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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钓者方晓松：我不是一个勇士
参与保钓十年，登钓鱼岛前曾训练不晕船；认为登岛是自己一辈子的骄傲

厚厚的潜水衣贴在身
上，有种发腻的闷热。日本
警察给他提供了一套衣服，
他拒绝了。

就是觉得别扭，“不想带
日本人的东西回来”。光着脚，
最终空姐给了他一双拖鞋。

方晓松笑起来有点憨憨
的，说到登岛，激动处，音调
也不见升高。和在钓鱼岛上
飞奔的旗手形象相差甚远。

他参加保钓十年，越到
后来，越觉得自己是个温和
的保钓者。以前他的网名叫

“拔刀屠倭”，后来自己改成
了“拔刀”。

旗手

方晓松突然发动，
“箭一样冲出去”，拿着
五星红旗开始狂奔

方晓松不会游泳。
启丰二号开到再也开不

动时，距离钓鱼岛还有十多
米的距离。

跳海，游过去。他排在
第三位。

他看了看蓝的幽暗的海
水，有点发怵。他说，那一刻
他突然充满了恐惧感。不知
道水有多深，他怕还没有到
钓鱼岛，自己就淹死在海里。

要死，也应该上过钓鱼
岛再死。他穿上潜水衣，身上
拴了根绳子，一狠心，跳了下
去。拉了拉绳子，他让人把他
拉回到船上。再跳一次，又回
去了。“本来应该第三个登岛，
结果成了最后一个”。方晓松
说起当时的犹豫，有点不好意
思，“我不够勇敢”。

第三次，他没再回头，靠
着岸上人拖拽绳子，他被拉
到了钓鱼岛上。

在岛上的五个人站在两
三平方米的一块大岩石上。
方晓松立于五星红旗旁边。
对面是 34 个日本的警察，拿
着盾牌。五个人商量了一下，
决定分开跑分散对方注意力。

伍锡尧第一个冲出去，
不到二十米就被两个警察按
住。旗子倒在了一边。

方晓松和日本警察示
意，表示他要去扶伍锡尧。他
没穿鞋，走得很慢。警察没有
阻拦他。在离五星红旗不到
两米时，他弯下腰做出要扶起
伍锡尧的姿态。

“脑子里全是我要起跑
了，我要起跑了”。

他突然发动，“箭一样冲
出去”，趁着日本警察没有反
应过来，拿着五星红旗开始
狂奔。

到处都是石头。他在石
头上跳跃着前进，目力所及
几乎不用思考。这是他在平
时爬山时最经常的动作。他
喜欢踩着石头，跳着登山。

他扛着国旗在钓鱼岛上
奔跑了几十米。最终，一个警
察扯倒了他，两个警察把他按
住。他脚上全是划痕。

和方晓松一起参与保钓
八年的朋友陆涌说，方晓松
非常适合做一个旗手，在危
急时，他能爆发出老虎一样
的力量。

本来方晓松还想带上一
面旗帜，世界华人保钓联盟
的旗帜。插在岛上，他觉得
意义非凡。

在距离钓鱼岛十几海里
的时候，他爬到船顶想要取
下那面旗。当时，日本的三
艘巡逻舰开始向启丰二号发
射水炮。他站在船顶，向着
发射的人做了一个拇指向下
的手势。

对方被激怒了，水炮直
接对着方晓松射过来。全身
瞬间像淋了一场暴雨，巨大
的水流像一块布一样捂住眼
睛和鼻子，没有换气的机会

“感觉像要窒息”。那面旗也
被冲断了。

登岛

阳光很强，暴晒，方
晓松看着这片长满带刺
植物的小岛，登岛，他盼
了十年

被抓是早就预料到的结
果。

方晓松和四位保钓人士
在岛上待了一个半小时。有
近一个小时，日语，中文，嚷
成了一片，双方都在说钓鱼
岛是自己的领土。

日本人举起了事先打好
的A3纸，上面有“钓鱼岛是日
本领土，请你们回去”的字样。
方晓松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领土，请你们滚开”。

在整个登钓鱼岛的过程
中，这种强调一直存在。启
丰二号距离钓鱼岛 20 海里
时，日本的巡逻舰跟随在后
面，通过船上的字幕和高音
喇叭一遍遍播放：“钓鱼岛是
日本的。”

在被撞击的时候，八个
人进行了举手表决，是否把
船搁浅在钓鱼岛。

方晓松投了赞成票。他
说，这样，在钓鱼岛终于有了
中国的东西。以后，每年都
有理由来钓鱼岛，就说来看
我们的船。

方晓松也希望能把钓鱼
岛上的东西带回去。

双方在一阵吵嚷之后，
谁也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

样。看管方晓松的是一个琉
球人，会说一点中文。方晓松
说脚痛。他让对方看了一下
自己没穿鞋的脚。然后弯下
身子，偷偷捡起一块小拇指盖
大小的石头，想塞进袜子里。

对方发现了，要他交出
来。方晓松紧紧攥在手里，
最终还是被打掉了。

方晓松他们和启丰二号
一并被日本人带走了。

方晓松想多看几眼钓鱼
岛。回过身，他看到了日本
在钓鱼岛的岩石上画的国
旗。那块石头因为长时间的
风化开裂了，裂缝正好位于
日本国旗的正中。“就好像没
有涂漆一样”。方晓松觉得
这是老天爷的暗示，“钓鱼岛
不是他们的”。

他看到了日本的灯塔，
看到了日本在钓鱼岛上搭的
一个小石屋。那 34 个日本
警察从那里面拿出他们的露
营装备。

他还想看看日本人在钓
鱼岛上养的山羊，没有看到。

阳光很强，暴晒，他一直
在看着这片长满了一米多高
带刺植物的小岛。

这个他盼了十年才登上
的钓鱼岛。

十年

就像宗教人士心中
都会有一个圣地，方晓
松说，钓鱼岛是保钓人
的圣地

他开始凝视钓鱼岛，是
2002年。

方晓松可以算得上中国
第一批网民，他从 1995 年开
始上网。在 2002 年，他认识
了中国保钓同盟网的网友，

开始参与保钓。
因为这参与，他找了张

地图想看看钓鱼岛的样子。
在地图上，钓鱼岛小得几乎
看不见。

“我想登上钓鱼岛，”他
说，就像信宗教的人心中都
会有一个圣地，钓鱼岛是保
钓人的圣地。

他曾经多次尝试过登钓
鱼岛。越来越难。渐渐成了
一个奢望。

2007 年，他曾经尝试过
从厦门去钓鱼岛，结果船还
没出海，就被拦了下来。

2008 年，他以中国民间
保钓自愿者协会的身份去浙
江找船，想要租一条船出
海。他找了浙江宁海的朋
友，找了七八家渔民。方晓
松说要想去钓鱼岛，要明明
白白跟渔民说，这是一个冒
险的事情。

最终 3 家有了意向。那
个时候价格谈的是 7 万，再
加10万押金。

方晓松回到深圳，和协
会成员协调好，再打电话准备
付定金，渔民那边却都以“不
方便”拒绝了。方晓松说，也
许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吧。

方晓松没有放弃过找船
出海，一群保钓的朋友在一
起，还会训练自己。

他们在厦门实行海上适
应能力训练，练习如何才能
不晕船。方晓松掌握了一个
诀窍，此次出海，他总是坐在
船的中央，随着船的摇摆度
左右摇，保证自己不吐。他
说做这种练习，是为了“能够
不拖累其他人”。

为了登岛，他们还练习
了射箭。考虑到日本巡逻船
的阻拦，方晓松和朋友一起
想了个办法。如果离钓鱼岛

只有几十米时，可以用弩把
小国旗射到钓鱼岛上。他们
经常会带着弩找个荒郊野外
练习。

这一次，方晓松没有带
弩。没有人想到这次出海居
然登上了钓鱼岛。他当时从
深圳到香港的时候，他的一
个朋友说，这一次你们只有
0.05%的希望。

方晓松也只是带了两套
衣服，一把瑞士军刀和移动
电源。

这一次为纪念“8·15”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
投降），两岸三地的保钓者一
起准备登岛。方晓松是因为
离香港近，就参加了香港保
钓行动委员会的出海。

居然成了。
船驶出香港进入公海后

3 公里，船上的人吹口哨欢
呼。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敢
想，这一次会成功。

日本巡逻舰的水炮冲
击，船体撞击之后，三艘巡逻
舰想在前面拦截住启丰二号。

启丰二号因为身子小，
灵活，从三艘巡逻舰后面绕
了过去。

方晓松一下子意识到，
他们能登上钓鱼岛了。

骄傲

方晓松打算把钓鱼
岛的故事讲给4岁的女
儿。他说，这是我一辈
子最骄傲的事情

以前，方晓松在明信片
上见过钓鱼岛的样子。他曾
经和其他保钓人士一起制作
了 5000 张明信片，上面有一
张钓鱼岛的照片。方晓松和
其他人一起到邮局盖戳，寄

给关心钓鱼岛的人。
虽然看过那么多次照

片，他没有想到真实的钓鱼
岛这么美。

在 20 海里的时候，看到
一个很小的点。他站在船
头，看着钓鱼岛一点点变大。

碧海，蓝天，白云，包围
着那个绿色的小岛。

他在用相机拍，一直到
钓鱼岛的整体在相机里再也
装不下。

这是一个梦寐以求的
时刻。

方晓松至今仍然觉得自
己幸运。在内地，他是第八
个登上钓鱼岛的人。他说他
以为梦想从来遥不可及。

方晓松不是一个激烈
的人。

他喜欢讲理，“以理服
人”。尤其是在钓鱼岛的事
情上。每次朋友聚会，一有
新人加入，他就会把话题引
到钓鱼岛上面。

有些人觉得烦，方晓松
也不发脾气。他会探讨国家
的海权，讲到子孙的利益。
他还会帮忙组织一些关于钓
鱼岛问题的研讨会。他喜欢
能够从法理上讲明问题的保
钓者。

方晓松 35 岁，他说，自
己这一代接受的爱国主义教
育烙印更深。

坚持十年的保钓者不
多。方晓松说自己有时候也
有压力，比如家庭。他这次
去钓鱼岛之前，家里一直不
知情。

这一次，他打算把自己
去钓鱼岛的故事讲给 4 岁的
女儿。他要告诉女儿，什么是
领土，钓鱼岛是什么样子的。

这是我一辈子最骄傲的
事情，方晓松说。

“只是做了一件
想做的事”
方晓松称不喜欢被“捧高”，这次成功是幸运

“不喜欢被这么关注”

新京报：这一次登岛，很
多人都称呼你们为勇士，你
觉得自己是吗？

方晓松：我觉得自己不
是勇士。说实在的，我不想
被捧得这么高。我这次成功
了，是种幸运。我只是做了
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更
希望大家去关注保钓这个事
情本身。这个事情现在关注
的人越来越少了。

新京报：经过这一次，关
注的人应该会多起来？

方晓松：对 我 个 人 来
说，我都有点后悔了，我不
太喜欢被这么关注。我没
想 到 有 这 么 大 的 一 个 效
应。我更想不被注意地实
实在在做事情。

新京报：作为一个保钓
者，你怎么定位自己，你觉得
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吗？

方晓松：不是。我觉得
我是受爱国主义教育太深
了。我也不是一个愤青，我
觉得保护钓鱼岛应该是每一
个华人的责任。

新京报：有人认为，对于
保钓来说，个人的力量太薄
弱了，应该让国家去做？

方晓松：政府可以去做
更实质的事情。我们作为个
人，也可以为国家尽力。我

更多想的是，日本他们民间一
直在做“保钓”。我们作为中
国人，不能被他们比下去。

“我愿意坚持”

新京报：你觉得钓鱼岛
对你意味着什么？

方晓松：它是中国人的
领土。保护中国的领土是
我们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
钓鱼岛是我们自家的东西，
我们不能眼看着它被拿走
不吱声。

新京报：有没有人说过
你，这些太虚了，不如好好经
营自己的生活？

方晓松：每个人的想法
不一样。也有人劝过我，这种
事情，有能力坚持就坚持，坚
持不了就算了。我愿意坚持。

新京报：坚持了十年，会
放弃一些东西吗？

方晓松：做一些事情总
要舍弃一些。我一直在做保
钓，可能会对家人照顾不够。
对他们我有时候挺歉疚的。

新京报：保钓这十年，你
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方晓松：这十年，我为捍
卫祖国领土完整做了我能做
的宣传，这就是我的收获。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会
坚持到什么时候？

方晓松：（钓鱼岛）一日
不归，会一直坚持。

方晓松 35岁，河南人，保钓人士。因扛着国旗在钓鱼岛上狂奔而被高度关注。
8月15日下午，14名保钓人士乘船“启丰二号”冲破日方阻挠在钓鱼岛靠岸，其中7人成功

登上钓鱼岛。方晓松是其中唯一一个内地人。他之前已参与保钓十年。
8月17日，14人被日本遣返，分两批返回。方晓松当天回到国内。
8月17日，方晓松一直到下飞机，还穿着黑色潜水衣。

□新京报首席记者 张寒 香港报道

8月15日下午，两艘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撞击保钓船“启丰二号”。 央视截屏

8月15日，登上钓鱼岛之前，方晓松在船上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