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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老王”去了天堂，没有了病
痛，他是不是会轻松一点？

4 月 22 日，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
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党员、原浙江省
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王淼同志因
病医治无效，于 2024 年 4 月 22 日凌晨
1时14分在杭州逝世，享年62岁。

2015年1月16日，浙江日报曾以《他
用时间跑赢了“时间”——记省文化厅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处处长王淼》为题报道
过他，如今，他跑不动了，带着他的“非遗事
业”去了另一个世界。

王淼是临海岭根村人，1980年考进

临海县文化馆后，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城郊
区文化站工作，1988年调到省文化厅社
文处，曾任省文化厅非遗处处长。1989
年，因重病袭击，王淼脊椎严重变形，手
抬不过肩、脚迈不过槛，但他依然坚持每
天工作十几小时。2014年10月29日，
因工作过度劳累，他昏倒在单位会议室
前，醒来后发现四肢瘫痪⋯⋯2015年，
他被评为第四届浙江省道德模范。

我省是最早开展非遗保护工作的省
份之一，迄今为止非遗保护已有20多年
的历史，王淼是建设者、守护者、传播者，
因此有了“非遗老王”的名号。

2023 年 12 月 27 日，记者又来到
医 院 ，这 次 见 到 王 淼 ，情 况 不 是 很
好，家属袁老师头发花白了不少，憔
悴 的 脸 上 勉 强 挤 出 一 丝 苍 白 的 微
笑。袁老师拉着记者的手，小心翼
翼地问：“我心里有个事情不知道该
不该说，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见识
广，帮我参谋参谋。”记者侧身将耳
朵贴近，等待接话。刚经历过一次
抢救的王淼躺在床上，戴着呼吸面
罩大口呼吸着。王淼似乎是洞悉了
袁老师将要说的话，微微左右摇摆
着脑袋。

原来，当时正值冬季，之前请的
护工“炒”了老王“鱿鱼”，即使加工
资，也没有人接活，一时很难寻觅到
称心如意的护工。袁老师近乎哀求
地说：“能不能想想办法，能不能向组
织寻求帮助，问问哪里能找到护工。
每天不知道危险在哪里？以何种方
式出现？哪怕晚上眯一会，一下子又
被叫醒了，精神高度紧张，我实在坚
持不住了。”听到这，王淼的呼吸更急
促了，他似乎在用这种方式打断袁老
师的话。

等到王淼起身在轮椅上坐稳后，
第一句话是：“不要去找组织！不要
找！我已经得到了组织的厚爱，不能
再给组织添麻烦了。”王淼艰难地吞
咽了一口口水继续道，“我是一个没
有未来的人，说翘掉就翘掉了。如果
牺牲我一人，幸福千万家，唤醒民众
千 百 万 ，投 身 非 遗 保 护 洪 流 ，我 值
得。”

与王淼的接触，对记者来说无疑
是一次思想和精神的洗礼。

得知王淼去世的噩耗，有朋友为
他写下挽联：“天地人一柱，羸弱之
躯扛起浙江非遗，何为脊梁；家国梦
三水，书生之心载动钱江奔涌，应铭
青史。”

王淼如同一个时代音符，铿锵有
力，久久回响——在时代洪流中，令人
永远怀念的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爱
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力量。

投身非遗保护
我值得

王淼的一生，是与非遗文化紧密
相连的一生。

数不清多少次了，省文化厅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处处长王淼微驼着
背，以他特有的步调慢慢走出办公楼，
值班保安不用看手表就知道，“肯定又
过了零点”；有时，他在基层发现非遗
保护新现象、破解濒危项目疑难杂症、
为非遗传承人雪中送炭，有时在学校
做非遗讲座；又或者，在某个偏僻山村
戏班子的露天演出中当一位安静的观
众，留下一个清瘦的背影。

本世纪初，非遗工作在全国都刚
刚起步，为了抢救民族瑰宝，王淼踏遍
了浙江的山山水水，让非遗之花遍地
绽放，在之江大地上精彩呈现。

在王淼的积极推动下，浙江非遗
事业从无到有，创造了非遗普查“浙江
模式”、国家非遗名录项目“浙江现
象”、全国非遗保护传承“浙江经验”，
推动浙江国家级非遗项目蝉联“四连
冠”，开创了“浙江非遗领跑全国”的可
喜局面。浙江非遗保护始终走在全国
前列。

瘫痪后，他仍坚持积极参与省非
遗文献馆建设和非遗文献的整理出
版。在他的倡议和协调下，省非遗文
献馆于 2017 年 6 月开馆，这是浙江作
为人文大省的第一个文献馆。

由他主持编撰的浙江国家级非遗
代表作丛书，全套丛书 217 本，收录规
模之大国内少有，被誉为“浙江文化研
究工程的优秀成果”“浙江重要的地域
文化档案”。

2023 年 5 月，王淼将从事文化工
作 37 年间的图书、笔记、工艺收藏品
等共一万余件所藏全部捐献给了台州

市临海图书馆府城书房。
为了解读中央和省里的政策文件

精神，为指导基层工作建言献策，王淼
开设了“非遗老王”公众号，更新了近
200篇文章，不断为浙江文旅事业的创
新发展出谋划策，呼号呐喊。基层非
遗工作者给王淼发来微信，“非遗下一
步工作不知道怎么干，就翻翻您的公
众号。”

他说：“对基层有用，对非遗、文旅工
作有用，这就是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还有人留言：“老王叔叔这样子都
在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左传》中有言“弈者举棋不定，不
胜其藕。”在面对压力和困难时，一些
人不免会出现犹豫摇摆。究其根本所
在，在于理想信念不坚定，信念不坚则
心存疑虑，心存疑虑则举棋不定。王
淼虽然四肢瘫痪，但他时刻不忘自己
是党的非遗工作者，把非遗工作当作
一种信仰，以党员的担当推动文化传
承，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文化图强，民族图强’，这八个简
洁而又深刻的字，如同一面镜子，凝视
着我一生的追求和向往。对我而言，文
化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信仰、一
种责任。它承载着民族的血脉，是人民
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灵魂所在。”在生命的最后一天，王淼留
下这样一段话。

对基层有用，对工作有用，这就是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2023 年 5 月，在杭州市余杭区第
二人民医院的住院病房里，晚上 8 时，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把轮椅、一台电脑，
年过花甲的王淼，正在“头悬梁，锥刺
股”，以一种极其艰难的姿势努力工作。

“我过了奈何桥，阎王爷说，你这人
太爱折腾，我吃不消，还是回去吧。我
去找马克思，他说，你还有使命没完成，
回去吧，继续革命。我不知道我还有多
少时光，但我不能浪费劫后余生，更该
珍惜当下！”面对采访镜头，王淼的乐观
显露无遗。

白天，王淼戴着呼吸机躺在床上，
仅有晚上 7 时 30 分到 10 时 30 分这三
个小时，是他可以“坐着”的时间。

瘫痪后的 3000 多天，没有一天是
容易的。由于四肢瘫痪，王淼的两只胳
膊很细，特别是右手肩膀脱位，无法支
撑起身体，一坐到轮椅上人就往右倒或
者 往 前 扑 ，身 子 像 一 只 虾 米 一 样 弓

起来。
但即使病魔把他永远摁在了轮椅

上，他的思想仍矫健如飞。
病房是办公室，轮椅是办公椅，手

机录音是“纸笔”，不管身体多么虚弱，
他坚持让家属把自己捆绑在轮椅上，用
自制的简易牵引器把头吊起来，每天雷
打不动坚持工作。

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他口述出版
了 120 多万字的非遗笔记，著有《金声
玉振》《守护精神家园》《为美丽中国建
言》《非遗工作怎么干》等书。

在王淼的心里，生命最好的样子，
就是永不放弃，也只有进入精神世界才
彻底忘我，忘掉身体的苦痛和艰难。就
像他调侃自己的那样，“我的两只手，一
只紧握拳头，一只握不拢”。这似乎预
示着他的人生态度：左手紧握，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右手放开，放下功名利
禄，轻装上阵，才能有更多的力量。

我不能浪费劫后余生

浙江非遗开拓者王淼辞世——

生命最好的样子，就是永不放弃
潮新闻记者 蓝珊华

潮 客 _24qwzf：读完王淼的故
事，深感人生虽短，但能照亮一片天
空，非遗因你而闪耀。

用尽力气不哭泣：平凡中铸就不
凡，王淼，你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
的非遗守护者。

花海里的蝴蝶：浙江的非遗工作
开展得这么好，就是因为背后有这么
敬业的人，感动。

猪小闲 Piggy：致敬扫地僧般的
存在，王淼先生，你的精神将照亮更多
人的道路。

长夜漫漫为我作伴：生命不息，守
护不止，他的故事值得每个人铭记。

王淼在妻子协助下工作。 本版图片均由王淼家属袁老师提供

潮友评论

2023年5月14日，王淼文献特藏馆揭幕仪式现场。

2013年4月13日，王淼与畲族民歌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蓝陈启亲切交谈。

“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浙江省文明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