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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一个生命 人文宝鸡
REN WEN BAO JI

自由奔放

编者按 ： 
12 月 3 日是国际助残日。对于残疾人来说，他们的生活轨迹受到限制，但他

们从未放弃……作为社会的特殊群体，残疾人在社会的关爱与帮助下，努力书写生
活的篇章，并通过艺术展示生命的精彩。本期文化周刊，通过记者的采访，让我们
一起感受助残工作者和残疾人奋进的姿态 ——

无声世界里的舞者
■ 本报记者 张晓燕

腾空、转身、太空步……这些舞

蹈动作对于一个正常人而言，只要

有老师指导、有音乐伴奏，练习一段

时间就可以熟练掌握，但是，对于一

个从出生起就没有听力的失聪少年

来说，却要付出比常人多几百倍的

努力，才能把一段舞蹈优美完整地

表现出来。

这个少年舞者，叫李阳光，今年

刚满 18 岁。

初见李阳光，是在宝鸡特殊教

育学校的绘画课堂，他正在练习画

西府马勺脸谱。红黄蓝的色彩在他

笔下好像有生命一样，在脸谱上勾

画着他的梦想。老师说，李阳光是班

长，不仅绘画出色，街舞跳得更是出

神入化。

下课后，舞蹈老师王雅婷带

着李阳光、闫佳佳等四个学生一

起来到舞蹈教室。没想到，等待

我们的竟然是感染力极强的一

段街舞。

音乐响起，几个孩子非常投入

地跳起了街舞《青春你我》。音乐

声音很大，鼓点震人心肺，他们看

着王老师的手势，把习练了上百

遍的动作舒展地舞动起来。几个

孩子当中，李阳光的表演最为投

入，他脸上的表情、肢体动作，完

全与音乐融为一体，他好像将生

命的张力都用舞蹈淋漓尽致地表

达了出来，舞蹈中有他的理想，有

他的热情，有他对生活的渴望和

对命运的不屈。

李阳光在微信里对记者说，在

特教学校读书，是他 18 年人生中

最快乐的时光。在这里，他结识

了很多和他一样的伙伴，他们

一起练习绘画、手工、舞蹈，

老师们对他们每个人都倾

力传授知识，他感受到了

理解、爱护和尊重。

今年 9 月，李阳光和

几个同学一起升学到宝

鸡自强中专继续读书。环

境虽然变了，可他对舞蹈

的热爱却有增无减。

他在微信里写道，之

所以喜欢舞蹈，是因为他 15

岁那年，在网络上看到 2005

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录像，21

个平均年龄 21 岁的聋哑演员将

《千手观音》演绎得惟妙惟肖，层

出不穷、千变万化的视觉冲击力，

赢得了全国观众的喝彩。从那时候

开始，李阳光暗下决心，一定要学

跳舞，用舞蹈表达内心丰富的情感

世界。

“我的世界虽然没有声音，但

我心里的音乐和舞蹈，同样灵动且

充满活力。”李阳光用微信与记者沟

通，他发来一组他跳舞时的照片，一

个自信而且酷帅的大男孩，在照片

上向着世界微笑。

为梦想插上翅膀
■ 本报记者 于虹

一群听不见乐曲的

舞者迎着灯光翩翩起

舞，一群看不见乐器

的乐师轻触音键声

声入耳……在我市，

有这样一支特殊的

艺术团队——飞翔

艺术团，成员均为来

自全省各地市的视

障人、听障人、肢障人

等，他们于无声中感

悟音律、于残缺中寻求

完美，在舞台上尽情展

现风采。

从 2008 年 7月成立至

今，飞翔艺术团已走过 13 个

春秋。团长张丹峰说，作为一支

由业余人员组成的艺术团队，他

们从市艺术团变为省艺术团，更

是代表全省参加了两届全国残疾

人文艺汇演，取得了两个全国二

等奖。

说起为何成立艺术团，张丹

峰说，2008 年，市残联找到他，

想让他帮助组建一个残疾人艺

术团，就是要丰富残疾人的文

化生活，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

作为一名艺术学校的管理者，

他觉得这是一件简单的事，于

是就答应了。可当他开始培训

时，所有问题才凸显出来，由

于身体上的缺陷，使得团员的

心理都异常敏感，原本简单的

训练也变得非常困难。即便如

此，张丹峰并没有降低对团员

的要求，相反，在张丹峰看来，

为了能改变大家对残疾人的偏

见，团员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

来展现自己。

有如此敬业的团长，慢慢地

大家也都变得十分努力。正因如

此，团员们得到了很多常人都得

不到的成就。2008 年宝鸡市首

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他们在开

幕式上精彩的文艺汇演，赢得了

观众的欢呼。2012 年，他们在全

省残疾人汇报表演上，赢得了省

残疾人艺术团的牌子。带着全省

各地市选送的选手，他们的足迹

遍布陕西各个县区。

随着时间的更迭，他们和其

他艺术团一样遇到了发展的瓶

颈，缺少了政府的扶持，商演又没

人邀请，加上疫情的影响，他们陷

入了僵局。

张丹峰说，2019 年一整年，

他们都没有一场演出，若不是今

年他们承接残特奥会开幕式的

演出，他也不知道这个团队该这

么办。

有人让他把团队解散了，或

者放任不管，可张丹峰始终不

忍，看着团员们期盼的眼神，他

总觉得，要为他们做一点什么。

张丹峰说，明年他打算在短视

频平台上，讲述团员们背后的故

事，在平台上进行演出，解决目

前的困局。

在寂静里绽放
■ 本报记者  于虹 

晴 暖 的 午

后，阳光透过窗

户照在书桌上，

39 岁的梁亚军

正拿着书坐在

书桌前仔细

阅读，这是

每天属于

他的时刻。

19 8 2

年，梁 亚

军 出 生 于

岐山县。17

岁时，因为一

场突如其来的

疾病，他的耳朵

永远失聪了。面对

变得陌生的无声世界，

梁亚军不得不辍学回家。看着

面前一张张说话的嘴巴，梁

亚军的内心感到无比煎熬，

害怕和恐惧占据了内心深

处，一度时期，他闭门不

出，将自己与世界完全

隔离。在那些困苦而又

单调的日子里，梁亚军

开始写日记。一个人不

能和别人说，就自己和

自己说，用他的话来说 ：

“写下的日记就是说给我

自己的话。”

在困顿和痛苦中，有

一天，梁亚军看到同样愁苦

的母亲，他觉得自己不能再这

样下去，该干点什么，于是就从

家里走出来去一个离家很远的

塑料厂上班，可他没放弃的是

写日记，与此同时，书籍也成为

他最好的伙伴。在无声的世界

里，文字打开了他久闭的心灵

之窗，他的想象力和观察力迅

速成长。

2003 年，他给一本杂志的情

感信箱写了一封信，发表后得到

了 40 元的稿费；2009 年，在《宝

鸡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篇真正意

义上的作品，这些都给了梁亚军

巨大的鼓舞，也让他下定决心走

写作的道路。

几年间，梁亚军先后在《诗

刊》《星星》《北京文学》《延河》等

国内文学刊物发表诗歌百余首。

2014 年加入省作协，入选省“百

优计划”扶持作家，作为代表在

北京参加了“文学陕军”诗歌研讨

会，并出版诗集《画像》，曾获得陕

西省首届奋进文学奖、陕西青年

诗人奖、奔流文学奖。不久前，梁

亚军参加了陕西文学院在西北大

学举办的“陕西中青年暨百优作

家高级研修班”。

一连串的荣誉鼓舞着梁亚军

不断前行……

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鼓

励所有人向往阳光灿烂的明天

的力量。正如梁亚军所言 ：“文

学就像一道光照进了我的心灵，

使我从困顿的心灵和生活中走

了出来，也使我知道即使遭遇不

幸和残障，只要自强不息，生命

依然有很多的可能，依然可以活

出一个精彩的人生。”

用艺术打开心扉
■ 本报记者 麻雪

一幅充满童趣的美术作品，用

涂色、剪贴、勾画等手法，描绘出五

颜六色的房屋群落……这些画作出

自一群“星星的孩子”手中，绘制这

样的作品，孩子们用了 2 个月的时

间。日前，记者在宝鸡智塔儿童启能

成长中心见到了“90 后”青年教师白

慧婷，她告诉记者，诸如这样常见的

儿童画，要教孩子们画出来，需要付

出太多的耐心、引导和关爱。

孤独症儿童又被称为“星星的

孩子”。宝鸡智塔儿童启能成长中心

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培育孵化

的，专注于孤独症和智力低下儿童

的特殊教育康复机构。

记者在这里还看到了几幅童趣

十足的泡泡泥手工作品。白慧婷老

师说 ：“像这样的手工作品，在普

通幼儿园里，老师教孩子制作，可

能也就是一两节课的时间。但是，

在我们这里，即便面对生理年龄已

经五六岁的孩子，老师们还需要先

从引导孩子们不去吃泡泡泥开始，

然后通过动画、视频等形式引起孩

子们的兴趣，再经过‘全辅助’‘半

辅助’等教学形式。在整个过程中，

更要遵循专业的‘DTT 回合式教

学’，也就是目前国际上认为有效

的教授孤独症儿童的方法来进行

教学……”

听了白慧婷的讲述，以及在现

场看到的细致、反复的教

学过程，记者不得不感

叹 ：为了教导这些孩

子，老师们付出了

无限精力，让人油

然而生敬意！

记者还了

解到，各种文

艺、感统体能

类的课程，是

贯穿在整个

教学过程中

的。比 如，伴

随奥尔夫音乐

打非洲鼓、摇

铜铃等，这种课

程本身也很受

孩子们喜爱。

在这样的音

乐氛围里，老师们

用专业的教学方法，

和孩子们进行着心灵的

碰撞和沟通，用音乐向孩

子们传递着关爱、美好。无论

是美术，还是音乐，这些通过艺术

来进行沟通和教学的方法，正在逐

渐打开这些孩子们的心扉。

“在我们的教学中，这样的艺

术课程是必不可少的，就如同一棵

大树繁茂的枝叶一般。”白慧婷说，

“但是，每一个孤独症孩子都是一

个不同的个体，都需要进行专门的

引导。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理解、

支持我们的工作，怀抱希望，有情

怀地关爱这些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