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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陶相银

最近，我们走近张庭威——— 这个有着“威
海贝尔”（贝尔，著名荒野求生专家）之称的
中年汉子，听他讲述生离死别，酸甜苦辣，讲
述那一个个难忘的时刻。

最后悔的一刻

在同龄朋友口中，张庭威的绰号是“虎
爷”。“爷”是尊称，“虎”在胶东方言中却有着

“傻乎乎”的调侃意味。这个绰号是张庭威在2009
年加入蓝天救援队之后才“荣膺”的。“出工出力
还搭钱，是有点‘虎’。”张庭威说，“别人有难，我
不能不管，何况我还有比较专业的救援技能。”在
张庭威看来，想成为蓝天救援队的一员，“必须
先有颗乐于助人的心。”

张庭威从小就喜欢户外运动，20年前也曾在
一家户外拓展俱乐部工作过两年，习得一身本
领，“攀岩、露营、溯溪之类的，我都会。”但近十几
年来，他的职业是水暖工。“这活儿挺挣钱。但我
经常扔下活儿就跑，惹得老板、雇主不高兴。”所
谓“跑”，就是去参与志愿救援行动。张庭威说，救
援行动时间长短不一，短则几十分钟，长则十
天半月，“要不是老板和客户看在我是去救人
的份上，早不用我了。”

耽误挣钱，更是得经常搭钱。蓝天救援队

是纯公益紧急救援机构，所有的行动都是志愿
服务，装备都是由队员个人购置，培训也是自
费，即便是远赴外地救援，花费也需个人承
担。加入蓝天救援队后，张庭威自费考取了无
线电台执照、急救员证、潜水员证，成为一名
四级紧急救援员，家里有全套的山地救援、水
下搜救装备，“这些‘宝贝儿’太贵了，我只
买最普通的，但也花掉我大半年的工钱了。”
这些年里，张庭威还参与过雅安地震的灾后救
援、长江翻沉客轮的打捞救援，“去的时候坐
飞机，救援时间耽误不得；回来的时候就坐火
车，能省点还是得省点。”

4月20日晚间，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一男子
给家属发了一段微信视频，疑似上山轻生。家属
报警后，警方在组织人员搜救的同时，把情况通
报给了蓝天救援队。张庭威接到电话时，正在家
吃晚饭，他扔下碗筷，穿上登山靴、护膝、护肘，再
佩戴好头灯、安全带，背着救生索和水壶出了门。

从视频中模糊的背景，张庭威就知晓疑似
轻生者所处的位置，“这片山我太熟悉了。”
率先到达的张庭威在山上搜索多时，并未发现
有人。下山与队友们会合后，大家又重新划片
搜救。这场搜救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却最终以
“男子已自行回家”收场。

“陪他折腾了这么久，挺累，也挺气人，

但我们还是很高兴。”张庭威解释，“人没事
就是最大的好事”。

对第一次参与的水下搜救，张庭威已记不
清具体时间，却至今记得那声撕心裂肺的长哭。
那一次，张庭威和队友们在接到警方通报后急匆
匆赶到了一处水库，“现场民警说得很明白，一个
小伙子在游泳的时候溺水，沉水底下去了。”

张庭威在水底摸到了溺亡者的尸体，他浮
出水面高喊了一声“找到了”。话音未落，溺
亡者的母亲突然瘫倒在岸边，“啊”地一声大
哭起来。张庭威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妥，
“我这一喊等于粉碎了她仅存的一丝希望，那
一刻，是我迄今为止感到最后悔的一刻……”

打那之后，张庭威在参与水下搜救时，即
使发现了尸体，也是悄悄告诉民警，由民警做
好家属的安抚工作后再告知实情。即便如此，
看到家属们悲痛欲绝的景象，也忍不住当场掩
面而泣，“这种场景，谁也看不下去……”

见惯了死亡，更知生之可贵。张庭威说，他一
直想方设法教给别人一些野外生存常识，“自救
比救援更重要，懂得自救才有机会等待救援。”

最骄傲的一刻

2014年，张庭威有了一份兼职——— 野外生
存技能教练。这家名为“正己教育”的社会教
育机构，是威海青少年研学的先行者，每年都
举办大量“行走中的课堂”活动，张庭威的工
作就是教孩子们“认知自然，利用自然”。

张庭威的课堂设在野外，“我们要做的
是，在孩子离开现代文明的条件下掌握基本的
生存技能。”野炊、露营是最常举办的活动，
张庭威带着孩子们摘野菜、拾柴火、搭篝火做
饭。

张庭威的微信网名叫“背着帐篷的流浪
猫”，加之年长，他欣然接受了家长和孩子们
给他的新称谓——— “老猫教练”。在众多的学
生和家长心目中，“老猫教练”简直是个无所
不能的“魔术师”。张庭威说，孩子们学到技
能，用崇拜的眼神看他的时候，是他最骄傲最
幸福的一刻。

野菜叫什么、能不能吃、怎么吃？张庭威
告诉孩子们，“如果不认识这种野菜，掐断叶
子，流出乳白色汁液的基本都能吃。”

生火的方式很多，大家通常会想到用放大
镜或厚瓶底聚光，阴天和夜间环境下怎么办？
“用锡箔纸做成两头宽中间窄的‘熔断丝’，
连上电池后，中间部分会变热，足以引燃易燃
柴草。若是什么都没有，最有效的钻木取火方
式有两种……”

没有指南针的情况下怎么辨别方向？张庭
威有不下10种办法，“时间点除以2，所得商数
的时间点对准太阳，那表盘上的12点方向就是
正北。”“竖根直棍，把石子放在影子的顶点
处，过一会儿，影子的顶点移动到另一处时再
放一块石子，两块石子连成的直线就是东西方
向，与直线垂直的是南北方向，向太阳的一方
就是正南……”

孩子们乐于接受这些令人叹服的妙招，但
真正锤炼他们的其实是克服恐惧。“怕什么的
都有，有的孩子见到害怕的东西能直接休克过
去。”张庭威说，“帮孩子克服恐惧，没有捷
径，就是靠磨时间。”

14岁的栋栋曾经是个异常恐高的孩子。
2018年，栋栋的妈妈毕女士带栋栋到“正己教
育”参加野外生存训练，第一堂课就是高空速
降。60多个孩子从四楼窗口顺利下到地面，唯
独栋栋死活不肯走出窗外。

“他其实知道各方面都是安全的，他只是
从没有离地面如此高。”张庭威发现问题后，
不得不带着栋栋先在室内练习，把攀爬高度一
点点提升。

张庭威再次把栋栋带到窗口时，栋栋又胆
怯了。栋栋在楼上哭，毕女士在楼下哭，但毕
女士这次下了狠心，对张庭威说：“其他活动
可以都不参加，但这一关必须得过。”

训练回到起点。张庭威明白，栋栋的问题
不在于动作和体力，而是心理。

“说起来也不复杂，只是对于他的训练，
要极其缓慢。”张庭威说，那天下午他耗去了
半辈子的耐性。这堂课持续了4个多小时后，栋
栋才终于迈出了有生以来的最大一步。

去年，毕女士带栋栋到外地游玩，有一处
高空玻璃栈道，栋栋尽管犹豫但仍然勇敢地踏
上了这座悬空100多米的玻璃桥。

最期待的一天

拓展训练中，张庭威会教孩子们爬树、高
空速降。尽管安全措施足够，很多孩子还是会
哭，死活不肯做。哭，是孩子表达害怕的行为，同
样也是发给家长的求助信号。每次，总会有家长
主动上前，“算了，算了，孩子还小。”

在野外取水时，张庭威在地上刨个坑，倒
入脏水，再在水坑上覆一层塑料膜，水汽在塑
料膜上凝结成水珠，被搜集到杯子里。这是干
净的蒸馏水，孩子们抢着喝，家长们却嫌恶
心，使劲劝阻自己的孩子，无奈的张庭威只好
一饮而尽作示范。

有一次，一个孩子在野外划破了手，家长
很是心疼却又束手无策，张庭威找到几棵蓟
草，嚼碎了给孩子按在伤口上，血很快止住
了。这位家长恍然大悟，“咱小时候不都这样
么？早忘了。”“其实，我们教学的目标很简
单，就是想让今天的孩子能有一个我们当年一
样的童年。”张庭威接过话来。

在张庭威看来，教会孩子野外生存不难，
把家长带出家庭教育的误区却非常困难。“比
如说用火，家长都会告诉孩子‘火很危险，一
定要远离’，但人的生活离不开火，怎能不接
触它？在孩子的印象里，摁下燃气灶有火，摁
下打火机有火，那如果是在野外，火从哪里
来？野外生火很危险，该如何利用它又不引发
火灾？”张庭威忍不住连抛几个问题，“在很
多家长看来，危险无处不在，便不让孩子去尝
试接触新事物。”

“爱尝试是孩子的天性。你不能因为有危
险就不让孩子碰这碰那，正确的方式应该是，
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鼓励孩子去做各种尝
试。”张庭威说，家长乐于替孩子解决所有问
题，导致孩子过于依赖父母。

比张庭威感触更深的，是他的老板———
“正己教育”创始人之一的陈国法。“现在国家提
倡研学，我也跟一些学校接触过。有时打过电话
去，人家一听户外活动，野外生存之类的，没等我
说完就挂断电话。”陈国法说，“说白了，都怕孩子
出事，毕竟孩子人身安全是天大的事。”

陈国法对国外研学教育颇有了解，接近自
然，野外生存教育在国外是很普遍的课程，当
前也有不少家长已经意识到孩子们“在温室中
生长”的弊端。在“正己教育”第一次举办野
外生存技能培训时，招收了30多个孩子。令陈
国法诧异的是，“七成左右孩子的家长是教
师”。“他们知道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短板
是什么。”

“我们做的是有意义的尝试，虽然在学校
大规模推广还有难度，但我们还是决定先干起
来，我相信越来越多的家长会接受我们的理
念。”陈国法的团队在荣成成山林场建立了自
己的大本营，以张庭威为总教练，带领孩子们
在松林露营，在海滩游戏，学爬树，学生火，
辨方向，吃野菜，做一回“野孩子”。

“我教的这些知识，不会给孩子们的试卷
上添上几分。但我可以肯定，如果遇到意外，
这些知识会给他们的生命加分。”张庭威说。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李翔

光与影的画面交织、精雕细琢的皮影人
物 、 “ 一 口道尽 千 古事， 双手挥 舞 百 万
兵”……有人把皮影戏，称为中国“古老的动
画”。自2006年起，各地皮影戏被陆续列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批批技艺精湛的
传承人，在那三尺生绡戏台上，或坚守，或传
承，全凭十指逞诙谐，一笑还从掌握来。

李娟，是济南皮影戏的第五代代表性传承
人，这位80后的济南姑娘，如今正以不尽的真
情、匠心，为这项传统艺术注入新的生命力。

济南皮影，“李家皮影”

“五一”节时，李娟和记者聊起皮影，有说
不完的话。

皮影戏，又称“影子戏”或“灯影戏”，
始于西汉，兴于唐朝，盛于清代，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济南皮影戏是我爷爷的爷爷李克
鳌，从邹县老家带来省城的。”李娟告诉记
者，那时李家做的是馒头生意，可她的高祖父
却偏爱皮影戏，常去看、也跟着师傅学，又有
一副演梆子戏的好嗓子，能说会唱，技艺不断
精进。后来，师傅病了，是李家给他养老送
终。作为报答，老人病故前，把皮影戏箱留给
了李克鳌。1917年家乡受灾，一家人来到济
南。李克鳌开始走街串巷演出皮影，“济南皮
影”自此在泉城扎下根来。后来，又有了第二
代传承人李福增、李福祥，第三代传承人李兴
时、李兴堂，一直到现在的李娟。所以，不少
老济南也把济南皮影，唤作“李家皮影”。而
到了上世纪50年代，看皮影戏已经成为大众重
要的娱乐方式之一。“到现在，不少70多岁的
大爷大娘看到我演皮影戏，还很激动。他们直
说，看李家的皮影戏、到人民公园看小人书，
就是他们童年最美的记忆。”

不过，虽然出生在皮影世家，李娟却坦
言，起初长辈们不愿她吃这份苦，拿着皮影当
营生。“皮影是门综合艺术，表演人数却少，
从写剧本，到制作，再到表演说唱，都需要积
累，得下大功夫。”

但爷爷李兴时爱了皮影一辈子，还是觉得
“李家的孩子多少要会一些”，有意识让小李
娟学习绘画、弹琴、剪纸、相声和山东琴书。
爷孙俩还一起登台。李娟10岁时，就能给爷爷

打下手、演配角了。不过，台上一分钟，台下
十年功。即便是当爱好培养孙女，李兴时要求
也很严格，皮影只要拿在手里练习，一小时便
不能放下。“你看着它也就二两沉，但拿上这
么一会儿就觉得至少得有五斤重。”

研习家传真本事，也让李娟的技艺突飞猛
进。15岁时，她就独立演出了第一部皮影戏
《荷花仙女》，还在济南市曲艺团录制了影像
资料。

为了传承，放弃“教师梦”

“就算登了台，还是觉得自己以后不可能
干皮影。”李娟笑着说，自己上大学时，选的
是教育专业，梦想着当一名老师。

“那到底爱不爱皮影呢？爱！”李娟不假
思索地说，打小她就感觉到，生活中的爷爷和
舞台上的爷爷“不一样”。“演起皮影戏，爷
爷就能传递给观众满满的精气神，能在一两分
钟内让满场观众笑声连连。我始终觉得，皮影
不是死物件，是有‘魔力’、有灵魂的，很神
圣。”

2008年，济南皮影戏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
目，相关部门请李兴时出山。“不能让济南皮
影失传”的念头，让李娟拿定了主意，放弃了
教师梦，“跟着爷爷好好干”。后来，爷爷因
为身体原因，逐渐淡出舞台，李娟从2012年开
始独立接过济南皮影的接力棒，和搭档组起小
团队，演出至今。

“要对得起这门老手艺，对得起广大观
众。”李娟全身心投入，每日更加刻苦地练
习。“皮影表演时，角色变换频繁，拿起、放
下人物很快，演员的手必须得灵活，所以得天
天练，一停下就手生。”李娟说，为了提高操
作的稳定性，她还把重物吊在手上，进行负重
练习。

皮影分为表演类和制作类，属表演类的济
南皮影形象比较粗犷，不适合被装裱在框子里
展览。为了适合当下人的审美要求，李娟还对
刻板进行了更换，丰富了济南皮影人物的雕刻
刀法，让济南皮影的制作工艺上了一个档次。

表演皮影，女演员不占优势。单说配音，
皮影角色需学男变女，而剧目角色又是男多女
少，这可是个不小的挑战。但是为了保证效
果，李娟仍不愿意提前录好内容，坚持现场配

音，这很考验现场演出的功力。此外，还要应
对一些操作中的突发状况。有一回，表演小妖
和猪八戒对打，她和搭档一人拿着一个兵器，
正要开打时，小妖的刀突然掉地上了，李娟立
马灵机一动，模仿猪八戒的声音救场：“呦，
刀掉了，没事儿，我猪八戒不会乘人之危，我
等着你拿起来。”搭档樊莹也很聪明，小妖马
上弯下腰把刀捡起来插到了手上，说了一句：
“哟嗬，猪八戒你还挺仗义嘞。”而后两人继
续开打。观众们以为这是她们有意设计的情
节，纷纷哈哈大笑。

而皮影演出的信心也就在观众的一次次反
馈中累积起来。李娟回忆说，曾有观众带着孩
子跑到后台，真诚地支持她把济南皮影传承下
去，希望自己的儿子、孙子，一代代都能欣赏
到这样的艺术；还有观众在博客里高兴地表
示，皮影让一家人在周末远离了电子产品，亲
子时光温馨有趣。“这让我感悟到，干这行有
文化使命，更有社会责任。”李娟表示。

老手艺也有了周边产品

如今，李娟建立起了自己的皮影工作室。
她常年致力于将济南皮影带进校园，在不少中
小学开设了皮影课，手把手地教孩子们皮影制
作和表演，广受欢迎。眼下，她也开始公益收
徒。第一批学员报名的约20人，还得进行选
拔，既要考察学员的艺术功底，又要看看他们
的出发点，“只想着以后靠此出去赚钱的，不
能要”。因为每位学员特长不同，有人绘画功
底好，在人物造型上有研究，有人则擅长戏剧
文学，可以创作剧本，还有人表演功底扎实，
能上台演出。李娟会有针对性地培养并展开合
作。如此一来，也等于打造了一个皮影爱好者
团队。

李娟还对剧目进行了创新——— 有根据当下
流行话题打造的“皮影脱口秀”，比如《舌尖

上的安全》，让猪八戒和孙悟空穿越到现代，
用济南话说事拉理，十分接地气；还有一些重
新创制的经典题材，比如，受影片《哪吒之魔
童降世》的启发，对经典剧目《哪吒闹海》进
行的再创作，不少情节催人泪下，演出手段也
更丰富，还头回用上了追光。“演出中，在追
光灯下操作道具的演员，都得跪着，否则遮挡
光线，影响观看，每一场下来都很消耗体力。
但每逢演这出戏，台下的掌声总是特别热烈，
这也让大家伙儿觉得所有付出都值得。”李娟
说。

眼下，济南皮影还有了周边文创产品。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前，李娟在济南百花洲传统工
艺工作站定期举办研学活动，其间会带领孩子
们进行皮影DIY制作。皮影材料由纯牛皮制
作，有白雪公主、西游记、小猪佩奇等系列。
现场制作完成后，还设置有皮影表演教学与体
验环节，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上台体验一把。这
样的研学几乎场场爆满。此外，团队推出了一
款家庭装的亲子套盒，打开皮影套盒就是一个
皮影舞台，里面配备了灯光和四个皮影人物，
扫描皮影套盒的二维码还可以欣赏到济南皮影
戏的表演。

借助新媒体手段和电商平台，李娟带领团
队也在发力“线上推介”，已经在央视频、抖
音、哔哩哔哩等多家平台展开直播，“这也是
一个新方向，我们目前正在学习音视频剪辑技
术。”李娟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她创作的《隔空拥
抱》《亿心战“疫”》等多部抗疫主题的皮影
作品，正是在线上得到了广泛传播。其中，
《隔空拥抱》的灵感来源于河南省周口市扶沟
县护士刘海燕与女儿的动人故事。李娟刷短视
频时看到相关新闻，感动不已。“视频里的妈
妈说，她是共产党员，所以在困难面前，不能
害怕。我当时就落泪了，疫情发生后，医护人
员冲锋在前，我也得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要
用皮影戏把这个故事表现好。”该作品在抖音
推出后，播放量迅速破万。

目前，李娟还在创作一些反映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的作品，还有一些体现怀旧情怀的剧
目。“与老一辈皮影人相比，新一代皮影人所
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观众的审美水平也越来越高。我们必
须想尽各种方法提高改进皮影艺术，才有可能
把皮影文化传承好、发展好。”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新新职业

张庭威：威海“贝尔”

李娟：为“古老的动画”注入新活力

他是一个水暖工，也是蓝天救援队的

队员，还是一名青少年野外生存技能教练。
如果说，水暖工是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当
救援队员是一份救死扶伤的责任，而做教练
则是为了完成他心中的一个梦想：当意外来
临的时候，孩子们能利用从他这里学到的技
能规避风险，把危害降到最低。

五一节期间，张庭威在指导青少年高空速降。 □ 陶相银 报道

“要对得起这门老手艺，对得起广大观众。”李娟全身心投入皮影戏，每日刻苦练习。

新冠疫情的突然发生，加剧了人
们生活的变化速度，一些新职业新工
种从“小众”进入了大众视野。3月3
日，人社部公布了虚拟现实工程技术
人员、无人机装调检修工等16个新职
业；5月1 2日，为助力新冠疫情防
控，人社部又拟发布10个新职业，包
括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社区网格
员、核酸检测员、社群健康助理
员……。从本周起，周末人物栏目开
设“新新职业”子栏目，一起去熟悉
欣赏新职业里“后浪”们的新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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