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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爺，有人下水了！」5月21
日13時42分，王和新收到了「粉
絲」小龍的微信留言和一段視頻。
王和新根據視頻背景判定下水位

置，阻泳的同時，他又快速聯繫當地教育部門，第一時
間找到下水孩子們的家長。

小龍是一位初一的學生，去年在引黃幹渠游泳時曾被
巡河的王和新遇到。一番說教無果之後，王和新「以身
試險」跳入水中。小龍之前認為，那些防溺水的視頻都
有藝術加工的成分，但親眼看到王和新的現場演示是真
的害怕了。「以後，俺再也不犯這種錯誤了！」小龍一
再向王和新保證，還添加了他的微信。

視阻泳為畢生事業 一度曾想放棄
被王和新勸阻過的小龍，如今也像他一樣去勸阻別

人。王和新坦言，堅持阻泳12年，這件事情令他倍感

欣慰，心裏很溫暖。王和新也親切地稱呼小龍為他的
「小喇叭」。

在很多村民眼裏，王和新是典型的「不務正業」。
「人家的男人都出去掙錢，他還從家裏往外拿錢，就像
着了魔一樣，管也管不住。」王和新的妻子經常抱怨，
家裏六七畝農田主要靠她一個人打理。

鄉鄰及家人的誤解、不聽勸的叛逆孩童惡語相向、「鍵
盤俠」的中傷……王和新向香港文匯報記者直言，他曾無
數次想放棄，也曾嘗試過外出打工。但一聽到孩子溺水的
消息，他就管不住自己的腿，一次次跑回黃河岸邊。王和
新笑着說，他現在也盡量「平衡」阻泳與家庭的關係，早
晨六點多就下地幹活，中午休息的時候再去巡河。

「阻泳就像一個襁褓中的孩子，它還沒有長大，我怎
麼能放棄自己的孩子？我把它當成畢生的事業去做。」
王和新說，只要他堅持，阻泳就會對社會有貢獻，也能
體現他的人生價值。

被勸學生也像他一樣去勸阻別人

「阻泳只是最後一道防線，必須將防溺水
安全教育前置，讓孩子們在課堂上就認識到
水面以下的危險。」王和新除了在黃河岸邊
阻泳，還將防溺水安全教育前置到課堂，他
帶着自己拍攝的視頻自費進學校宣講。「你
們可以不聽也可以不信，但掉進黃河必死無
疑，下一個倒霉蛋就是你，哭的（沒準）就
是你的爹娘！」王和新的話直戳痛點。
王和新還獨創了溺水體驗環節，讓學生將
口鼻沒入水盆憋氣，切身體驗溺水之痛。每
次安全教育課結束，孩子們將他團團包圍，
王和新甚至有一種被「追星」的感覺。那一
刻，他覺得很幸福。

阻泳模式被複製 實現當地零溺水
「阻泳防溺久久為功，生命可貴平安山

東」，王和新家裏的牆上掛了好幾面學校送
來的錦旗。他已先後走進了山東省內300多
所學校，所到之處立竿見影。為了讓更多人
參與到防溺水宣傳教育中來，2017年起，王
和新還和當地政府探索出「阻泳+脫貧+留守
兒童託管」模式。在他的帶動下，當地阻泳

志願者隊伍發展到300多人。以他守護的黃
河章丘段為例，已連續七年未發生溺水悲
劇。
如今，王和新的黃河阻泳模式已被成功複

製到山東菏澤市東明縣、濱州市濱城區，實
現了當地零溺水、其他區縣河段溺水悲劇明
顯變少的良好社會效果。「我的付出，值
了！」王和新笑着說。

自學短視頻剪輯 只為防溺水宣傳
隨着短視頻平台的興起，王和新又找到了

一個防溺水宣傳的新平台。他自學了短視頻
拍攝和剪輯，將自己創作的防溺水安全教育
系列視頻在各短視頻平台傳播。王和新一段
「以身試險」的短視頻，雖然只有十幾秒，
但網上瀏覽量已超過1,200萬次。「正能量有
大愛，生命守護者！」網友的點讚量過百
萬。
王和新說，他未來有計劃走出濟南，走出

山東，讓沿黃兩岸的民眾都能了解黃河水域
的危險性，避免溺水悲劇再發生，讓兩岸民
眾盡享幸福生活。

王和新拿着一根2.4米長的木棍站在黃河水裏，河水剛剛沒及膝蓋。他

只是向河水中跨了一步，黃河水就迅速沒過了木棍，王和新也被黃河水捲着沖

出幾米遠……

「別說是不會游泳的小孩，即使水性非常好的成年人，如果突然遇到這樣的水下陡灘，嗆一口

水就會搭上性命！」穿着救生衣的王和新只剩下腦袋露出水面，他還在水裏大聲向香港文

匯報記者介紹水下的危險。「以身試險」，王和新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來勸阻黃河岸邊游泳

的孩子們，從2011年堅持至今，被網友們稱為「黃河阻泳第一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春麗、胡臥龍 濟南報道

防溺水教育進學堂
自費宣講走遍三百校

52歲的王和新是山東省濟南市章丘區黃
河鎮的一個農民，從小在黃河岸邊

長大。一根木棍，一件救生衣，一個高音小喇
叭，還有一輛皮卡車，這是王和新所有的阻泳裝
備。

水下陡灘「一步生，一步死」
這天，戶外溫度逼近40℃，太陽火辣辣地曬

在身上。王和新身着短袖衣衫，只套了一件救生
衣，沒有做任何防曬措施。他行走在岸邊的水
裏，不斷用木棍試探着水的深度。每年5月到10
月，王和新就用這樣的方式「感知」黃河岸邊的
陡灘，他都在心裏一一做了標記。有時候為了摸
清水勢，他一天在水裏走個三五趟。
「黃河水流急、陡灘多，溺水難上岸。」王和
新形容為「一步生，一步死」。王和新告訴香港
文匯報記者，他所在的黃河章丘段屬於黃河下
游，章丘段長26.6公里，水面看似平靜，但水下
地勢多變，溝壑暗藏。為了讓記者了解水下陡灘
的危險，王和新幾次入水測試水深。水流湍急，
黃河水裹挾着他而去。他游回來繼續尋找陡灘，
再次入水……

每日巡查不讓溺水悲劇重演
談及為何選擇「以身試險」，王和新回憶
說，最初也是無奈之舉。每年入夏後，當地不
少大人和小孩都喜歡到黃河邊乘涼玩耍，特別
是農村的留守兒童。但他們對黃河水面下的危

險一無所知，一旦落水嗆一口水便能致命。
2011年，王和新鄰村的四名花季少年因溺水命
喪黃河。看着家屬撕心裂肺的哭聲，王和新暗
下決心不讓這樣的悲劇再次上演。在他看來，
只有讓孩子們遠離危險水域才是避免悲劇發生
的最好辦法。也正是從那年起，酷暑驕陽之
下，王和新每天都到黃河邊巡查，進行義務阻
泳。
在2012年的一次阻泳中，幾個孩子正在黃河

邊打鬧戲水，怎麼都不聽勸。「這個地方有陡灘
很危險，不信我給你們試試！」王和新又氣又
急，他折了一根地裏的秫秸就跳入水中演示。孩
子們當場嚇呆了，離開時突然集體轉身向王和新
鞠了一躬，並大聲喊道：「謝謝你，我們記住
了！」

「你不上來，我下去！」
「你不上來，我下去！」王和新說，這種方式
雖然「以身試險」，但教育效果立竿見影。「少
一個溺水悲劇，就多一個幸福家庭！」王和新的
話擲地有聲。
7月10日，王和新在引黃幹渠又發現了游泳的

四個孩子。「不要為了一時清涼搭上命啊！」王
和新苦口婆心教育，甚至苦苦相求。他氣急了就
大聲呵斥，甚至「嚇唬」再來拿棍子揍人。「撈
上來的都是死的，但我攆走的都是活的。」王和
新說，他有一個夢想：願池塘溝灣、黃河岸邊不
再有哭聲，天下無溺！

看着黃河岸邊一處樹蔭下的西瓜皮和腳印，王
和新斷定又有人來岸邊游泳了。王和新立即決定
現場做一個踩泥巴的實驗，這是孩子們最喜歡的
黃河岸邊遊戲。他隨意選了岸邊一處看似普通的
沙地，雙腳踩泥也就是30秒鐘，原來的沙地竟
然變成了泥潭，他的雙腿已陷入其中，很快陷到
了大腿根。
「如果是小孩子，這時候已經陷到胸部了。如
果還是一個人，這時候就有生命危險了！」王和
新又開始為香港文匯報記者做逃脫示範，將整個
身體躺在淤泥上，增大接觸面積。隨着身體瘋狂
掙扎，他將雙腿使勁從淤泥中拔出來，最終成功
逃出泥潭。

黃河岸邊泥沙也「吃人」
此時，正在拍攝的香港文匯報記者才發現自己
的雙腳陷入淤泥，於是趕緊抽腳「逃離」，隨後
又使勁拔出了泥潭中的鞋子。「黃河岸邊的泥沙
也『吃人』！」香港文匯報記者着實體驗了一把
王和新這句話。

◆王和新在黃河
岸邊用木棍試探
水中的陡灘。
香港文匯報
濟南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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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和新在黃河岸邊「巡河」。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 攝

◆王和新在黃河岸邊為濟南市槐蔭
區楊柳春風學校的學生演示黃河岸
邊的險情。 香港文匯報濟南傳真

一把剪刀，剪出一個花間世界。6歲開始學習剪紙的
陝西民間藝術大師庫淑蘭，不僅是中國民間剪紙最具原
創精神、鮮明特色、傳奇色彩的代表人物，同時更是獲
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傑出民間工藝美術大師」稱號的
首位中國女性，被譽為「剪花娘子」。在庫淑蘭大師逝
世近20年之際，由陝西作家許海濤創作的紀實文學《成
神》，日前正式出版發行。該書不僅完整展現了「剪花
娘子」多彩的人生畫卷，同時亦用獨特的視角和沉浸式
的敘事，帶領讀者深入中國傳統文化剪紙的藝術世界。
中國剪紙是最古老的民間藝術之一，具有廣泛的群眾
基礎，反映了中國的民間生活、風俗與文化，以及傳統
思想和價值觀。
庫淑蘭1920出生於陝西省咸陽市旬邑縣赤道鄉富村
人，自幼跟隨母親學習剪紙、畫畫，巧手妙剪稱譽鄉
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經當地文化館民間文化普查
被發現後，迎來她創作的成熟期和輝煌期。庫淑蘭的剪

紙作品完全顛覆傳統剪紙的單一化、平面化，在人物造
型、空間構圖、色彩運用等多方面，彰顯出非同尋常、
出神入化的力度和深度，將中國剪紙的神奇絢爛展現的
淋漓盡致，廣受讚譽。
如今庫淑蘭去世已近20年，但其藝術影響熱度依然持

續不減。去年7月至今，《花間世界——庫淑蘭剪紙藝
術展》相繼在陝西省美術博物館和杭州美術館、銀川當
代美術館等地開展，並將全國巡展。
《成神》再現了庫淑蘭從艱難困苦的生活突圍，全身

心投入彩貼剪紙藝術創作，一步一步登上世界民間藝術
最高殿堂的傳奇過程。而書名中「成神」一詞，正源於
庫淑蘭被譽為「剪花娘子」後，當地群眾紛紛稱讚的一
句陝西方言。
「創作庫淑蘭故事的想法，其實早在20年前就已經萌

發。」《成神》作者許海濤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
時表示，庫淑蘭剪紙所表達的大千世界和中國鄉土，其

藝術精神已經超越了剪紙本身。在很多人的想像中，
「剪花娘子」應該是仙女般的存在，然而現實中的庫淑
蘭，卻並不是這樣童話般美麗和無憂無慮。她住在低矮
的窯洞裏，幹農活、撿藥材、忙家務，生養了十三個孩
子……
許海濤告訴記者，庫淑蘭是如何在艱苦的生活和環境

裏，靠一把剪刀、一沓彩紙，抵達詩和遠方，神一般地
走進世界頂級藝術殿堂！這對每一位追求藝術人生的人
來說，對每一位「不枉來人世一趟」的人來說，都是一
個謎。而他試圖去解開這個謎，於是便有了《成神》一
書的創作。

展現民間藝術之美
「她轉身跪下，點着窯壁，姨給你說鉸下的都是什麼

花。 你看，這是桃花，這是梅花，這是蓮花，這是菊
花，這是牡丹花……」這是《成神》中的一段話，作為

陝西作壇的一位實力
派作家，許海濤長期
關注民間文化。他出
版的短篇小說集《跑
家》《藏家》、長篇
小說《殘缺的成全》
《光明行——盲人張
喜平的一天》，以及
此 次 出 版 的 《 成
神》，都蘊藏着深厚
的民間文化情感和濃郁的地域語言特徵，給讀者一種強
烈的時代和西北特色沉浸感。
許海濤說，《成神》是對中國傳統非遺文化和民間藝

術的一次致敬。他亦希望通過不斷的創作，能讓更多的
讀者進一步了解中國民間深藏的生活之美、藝術之美、
人文之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紀實文學《成神》再現「剪花娘子」傳奇人生 ◆紀實文學《成神》再現
「剪花娘子」傳奇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