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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女孩子来讲，20

岁正是青春绽放的年华。千

阳县南寨镇的佳佳有严重

的听力障碍，虽然听不到春

天清脆的鸟鸣声，但她的青

春，也在无限憧憬中悄然花

开。3 月 8 日上午，记者见

到了这个像兰花一样的女

孩，她用漂亮的钢笔字，在

纸上很认真地写下自己的名

字和家乡的村名。

刚出生的时候，佳佳和

其他孩子一样健康，一岁多

时的一次高烧，让她突然听

不到家人的呼唤，从此，她的

世界变得异常安静。那时候

的她，并不知道自己遇到了

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被收

养的，而养父未婚、家境越来

越困难，已无力扶养她。失去

听力之后不久，她被养父的

妹妹闫勤霞接到家里，本应

该是姑父姑母的张志军和闫

勤霞，承担起给她看病、养育

她、供她读书的责任，成了

她新的养父母。佳佳用手语

说，她是幸运的，虽然看了

很多医生、吃了很多药，用

坏了好几个助听器听力也没

有恢复，但是，父母和家人

对她都很好，特别是张志军

的女儿张潘为了和她交流，

自学了手语，她们两个年纪

相仿，从小在无声的交流中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她们一

起认字，一起看书，一起用手

语争吵嬉闹。4 年前，张潘

去咸阳中医学院读书，她们

隔几天就要在微信上相互鼓

励，交流感情。

佳佳的眼睛很特别，两

个瞳仁的颜色不一样，一个

是深棕色，一个是蓝灰色，她

曾经为此很不自信，认为自

己和别人不一样，她面对记

者，羞涩地垂下眼睑。当记者

指指她的眼睛并向她竖起大

拇指时，她又开心地笑了，和

老师杜晨一起用手语告诉记

者有关她更多的故事。

2011 年，10 岁 的 佳 佳

跟随张志军来到了宝鸡虢镇

特教学校。张志军把她交给

老师时，小声对老师说 ：“娃

没离开过家，认生，老师多关

照。”佳佳哭了，用手语告诉

父亲，让他放心。

三年时光转瞬即逝，佳

佳长高了，也学了一些知识，

会认会写很多汉字。2014

年 2 月，她随着其他听障孩

子一起来到宝平路上新建的

宝鸡特殊教育学校。这所学

校不收学费，还有生活补贴，

教学楼里外都是五颜六色，

像一座梦幻城堡，佳佳非常

喜欢。

人总要长大，需要学习

将来能养活自己的技艺。学

校与凤翔泥塑胡新明工作室

签订了办学合作协议，这些

听障孩子学习绘制凤翔泥塑

中的挂虎。佳佳之前没有一

点儿绘画基础，她在老师的

指导下，一遍一遍在纸上描

摹，然后细心地用毛笔勾画、

填色，美术老师杜晨、陈莹惊

讶佳佳的进步之快，而且她

画得非常细心，描摹的挂虎

很是灵动。除了画挂虎，佳

佳还学习超轻泥手工艺品制

作、衍纸画、语文、数学、街舞

等等。她的生命在无声的世

界里，一天天充满着成长的

能量和希望。

听不到音乐，怎么跳街

舞? 原来她和同学们是在舞

蹈老师王雅婷的手势指导中

学习一个一个舞蹈动作的，

而且老师脸上总是洋溢着热

情的笑容，随着手势的变换，

一个个复杂的舞蹈动作便

深入到她们的心中。当她听

老师说要给记者跳一段他

们自己编排的街舞《青春你

我》时，高兴地回头看了记

者一眼。她知道自己跳舞一

定很好看，每个动作中都有

她对于生命的强烈情感。看

着她很用力地跳着她钟爱

的舞蹈，还有她充满表现力

的脸庞，记者被深深感动了。

这是和我们不一样的孩子，

却对艺术有着更加浓厚的热

爱和执着。音乐虽然不能流

进她的耳中, 依旧欢乐了她

的笑容！

2017 年的助残日，在佳

佳心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当时有一位同学不幸患了

肾病，学校把听障孩子们制

作的 100 多件超轻泥手工

艺品，摆在宝鸡市民中心的

广场上义卖。佳佳和 20 多

名同学在时任校长智淑贤、

副校长蒋志瑛的带领下，向

过往市民推荐这些艺术品，

结果当天义卖了一万多元，

人们根本不问价钱，纷纷慷

慨解囊。面对这些好心人

的举动，佳佳抑制不住感激

的心情，和同学们深深地鞠

躬致谢。当她看到那名同学

的家长拿到大家义卖的钱

感动的神情时，她觉得很开

心，原来自己也是有用的，

也可以用微薄的力量帮助

别人！

佳佳每次回到千阳老

家，都喜欢看地里生长的麦

苗和山上的羊群，它们吸满

水分、吃饱青草，就会努力生

长。今年 6 月，佳佳将从特教

学校毕业，毕业后干些什么

呢？班主任刘仙明是她的数

学老师，也是一位心理指导

老师，他多次与她“谈心”，

告诉她好几条可以选择的道

路，鼓励她勇敢地走进社会，

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那天早上飘过一阵细

密的春雨，空气中有一股青

草的香甜，结束采访后记

者准备离开，从后面跑着

追上来的佳佳把她勾画的

两张挂虎图片递过来，一张

黑白，一张彩色，她秀丽的

脸上满是期待。记者伸出双

手，竖起两个大拇指往下压

一压，这是手语“谢谢”的意

思，佳佳看懂了，她连忙摇

着双手，笑得如三月的迎春

花一样灿烂。

巧手剪出“民族花”
毛丽娜

5 米长卷徐徐展开，土

家、黎、佤、畲、拉祜、东乡、

景颇、仫佬、裕固族……一

幅幅栩栩如生的民族人物

肖像作品，经民间剪纸传承

人白召凤之手诞生。近日，

白召凤用手中的剪刀将生

活在千阳的 24个民族的人

物肖像剪成《千阳民族人物

剪纸》作品，该作品一经展

出，就收获无数好评。

千阳县是中国民间艺

术刺绣之乡、民间工艺美

术之乡，被誉为三贤故里。

据了解，全县有 24个民族，

其中少数民族 23 个，包括

回、蒙古、藏、维吾尔、苗、

彝、壮、布依、满、侗、瑶、

白、土家、傣、黎、佤、畲、拉

祜、东乡、景颇、仫佬、羌、

裕固族，少数民族 1748 人

生活在这片热土上。

66岁的白召凤是千阳

民间剪纸技艺传承人，她见

证了各民族群众血浓于水

的深情厚谊。“草碧古镇上

的好媳妇马麦里言，新疆

人，多年如一日服侍偏瘫的

婆婆，她的孝心感染着周边

群众；隆冬时节跳进千丰

渠，救起 10 岁回族男孩的

好青年罗亮亮……”各民族

团结进步、亲如一家的故

事，白召凤如数家珍。

“中国有 56个民族，生

活在我们千阳的就有24个，

我感到既好奇又兴奋，就想

用手中的剪刀把这些民族

人物肖像剪出来，让更多人

知道，也希望各族群众在党

的领导下更加团结，生活更

加幸福。”白召凤说，“我上

网查询这些少数民族的人

物特点，藏族女性以长发为

美，‘巴珠’这种头饰最为典

型；苗族女性佩戴的银饰最

为丰富；蒙古族女性有缠发

髻的习俗，剪纸应突出华丽

热烈的风格……”“画画、剪

剪、改改，每个民族人物都

反反复复剪了好多遍，有的

人物肖像及佩饰精美繁复，

稍不留神就前功尽弃了，

最多时一幅作品剪废了 13

次。”白召凤对笔者说。

在白召凤手里，这些

普通的红纸像被施了“魔

法”，剪出的彝族姑娘、畲族

姑娘、苗族姑娘睫毛清晰可

见，传神的表情仿佛就在现

场一般。历经半年时间，在

白召凤的辛勤努力下，长

5.4 米、高 0.25 米的《千阳

民族人物剪纸》作品终于完

成。相关专家审视后一致认

为，这些作品工艺精湛、人

物传神，是千阳剪纸艺术的

精品之作。 

西府
影像

佳佳的          世界
本报记者  张晓燕

声无

老师给佳佳 （左） 讲解构图和色彩

佳佳心中有一个舞蹈梦

佳佳 （中） 和同学一起做衍纸画

佳佳给挂虎认真填色 三个月后就要毕业了，佳佳吃饭时都在想心事。

白召凤和她的剪纸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