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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一小时台下三年功

“搭建纸牌屋和盖房子很相似，达到一定高度
后，每再高一层，难度都要成倍增加。”田瑞告诉记者，
纸牌屋不能像盖房子那样打地基，虽然自己只把纪录
从26层刷新到了27层，但也足足耗费了三年时光。

出生于1986年的田瑞曾经是一名魔术师，2013
年，他在工作中接触到了同为表演项目的平衡术，
并产生了浓厚兴趣。日复一日的练习中，田瑞逐渐
掌握了一些较为“离谱”的平衡，比如用一个支点撑
起正在运行的冰箱，高超的技艺帮助他登上了央
视，也给予了他足够的生活成本，这使得他能够把
更多时间放在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随后的两三年里，田瑞打破了两项吉尼斯世界
纪录，用6个小时堆叠出2米高的硬币雕塑；在12个小
时内，完成世界上最高的纸杯塔堆叠，高度达到
10.08米。2015年开始他逐渐接触到纸牌搭建建筑，直
到2019年，他决定向老美创下的26层纪录发起挑战。
问起为什么要挑战这项纪录，田瑞表示，“因为它就
在这里。”挑战纪录之前，田瑞的纸牌搭建作品就已
相当惊人，例如用12000张扑克牌搭出一座冰雪城
堡；用8800张扑克牌搭出天坛；用10000张扑克牌搭建
出一座大本钟；用12000张扑克牌搭建出帕特农神
庙……但即使这样，只有几十张扑克牌的叠纸牌屋
挑战还是令他一遍又一遍失败。

难度太高一度想放弃

“叠纸牌屋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仅考验
技术，还考验耐心。”田瑞介绍说，在堆叠过程中，

每一层都要兼顾多个方向重心的垂直，哪怕呼吸
频率错位这样细小的失误都会导致整个建筑轰然
倒塌，前功尽弃。“因为真的太难了，我练习了两年
多后曾想过放弃，后来是一群网友鼓励了我。”

去年底，田瑞成为一名B站UP主，在网上分享了
自己的作品和想法，得到了大量网友的支持和鼓励，
这让他感受到了温暖。他坦言，以前在其他平台发过
作品，但观众留言说自己干这行是吃饱了撑的。“有时
候坚持和放弃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我非常感谢那些
支持我的朋友，没有他们的鼓励我是坚持不下去的。”

有人关注有人看，有人留言有人赞，这让田瑞更
加坚信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其实我自己从来
不认为很有天赋，也不想通过打破纪录来证明自己异
于常人。我做这件事，一是觉得老美能做到的我们也
能做到，二是想告诉自己，努力坚持一切皆有可能。”

“这三年的堆叠，我磨掉了急躁的脾气，挑战成
功后，我也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田瑞透露，在练习
中自己最高搭建出30多层纸牌屋，不过挑战时搭了27
层后便选择了见好就收。“如果27层的纪录被别人打
破，我还是有信心再把纪录拿回来的。”

田瑞家里有五六千副扑克牌，并有一个房间是
专门用来搭建的。目前，叠扑克牌已经成为田瑞日常
生活中的一部分，他每天都要花五六个小时来叠各
式各样的建筑，“不会有太多设计和筹划，就是脑海
里想到哪就叠到哪。”对于完成的大作，田瑞也不会
保留，一般是展示拍照留念后就拆散。“每次推倒都
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呈现。”

“其实，纸牌搭建的源头很简单，先学会熟练
地平衡好一个方格。之后，就可以产出很多种组合
的可能性，正如每个人的人生一样，皆有可能，要
有耐心，不怕失败重来。”

谈到未来，田瑞表示，自己正准备向另外三项吉
尼斯世界纪录发起冲击，分别是12小时内完成48层
纸牌建筑；不限时7.86米纸牌建筑；在一块积木上平
衡放置1400块积木。 据扬子晚报

1小时叠出27层纸牌屋

青岛小伙破吉尼斯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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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第一课，用自身经历鼓励学生

作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
一员，苏正民目前正式成为凉山彝族自治州
越西县第二中学的一名支教老师，给七年级
学生上道德与法治课。

越西县与苏正民的家乡喜德县毗邻。8月
29日一早，苏正民来到教室，为同学们讲授自
己精心准备的开学第一课。穿着一件淡蓝色短
袖衬衫，他站在看起来狭小、有些许陈旧的讲
台上，面带笑容望向学生。他好似看见了曾经
的自己。“我首先跟孩子们做了自我介绍，然后
讲解了这堂课的基本框架和一些知识点，告诉
大家怎么去学习这门课。毕竟学好课本知识是
基础。”之后苏正民聊起了自己的故事，他希望
通过亲身经历激励孩子们。苏正民说，看到凉
山的孩子们，就好像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我也是大凉山的孩子，我的起步比大家
还要困难。”苏正民说，刚从村里小学考入城
里初中时，他的学习基础薄弱，第一次考试成
绩倒数，连讲普通话都带着浓重的口音。班里
同学常常笑他有一把“枪”，叫“彝腔”。为了尽
快追赶上来，他省下生活费用来买学习资料，
大声朗读背诵课文纠正口音。功夫不负有心
人，到中考时，苏正民的成绩在班里已经名列
前茅，到后来，他一路考上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站在了优秀毕业生代表的发言台上。那
时，再也无人嘲笑他的口音。

苏正民的开学第一课收到了很好的反
响。“怎么才能提高成绩？”“大学里是什么样
的？”“我要考到多少分才能上你的大学？”平
时腼腆的孩子们一下子充满好奇心，向苏老
师提出了很多问题。苏正民耐心回答孩子们
的各种问题。苏正民说，作为老师，他在课上
会严格要求，但课下希望成为孩子们信任的
朋友。希望通过这一年支教，帮助孩子们养成
好的学习习惯和行为规范，更重要的是在他
们心中播下一颗种子，让他们拓宽眼界，看到
努力奋斗的意义，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年少坎坷，受救助重返课堂

实际上，“逃离大山”曾一度是苏正民的
梦想。幼年时，望不到尽头的大山、木头搭建
的茅草屋、黄土垒筑的村小学给他留下深刻
记忆。他期待通过学习改变命运。

苏正民的老家，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
治州喜德县沙马拉达乡的一个小山村。在他
的论文致谢里，自己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写上
了“难”字。小时候，家里穷到常常吃不饱饭，
他“靠着山泉、野果跌跌撞撞地活了下来”，因
缺乏营养，他身材瘦弱，直到四五岁才学会走
路。家里条件差，还要养育三个孩子。父亲读
过三年小学、母亲不识字。尽管如此，父亲还
是不想让孩子们走他的老路，于是义无反顾、
砸锅卖铁把三个子女都送进了学校。

虽然还是很难，但苏正民渐渐找到了一
些微光。小学时他就发现，由于生活条件太艰
苦，很多本地老师都选择了离开。很多来自大

城市的支教老师，却留了下来。“小时候我想
不明白，这样一群皮肤黝黑、衣衫褴褛、浑身
散发着汗臭、鼻涕满脸、连句汉语都不会讲的

‘小屁孩’，有什么值得他们留恋的。我更想不
明白，一个艰苦到连当地老师都无法留下的
地方，这群来自大城市的支教老师是如何坚
守下来的。支教老师们用点点荧光照亮了我
那条狭窄崎岖的小路。”

小学毕业后，苏正民有幸进入凉山州数
一数二的中学继续求学之路。走到这一步已经
很不易，他也曾疑惑自己应不应该坚持下去。
那时，他最大的苦恼就是学不好汉语。初一的
寒假，他打包好行囊，向父母提出退学，要出去
打工。就如同电影场景一样，父亲给了他一记
响亮的耳光，母亲掩面痛哭。“我和你阿达(爸
爸)没日没夜地辛劳为了什么？不就是想着你
们姐妹三人能够好好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
不要再吃我们这种没文化的苦吗？”

为了父母，苏正民决定直面难关。每天下
晚自习后，他就偷偷打着手电筒，用被子盖
住，趴在床上学习；偷偷一个人在校园最不起
眼的角落里背课文、练习汉语。功夫不负有心
人，他的学习成绩和汉语水平都突飞猛进。

正当苏正民以为自己能通过努力读书走
出大山时，在砖厂打工的父亲积劳成疾，因罹
患心脏病、肝囊肿、肺水肿不幸去世。那年
苏正民15岁。父亲治病不仅花光了家中积蓄，
还欠下很多债，“当时应该有十多万元接近二
十万元，每个星期的生活费都拿不出来，得找
邻居借。”他和姐姐不约而同地决定辍学，留
妹妹读书。只是他没有选择外出打工，而是留
在祖祖辈辈耕耘的那片黄土地上。

他没想到，一个多月后，自己“灰暗的人
生”里又迎来了一束光———“凉山孩子们的张
妈妈”。“张妈妈”名叫张俊兰，是《天津日报》记
者。从1997年开始，她30多次走进凉山，先后帮
助了几万个大凉山的孩子，苏正民当时也得到
了她的资助。当地政府也给苏正民送来了低
保、国家助学金等资助。最终，他重返校园。

回到大山，成为播种的人

回到校园后，班主任说了一句影响苏正
民一生的话：“阿苏，现在党和国家、社会上那
么多好心人士都这么关心你，给了你那么多
的帮助，老师希望你有一天也能学会把手心
朝下，去帮助其他人。”苏正民说，这句话在他
心中留下了一道不可磨灭的印记，时时刻刻
影响着他。

2017年通过国家在少数民族连片贫困地
区预科招生计划，他考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成为沙马拉达乡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学
生。背起行囊，他在颠簸的火车中挨过了十几
个小时，终于走出了大山，来到了梦想中的大
学校园。可苏正民并没能一下子跟上大学的
节奏，他说自己“依旧拒绝同学们的热情对
待，会下意识疏离对老师同学的关心”。直到
大一下学期，老师推荐他参加湖北省“百生讲
坛”演讲比赛。苏正民动心了，他觉得，“山里
走出来的孩子，不能将自己的心也锁在层层
叠叠的峦嶂中”。这件事让苏正民找到了自
信。有了自信，苏正民说他愿意去跟别人打交
道，愿意主动接触这个世界。

他想起母亲常对自己说的一句话：“别人
给我们一碗饭，我们要回馈一袋米。”于是，作
为受助者的他努力成为施助者。大学假期，苏
正民回到家乡凉山参与志愿活动。2019年，他
发起“凉山阿依助学计划”，有180余名同学、
校友加入助学计划，累计筹集35万元公益物
资和教育资金，资助了66名凉山学子。

2020年，在学校支持下，“苏正民志愿服
务队”正式成立。2021年，他将手头所有志愿
服务项目整合成“阿依森林”计划，为凉山
1000余名学生提供学习生活用品和奖助学
金。因出色的表现，苏正民获得了湖北青年五
四奖章、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大学生年
度人物等诸多荣誉。

今年5月26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进行第
四届“公道美品德行奖”颁奖典礼，苏正民获
奖。当天，他和他母亲一起登台领奖，苏正民
哽咽着向母亲致谢，“这个奖不仅属于我，更
属于我母亲。妈妈，您辛苦了……”

今年6月，苏正民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
业。他的毕业论文写了2 . 5万余字，其中撰写
6000字回顾了自己的求学之路，并点名致谢
65人，感动了众多网友。而这6000多字致谢的
续集，是他回到了凉山。“希望用我的经历让
孩子们知道，读书真的有用。”开学第一课拉
开了他支教一年的序幕。

此次支教也是苏正民在学校的项目。他
参加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支
教一年后，将回到学校攻读硕士学位。未来，
他选择“回到家乡，回到大凉山”。这是当年那
群支教老师在他心里埋下的种子。

现在，轮到他播种了。
素材来源：央视、中新社、央广、长江日

报、成都商报

一小时内最多能将扑克牌叠到多少层？每层
只用四张竖着的那种。近日，青岛小伙田瑞打破了
老美保持的“1小时内搭建最高纸牌屋”的吉尼斯
世界纪录，将成绩由26层刷新至27层。

接受采访时，田瑞表示，自己从来不认为很有
天赋，也不想通过打破纪录来证明自己异于常人，
而是想告诉自己，努力坚持一切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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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四川大凉山，
从一个放羊娃成为一名大
学生……”还记得凉山彝
族小伙、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法学院本科毕业生苏正
民吗？今年6月，他在毕业
论文中致谢65人，感动了
众多网友。“阿苏唯有继续
努力学习，带着知识回到
大山，帮助更多孩子走出
大山。”这是他在论文最后
作出的承诺。如今，他迈出
了第一步。

这个暑假，苏正民回
到大凉山支教，成为一名
道德与法治课老师。在开
学第一课，苏正民用自己
的经历，鼓励学生们努力
学习，考上好的高中和大
学。据了解，苏正民已经保
研，在完成一年支教后，将
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读
研。他表示，研究生毕业后
将回到家乡凉山，帮助更
多的青年。

苏正民在大学里做演讲。

苏苏正正民民的的开开学学第第一一课课收收到到了了很很好好的的反反响响。。

田田瑞瑞在在搭搭建建纸纸牌牌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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