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说，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有他的存

在意义，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他说，聋

人和听人（具有正常听力者）的融合并

不是单方拼命追赶，而是在你追赶的时

候，对方也在向你奔跑；他说，聋教育是

我一辈子的梦想和牵挂，我想发一些声

音，属于聋人内心的声音，让我们的声

音不被淹没……他是青海省聋人协会

副主席、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首位考入

大学的毕业生、90 后信息无障碍工作

者王生全。

蚕蛹在脱壳之际，会奋力蠕动身

躯，将厚厚的壳脱下，变成轻盈的羽蝶

飞走，它不再受限于那个“不能动”的厚

重壳子，不再被自身困住，而是变成了

新的自我，飞翔在自由里。

2023 年金秋，我通过笔谈、借助手

语翻译人员的帮助等形式与王生全进

行了多次交流。从王生全身上，我感受

到了一种信念——不被环境所困，不被

那些自我附加亦或是他人附加的“茧

房”所困，而是努力活出自我的本色，找

到自己的方向，体验新生命带来的广阔

和自由。

大学梦

一 切 要 从 八 岁 的 那 场 脑 膜 炎 说

起。王生全记得那年自己发烧，妈妈带

他去乡村诊所看病，乡村诊所条件简

陋，于是又去了镇上的医院，医生给他

打针后他睡着了。醒来时发现自己躺

在医院里，看见妈妈在哭，看见周围的

人走来走去，世界很安静，他以为自己

在天堂，后来才知道，他没有去天堂，而

是失聪了。

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无法接受这个

现实。八岁之前，他是村里爱说爱笑的

“活宝”，八岁以后他开始沉默寡言、独来

独往。出生于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极乐

乡的他，九岁那年，和家人一起来到大通

县特殊教育学校，何惠兴老师接待了他

们，了解情况后何老师对家人说：“你们

放心，这个孩子就交给我了。”何老师不

仅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

爱，还经常推荐书给他看，鼓励他写作

文。记得王生全人生第一次写作文，写

的是《我的妈妈》。妈妈来接他的时候，

办公室里，何老师把这篇作文读给妈妈

听，妈妈不识字，听完后她哭了，那篇小

作文非常真诚感人。后来，在何老师的

推荐下，他的三篇小作文都在校刊上发

表了，这给了他极大的信心和鼓舞，心中

也播下了写作的种子。

2010年，他到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

继续求学，每个周末都会有大学生志愿

者来学校和他们交流玩耍。有一次，一

个哥哥问他：“你的梦想是什么？”他说：

“我不知道。”“你想考大学吗？”“考大学

有什么好处？”那个哥哥就写了一段话给

他：“大学能带给我们更多的知识、更广

的人脉、更开阔的视野，最重要的是更有

深度的思想。我以前学习也一般，但高

考发挥比较好，考入了青海大学，这才有

机会和你相见。这世上存在奇迹，你的

体内蕴藏着无限潜能，所以要相信自

己。”那张写有这段文字的黄色硬质牛皮

便签纸，他一直保留着，“相信自己”这句

话钉在了心里，从那时候起，“大学梦”就

在王生全的心中发芽了。

高中那几年，他每天学习十几个小

时，一半在课堂，一半自学。经常学到

半夜一两点，白头发都多了不少。聋人

上大学是参加全国聋人单招考试，报名

之际他一个人去网吧查资料，确定了报

考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原中州大学），再

拿着报名表去各个单位盖章子。报完

名后他和爸爸坐火车去郑州参加单招

考试，他看到公布的考试信息上只有他

一个青海籍考生。考完后回到学校，老

师们对他说：“无论你能不能考上，我们

都为你骄傲，因为你是我们学校第一个

报名参加大学考试的学生，你已经勇敢

地迈出了第一步。”听到这番话，他很感

动：“当时就一个想法，我一定要试一

试，哪怕考不上。我不怕失败，我怕的

是自己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

2015 年，通过个人的不懈努力，他

成为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建校以来第

一个考入大学的学生。自他之后，陆

续有多名学生报考大学，截至目前，西

宁 市 特 殊 教 育 学 校 已 经 有 46 位 毕 业

生考入大学。学弟学妹们从他身上看

到，聋人的身份并不是圆“大学梦”的

阻碍，真正的阻碍是内心深处连“试一

试 ”的 勇 气 都 没 有 的 恐 惧 ，是 妥 协 命

运、怯于挑战的自我桎梏。

新生命

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活在自我认同

的迷茫里，对自我的身份无比迷茫，“聋

人、残疾人、笨蛋……”这些标签伴随着

他的童年。

转折发生在 2012 年的夏天，初三

即将毕业，他参加了由山东省爱聋手语

研究中心赴西宁主办的夏令营，“爱聋”

是由为中国手语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的林勉君老师创立，是一家致力于聋人

服务的机构，他至今记得林老师问他

们：“你是谁？”“聋人、残疾人。”他和同

伴们这样回答。“你们是聋人，但并不代

表你们就低人一等，你们只是多元人群

的一种，就像世界有多元文化一样，这

世上不只有听人，还有聋人、盲人……”

这是第一次有人问他“你是谁？”也是第

一次他问自己“我是谁？”

夏令营的最后一天，他和伙伴们上

台表演的节目名为“我的梦想”。那次他

们是表演给自己，给聋人群体自身，他们

释放了内心深处关于“梦想”和“自我”的

张力、郁结，他记得表演完后，同学们都

哭了。林老师告诉他们：“梦想是珍贵

的，你们的梦想会成为你们人生中宝贵

的财富，我在未来等你们。”林勉君老师

于 2019年逝世，她把一生都奉献给了聋

人，“爱聋”的理念是“博爱、理解、尊重、

融合”，即用博爱的心理解聋人，尊重聋

人，让聋人生活得更融洽。斯人已逝，但

林老师“爱聋”的精神种子却流传了下

来，洒在了许多人包括王生君的内心，结

出了丰盛的籽粒。直至今天，“爱聋”依

然通过手工皂作坊、早餐车等形式为聋

人群体就业等提供多元化服务。2018年

大学毕业后，王生全兑现了和林老师的

约定，进入“爱聋”工作，以工作人员的身

份，参与了山东省爱聋手语研究中心文

案策划、文稿撰写等工作，和林老师共事

了一年多。

他说，很多人对聋人的刻板印象总

是与“残疾、缺陷”有关，却忽略了聋人作

为拥有自己独特语言文化体系的群体

性、精神性。那次夏令营让他开始重新

审视自我，审视聋人身份，也揭下了多年

来别人抑或是自我贴上的标签。他开始

意识到原来自己只是拥有了一个新的身

份，开启了一段新的生命旅程，原来新的

生命也有诸多好处：可以安静做自己；有

机会学习手语这门独特的语言；能深入

体察聋人群体的内在精神、文化观念，拥

有和听人世界不一样的生命体验……当

然，身份认同的转变经历了漫长的沉淀

和学习，正如他所言：“身份认同的实现

不是在哪个瞬间，而是在不断的经历和

经验中形成的……慢慢对自己所处的聋

人族群文化产生了一种亲切的自信，不

再觉得那是一种自卑和丢人的现象，而

是我们这个群体丰富的内在精神。”甚

至，他谁都不恨了，不恨当年那场疾病，

不恨命运，他终于和自己，和“聋人”这个

身份和解了，张开怀抱，拥抱命运给予他

的新生命。

聋教育

对王生全来说，人生中最快乐的时

日，是在大凉山支教的日子，就像鸟儿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空一样，他在支教

中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归属。

2020 年，他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

治州西昌市特殊教育学校支教，学校

有 160 多 名 聋 生 ，第 一 学 期 他 带 体 育

课、劳动课，后来学校见他教得好，孩

子们也喜欢他，就让他当班主任并带

语 文 课 。 他 带 的 六 年 级 有 14 名 聋

生。他不仅是孩子们的老师，更是知

心的朋友，孩子们热衷和他分享生活

的零零碎碎，甚至连“某某喜欢某某”

这种“小秘密”都会拿来跟他分享。在

特校，孩子们都喜欢手语好的老师，正

如 南 非 前 总 统 纳 尔 逊·曼 德 拉 所 言:
“如果你用一个人自己的语言跟他交

流,他会记在心里。”聋生都很单纯，他

们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位爱笑、爱玩、爱

学 习 的 大 哥 哥 。 孩 子 们 最 喜 欢 做 游

戏，他就带他们做各种各样的游戏，一

起“疯玩”；看到孩子对读书的热情，他

就成立了读书会，通过手语故事比赛、

作文小组等，让课余时间丰富起来；有

一个小姑娘，经常哭鼻子，后来他发现

给她拍照的时候，她会很开心地露出

笑 容 ，对 着 镜 头 比 划 出 一 个 大 大 的

“耶”，他就常常给她拍照……

有一个九岁的小女孩，有一天突然

请假跟着爸爸离开了，过了一周后才回

来，他才知道小女孩的妈妈去世了。那

天，他坐在大树下，小女孩跑过来说：“老

师我给你跳个舞吧。”他说：“好呀。”于是

小女孩拉着同伴给他表演了一段舞蹈。

表演结束后他夸奖道：“跳得真棒。”小女

孩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他问：“你上周

怎么没来学校？”小女孩低着头说：“我回

家了，找不到妈妈，爸爸说妈妈睡着了。

我不信，我去喊妈妈，她不理我，晚上我

自己在被窝里哭。”他很自责，觉得不该

问这个问题，就指了指天空对小女孩说：

“妈妈变成天上的星星了，在天上陪着你

呢。”要离开大凉山时，小女孩问他：“你

要走了吗？”他点点头：“你要好好的，我

过两天来看你。”小女孩说：“好。”几分钟

后，他看见她别过头去，在擦眼泪，半晌

才说：“你骗人。”

他依然记得那颗糖。一天上晚自习

时，男孩木呷把他叫到楼道里，神神秘秘

让他伸出手，他照做了，一颗糖就那样放

在了他的手心里。他有些诧异：“哪里来

的糖？”木呷说：“是我帮某某老师打扫办

公室，那个老师给的。你要走了，我想送

你点东西，但是写信也写不好，想买礼物

也买不到，只有这颗糖了。”他握着那颗

糖，心里很不是滋味，男孩离开后，他一

个人在楼道里哭了。后来，那颗糖他一

直没舍得吃，藏在书柜里。因离家太远，

父母年迈，一年之后他不舍地离开了那

里。每年教师节、春节，他都会收到孩子

们遥远的祝福，“我该去看看他们了”，讲

到这里时，他突然说。

2017 年他开设了个人微信公众号

平台，取名“葬音”，截至目前共推送原

创文稿近 40 篇，几乎所有的推文都与

聋人相关，多篇文章点击率过万，被“守

语者”“残障知音”等平台转载。他说

“葬音”的意思是，呐喊出聋人内心被埋

葬的声音。2021 年，他进入大通县特

殊教育学校从事手语教学工作。后因

学 校 生 源 减 少 ，2022 年 进 入 某 文 化

传播有限公司。目前，他和伙伴们正在

积极致力于“天语云”在线手语翻译平

台的建设和推广，这是一个手语翻译平

台，可以让更多聋人以及听人了解手

语、运用手语，实现聋人之间、听人和聋

人之间更高效的沟通。他说，他的“聋

教育”梦想从未变过，无论是去支教当

老师，还是开设个人公众号，亦或是从

事信息无障碍工作，都是致力于为更广

阔的聋人群体提供服务，正如他所言：

“聋教育是我一辈子的梦，我想发一些

声音，属于聋人内心的声音，让我们的

声音不被淹没，这虽然很难，但我做好

了为之奋斗终生的准备。”

雪融容

据不完全统计，青海省目前有 8 万

名聋人，全国有 2700 多万聋人，目前国

家对聋人在入学、就业、公共生活等方

面提供了多项政策支持，但隐形的歧视

和“有色眼镜”依然存在。王生全还记

得某次去银行柜台办理业务，感受到的

那种寒凉——当他试图告诉对方自己

是“聋人”时，对方不耐烦地挥手让他

走，让他带一个“健全”人过来翻译。有

一个特校同学，多年未见，再联系时听

说对方被“抓进去”了。王生全去探视，

同学说，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很多单位

听说是聋人就不要他，后来去外地看到

一则招聘广告就去了，原来那份“工作”

就是举着“爱心牌”到公共场所，利用聋

人的身份欺诈式讨钱。他对同学说：

“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后来听说

那个同学出来后去了一个厂子工作。

当然，他也一生都铭记着，那些不因自

己是聋人，就把他排除在沟通交流队列

之外，而是努力用写字等方式和他沟通

交流的人们。某年作家大冰在郑州举

办签售会，他很感兴趣就参加了，周围

都是听人。旁边一位陌生的小姐姐主

动用手机把会场的信息，逐字逐句打给

他看，他一直记得那位小姐姐和那天的

签售会。

如何真正关注聋人群体所思所想，

让聋人对自我身份产生内心认同和接

纳？如何发挥手语这门语言的独特功

用，真正实现无障碍沟通？这些问题的

解答，需要聋人和听人共同发力，正如

真正的沟通和融合，一定是双向奔赴

的。曾雅雯和王鹏茹是刚刚从郑州工

程技术学院特殊教育专业毕业的听人，

也是本次采访面对面交流环节的手语

翻译员，全程她们用口语“说”出王生全

的手语，再用手语将我的话翻译给王生

全，流畅自如。两位姑娘说，考大学时

报考了这个专业，“能够用手语服务聋

人以及听人，我们觉得很有价值。”采访

结束后，两位姑娘教我手语“谢谢”——

两只手的大拇指相对，弯两下第一指

节，正如两个人相对而立，互相谦卑地

弯下身子，鞠躬致敬。

2022 年北京冬季残奥会的吉祥物

是雪融容，寓意是“点亮梦想”，而这届

冬奥会的主题是“一起向未来”。是的，

只有一起发力，才能面向更广阔的未

来。王生全在《你努力靠近的样子，像

极了那只雪容融》一文中写道：“我们希

望我们的努力得到的不是‘你可以加入

我们了’这样被高高在上的俯视者认

可，而是在我们努力的时候，对方也会

走过来笑着说：‘我们一起努力’，然后

一起向前奔跑。”他还说：“总会有那么

一天，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都会像冰墩

墩和雪容融那样，手拉手，带着梦想和

希望，一起奔向未来。”

全世界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

被称为生命“禁区”，而一群看起来弱

小的鸟——蓑羽鹤，却延续着千百年

来早已印刻在基因中的迁徙路线，无

畏强风暴雪，无畏旅途的艰辛，年年勇

敢地飞越“世界之巅”，回到温暖的南

方繁衍后代。专家说，其实蓑羽鹤去

往南方，也可以选择不飞越珠峰、较为

容易的路线，但蓑羽鹤们却从来没有

更改过迁徙路线。或许对于蓑羽鹤来

说，珠峰就是它们命中注定要飞往的

山。

王生全很喜欢鸟，他的微信头像、

公众号头像都是鸟，他说自由飞翔的鸟

儿令人羡慕，因为它们找到了自己的天

空。或许，无论是听人，还是聋人，每个

人生命中都有要飞往的“珠峰”、要跨越

的艰难、要实现的梦想……只有如蓑羽

鹤一般，拥有尝试的勇气，才能自由地

飞翔；只有如蓑羽鹤一般，用群体的力

量抗拒“生命禁区”的风暴，才能面向更

广阔的未来。

是的，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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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 4 月，青海省文物考古队在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街子镇托隆都村的

阿哈特拉山山顶发现了一片青铜时代

卡约文化墓地，共清理青铜时代墓葬

217 座，出土文物万件以上，这件大角

盘羊纹彩陶罐就是其中之一。彩陶罐

高 13.2 厘米，口径 14.1 厘米，腹径 17.8

厘米，底径 6.5 厘米，为泥质红陶。器

表下腹部以上涂有一层红褐色陶衣，

陶衣上绘黑彩。口沿内侧绘有一圈折

线纹，颈部绘有一圈平行双线纹，内填

连续“人”字纹，上腹部绘有两组立姿

大角盘羊纹，一组三只，形态逼真，形

象生动。两组大角盘羊纹间以“田”字

纹隔开，“田”字纹亦有两组，一组三

个，其中一组“田”字纹中间的一个为

“田”字变形纹。该件彩陶罐的双耳从

口沿处延伸至颈部，双耳外侧绘有鱼

形“田”字变形纹。根据发掘资料，这

种 大 口 双 耳 罐 出 土 时 罐 内 多 盛 有 兽

骨，少数还放有粮食，因此它主要是用

来盛肉类食物的。

古 代 青 海 等 地 生 活 着 羌 人 ，《说

文》解释：“羌，西方牧羊人也。”羌字从

羊，是由“羊”“人”两部分组成。羊是

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也是远古

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资源之一。阿哈

特拉山墓地发现了大量羊角作为随葬

品放置在馆板上和二层台上，以作为

财富的象征。羊是如此重要，当时的

陶工在制造彩陶时，会自觉或不自觉

地把对羊的信仰、风俗体现在自己的

作品之中，这件大盘羊角纹彩陶罐体

现了先人的羊崇拜。

全国很多地方都出土过有羊图案

和造型的文物。羊崇拜图的彩绘最早

出现在甘肃出土的彩陶罐上。甘肃省

兰州市红古区红山大坪遗址，是典型

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里发现了造型

精美绝伦的折线圆点双耳彩陶壶，腹

部绘盘羊角图案，清晰细致。在内蒙

古赤峰市的红山区夏家店下层文化遗

址中也发现了距今 4000 年左右的玉器

羊图形和彩陶罐上的羊图形。在湖南

宁乡县出土有商代青铜器四羊方尊，

上有盘羊头图案。四川广汉三星堆出

土的商代青铜龙柱型器，又称羊角龙

柱；晋铜兽面，又称羊角兽；通天神树，

又称羊角神树。

如今，在四川的羌族服饰上经常

能见到盘羊图形装饰，京剧、川剧、傩

戏等戏曲演出服装上仍有许多盘羊图

案。在成语典故里，与羊有关的就有

近百条，如爱礼存羊、亡羊补牢、担酒

牵羊等。三羊开泰、吉祥如意等祝福

用语也广为流传。中国的羊文化从远

古延续至今。

□黄志成

卡约文化大角盘羊纹双耳彩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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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王生全给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上课。

在“手语讲国学”阅读活动上。
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特殊教育学校支教期

间和学生在一起。

王生全与何惠兴（左）、林勉君两位老师合影。

本文图片均由王生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