的堅韌
聶子瑞回憶，自己站到「掛壁天渠」

時，心裏害怕極了，無法想像在技術手段
都很落後的情況下這條天渠的誕生歷經了
多少磨難。但聽完黃大發講述後，聶子瑞
找到了答案。因為當他問黃大發冒着生命
危險鑿渠是否害怕時，黃大發告訴他，自
己修渠決心很大，「要拿生命去換」。
從這個現代「愚公」身上，聶子瑞看到

了中國基層共產黨員的堅韌和信仰，正是
在國家和這些帶頭人的雙重作用下，中國
很多農村逐步擺脫貧困面貌，中國脫貧攻
堅戰也得以「水到渠成」。
15年來，他一直深入中國各省市一線

報道當地的社會生活發展。2016年，33
歲的聶子瑞榮獲「中國政府友誼獎」，
成為獎項設立後最年輕的外國獲獎者，
也是他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所做努力的
認可。

結識基層黨員「掛壁天渠」震動內心

●●聶子瑞同青海藏區學生們在一起。 受訪者供圖

● 聶子瑞在毛澤東居住過的窯洞前留
影。 受訪者供圖

● 聶子瑞2016年榮獲「中國政府友誼
獎」，成為歷史上最年輕的外國獲獎者。

受訪者供圖

●●聶子瑞給青海藏區學校送去聶子瑞給青海藏區學校送去
藥品等生活用品藥品等生活用品。。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聶子瑞跟藏族牧民聶子瑞跟藏族牧民
一起露營時騎犛牛一起露營時騎犛牛，，這這
張圖片也是他現在的微張圖片也是他現在的微
信頭像信頭像。。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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