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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嗷嗷待哺
妈妈撒手人寰
父爱如山
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天

当我们睁开惺忪睡眼
他的微笑就是旭日阳光
锅碗瓢盆交响曲
就是他最悦耳的音旋
粗针大线的缝连
就是犁铧浅唱低吟的月光
旺旺的灶火
燃尽了他的痛苦与惆怅
只剩下我们
只剩下苍茫

多少次把我们的泪水
守候成坚强
多少次把我们的绝望
拨开氤氲看到曙光
多少次把一排排倒下的庄稼
轻抚成了诗行

于是——
父亲的期盼是扶手
我扶着它浪迹天涯志可酬
父亲的肩膀是扶手
我扶着它学会展翅和翱翔
我出嫁时父亲离别的一滴眼泪

是扶手
我扶着它酸甜苦辣不言愁
父亲的风骨脊梁是扶手
我扶着它历经风雨笑春秋

寒鸦绒羽御严冬，
老路寻城却不同。
整洁卫生无脚落，
田边茂树去栖拥。

父母现在都已近90岁高龄了，两个人
都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从小生活在农
村，一辈子没有离开他们热恋的土地，饱尝
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也见证了中国农村70
年来历史性的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农村
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每年在两位老人的生
日寿宴上，父母都会反复述说这几句话：

“现在生活真好，还是共产党好，从来没听
说过这样好的社会呀！”

父亲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
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经历了血与火的洗
礼。村上和父亲一同去战场的有7位战士，
其中4人长眠在异国他乡。父亲亲眼目睹了
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瞬间变成了一具具尸体，
所以，他从来不怕死，对死亡看得非常轻。

父母常和我们说起解放前兵荒马乱、老
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的事，由于饥饿，人们把
不能吃的东西都吃到了肚子里，许多人被活
活饿死，母亲的一位远房亲属就是趴在自家
的锅台上饿死了。死前，她的一只手在努力
地伸向眼前的锅里，想去抓些吃的东西，其
实锅里只有一些水而已，一粒米都没有。对
于父母来说，填饱肚子就是最大的幸福，从
来不奢求什么大鱼大肉。

岁数大的人总喜欢回忆过去，把自己过
去的点点滴滴讲给晚辈听，有时父亲会总结
性地对我说，他这一生有3个没想到。

其一是1983年村里搞包干到户，作为
生产队长的父亲和村民一样都不相信，在他
们的脑海里这就是搞资本主义，国家的土
地、牲畜、农具都分给个人，可能吗？这哪
是社会主义？当他看到人们真的牵着马牛、

扛着农具回家时，他的心在淌血。作为村里的管理者，他从来没想到会有这
么一天。但是在随后的几年里，父亲看到承包后的村民比吃大锅饭时劳动积
极性高涨了百倍，人们起早贪黑的在地里劳作，用不着别人做思想工作，非
常主动地把汗水洒在自家的田地里，思想前卫的农民还弃用了牛车，买回了
拖拉机，个人家庭有了大型机械，为承包更多的土地提供了保障，特别是当
他看到20多户农民生产的粮食就比过去一个生产队产的粮食都多时，父亲
由衷地赞叹：“共产党有眼光、有魄力、有能人啊！”

其二是2006年父亲听人说以后种地要免税了，起初父亲不相信，他有
自己的一套理论，他坚信，自古以来就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种地就得交
税，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想白种地，打死都不相信。十几年过去了，种地不
但不交税，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补贴，让农民确实得到了实惠。国家又相继
出台了许多惠民政策，例如，退耕还林、泥草房改造等政策让老百姓终身受
益。为了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国家又修了村村通，每个村都修了水泥路，
过去自己家屋地打个水泥地面都是奢求，现在一个小村庄里水泥路就有许多
条，雨天走在外面鞋都不粘泥，父亲总是感慨地说：“现在的村庄比自己家
建的都好，都是托共产党的福啊！”

其三是有连年递增的退休金做保障，生活没有后顾之忧。原来认为只有
国家干部才能享受退休金待遇，现在农民也有退休金了，两位老人原来认为
长寿没有用，在经济上完全依赖子女，会给孩子们添麻烦，现在有了退休
金，到医院看病还能报销大部分费用，每月花不了的钱还能拿出一部分给孙
辈们花，母亲总是乐呵呵地说：“从来也没想到，老了还能坐在炕头上数钱
花，国家政策真好！”

闲暇时，父母总是在房前屋后走一走，看着父亲的背影，母亲对我说：
“你父亲现在怕死了，他想再多活几年，一直活到100岁，我琢磨着就是生
活好了，他想好好享受享受。”

是啊，国家富强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所有人都想益寿延年，享受
一下丰硕的果实，“有梦就有蓝天，相信就能看见。”只要我们团结在党的周
围，坚定信念，树立实干精神，开拓创新，伟大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
现。到那时，我们都会生活在如诗如画的祖国怀抱中。

好好活着，美好的生活在等着我们！

每个生命体都是独一无二，都会以各自不同的状态存在并对世
界产生影响。而能焕发出耀眼之光的，则是其内在的思想与不朽灵
魂所产生的热量，当热量达到一定程度时，生命意义与价值被重新
认知与定位。有的人就拥有这样的热量，哪怕是被厚厚的冰层封
冻，他依然会以火山喷发的壮丽改写人生，用生命迸发出的热量，
温暖世间的坎坷与悲情。这是笔者在读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王
甲、李进著的《不可阻挡：用眼睛书写生命》一书后的最大感悟。

从白城走出去的80后王甲就是这样的人，以坚强的毅力、无
私的大爱撑起思想与灵魂的风帆，如一艘破冰船冲破疾病对身体的
桎梏，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走进冰封的生命，听见花开叶语之声。翻开《不可阻挡：用眼
睛书写生命》一书，走进渐冻人的世界。书中的主人公也是该书的
第一作者、从白城走出去的80后渐冻人王甲，他用近15万字的朴
实文字讲述了关乎生命、关乎自己既鲜活而又凝重的话题。他以常
人无法想象的坚强毅力，用自由的思想与灵魂，突破了疾病对身体
的桎梏，创造了生命的奇迹。2012年，他被评为年度“北京榜
样”。2013年，宋庆龄基金会旗下设立了“王甲渐冻人关爱基金”，
以此关注、帮助更多的渐冻人症患者。他与疾病抗争的坚强、心怀
感恩而回馈社会帮助他人的义举，汇成了动听的生命乐章，给人以
激励、感动，从而感召更多的人重新思考人生，以感恩和奉献的方
式回馈社会。

物理学家霍金曾经是王甲的病友。正如霍金生前给王甲的信中
所写：“将您的目光放在残疾不能阻拦的事业上，并且坚定地将它
做下去，不要因为病痛的束缚而感到颓唐沮丧。身残志坚，这正是
我送给您的忠告。”已然突破当初医生所定生命大限的王甲，依然
奋力行进在生命的路途中，发挥着激励他人、奉献社会的生命价

值，用自身证明了信念与思想具有无穷的内力与感染力。
王甲自2007年患病后，选择了与命运抗争。他借助一台特制

电脑，通过网络进行创作并与更多的人交流。这台特制电脑操作相
对简单，只需要用眼睛盯着就能工作，王甲可以选择自己想说的话
打在上面，但是打字的速度比普通人要慢很多，通常十来秒甚至更
长时间才能打出一个字来。患病以来，王甲坚持创作了100余幅平
面设计作品，撰写了两本约40万字的励志书籍和200余首诗歌，参
加了数十场公益活动，把自己的作品拍卖所得捐给地震灾区和脑瘫
儿童……

“你是真正的钢铁战士！你鼓舞了我们所有的人，也振奋了所
有的人。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段来自宋庆龄基金会原主席胡
启立对王甲的定位与评价。王甲能得到如此的评价，是因为他用年
轻的生命谱写着不一样的人生和境遇，奔跑是为了跟上梦想的步
伐。

通闺年最少，才俊罕能双。王甲出生在白城市一个普通工人家
庭，母亲曾在纺织厂工作，父亲是一名铲车司机。喜欢读书的父亲
为了培养儿子，与妻子以严父慈母的角色倾注了全部心血与精力。
因为王甲初学写字展露了的天份，让他从7岁开始学书法，由于天
资聪慧又肯于苦练，短短两年内作品就多次获奖，曾获白城市书法
大赛“十佳少年”；10岁加入中国青少年书法家协会；15岁作品入
选《跨世界中国艺坛奇才》。考入东北师范大学视觉艺术学院的王
甲，因1.8米多的健硕身材、优秀的学习成绩及痴迷书法和音乐，
在4年的大学生活中被同学称为“上帝宠爱的王子”。

男儿志在四方，北漂步履铿锵。大三的学习生活一结束，阳
光、自信、乐观的王甲就背个包独自到北京寻找实习工作的机会。
当时，怀着只有留下来才能实现人生目标的王甲，先租住在不足5
平方米且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他每天早出晚归找工作，3天后，
王甲凭借优秀的个人条件成为中国印刷总公司的实习生。从此，他
每天骑着自行车从大栅栏住地出发到东四十条实习单位上班。在工
作上，为了追求设计的完美,他可以熬上通宵,困了就用冷水洗把
脸,继续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后,实习中的他在2000人
的面试中突出重围进入设计部工作。半年后,他落实了北京户口。

仅仅过了一年,王甲因业绩突出，被提拔为设计部负责人，此时的
王甲可谓前景一片光明。他暗下决心要在北京打出一片自己的天
地，然后将老家的父母接到北京生活。

生命突遭变故，泰山压顶之重。2007年，在王甲踌躇满志规
划着幸福人生的时候，不幸悄悄降临。原本身体健硕的他，却在当
年的10月末被确诊患上肌萎缩侧索硬化症，也叫“渐冻人症”，英
文简写ALS。此病不影响智力、记忆和感觉，早期没有具体症状。
但随着病情的加重，患者的肌肉会逐渐萎缩无力，会出现全身肌肉
萎缩和吞咽困难，最终导致呼吸衰竭并危及生命。医生告诉王甲这
种病发展迅速，从发病开始，存活时间约2至5年。这一诊断令雄
心万丈的王甲瞬间跌入深渊。生命应何去何从？从被确诊开始，震
惊、徘徨、无助犹如一座大山压在王甲和父母的身上，难道在疾病
摧残中结束生命吗？绝望、痛苦填充了最灰暗的日子……2008年5
月12日汶川大地震，当看到电视中关于灾区现场的报道，王甲泪
流不止，顿悟到了生命的真谛，因此改变了他的人生，给他带来了
心灵的浴火重生。他从羞涩的囊中拿出200元钱捐给灾区，之后源
自心灵的驱使，他拿起毛笔、打开电脑为灾区设计公益广告……王
甲精心创作的作品被采用，他将所得的3000元设计稿酬全部捐给
灾区。

助人者得他助，志愿者成亲人。在汶川地震那段时间，王甲忘
记了自己的病痛，全身心投入到力挺“中国人的脊梁”的队伍中，
令自己重新领悟到了生命的真正价值。就这样，虽然王甲的病情依
旧在持续恶化，除了右手的中指还能用上劲，其他的手指都变得无
力。即便如此，王甲却因源自内在的力量开始重燃生命之火，依旧
坚持创作诗文和设计作品，在网络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随
后的日子里，王甲通过网络认识了爱心人士“清净之莲”、义工金
颖及其母亲等，这些好人善举给了王甲坚持的动力。尤其是虹妈，
被王甲称为妈妈的善良母亲，她常亲自带着王甲四处寻医救治。为
给王甲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她和爱人出资为王甲租了套大房子，
令王甲的生活及创作得到了良好的保障……生命本身就是个奇迹，
是父母和好心人的爱温暖了王甲那颗即将冰封的心,让仅靠用眼睛
控制电脑与外界沟通、靠胃造瘘吃下食物的王甲有了坚守的力量。

王甲用坚韧诠释生命价值和尊严之举，感动了很多人，引起极
大的社会反响。王甲的故事通过《鲁豫有约》节目及其他媒体，形
成一面旗帜凝成巨大的正能量，感染着更多困境中的人。

笔者阅读此书后，对生命有了更深的感悟。这不仅是来自王
甲，更震撼于那些给予王甲帮助的好心人和志愿者。这些来自社会
的大爱力量，暖化着王甲渐僵的躯体，从而令王甲能汇聚无穷的能
量在内心形成“火山”，这座“火山”在支撑他生命的同时，也不
时喷发出灼人的热量温暖更多的人。笔者身为一名志愿者，在《不
可阻挡：用眼睛书写生命》一书中，更加体悟到公益志愿服务给社
会带来的巨大力量。如今，在白城这片土地上，公益志愿服务工作
如火如荼的开展着，悄无声息中令无数在困境中的人得到帮助，这
就是一种向善向上的力量，给无数个同王甲一样，在困境中生活的
人送去了希望，诠释着生命和公益事业的最深意义。

愿王甲这位从白城走出去的年轻人，这位被授予“身边雷锋·
最美北京人”标兵能在生命与公益的路上长行、常青。

冲破冰封的“火焰”
——读《不可阻挡：用眼睛书写生命》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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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到清明节了，王志来到了陈家店看嫂子，并带来
了二哥王宾的口信：让长久去开通县，参加骑兵中队当
通讯员。

“他三叔，你看能行吗？”李凤英问王志。
长久今年18岁了，也是个成年人了。骑兵中队

是共产党的队伍，我看共产党和别的党不一样，他们
走的是正道，你看他们才到开通县几个月，就把老百
姓的心征服了。就说我们铁路上的这些人吧，共产党
也就接管了几个月，现在人人都快成共产党了。他们
做的事就是让你觉得在理，他们说的话句句能说到你
心里头。他们有一种能耐，只要你接触上就让你觉得
亲，接触一段就会让你觉得脱胎换骨了，让你长了三
头六臂了。我二哥参加了这支队伍，我看他是这辈子
第一次走上正道了。我
唯一担心的就是怕他这
几十年的劣性一时半会
改不了，至于长久去不
去县里参加队伍，他是
你的独生子、心头肉，
最后还得嫂子自己拿主
意。长久也是个大人
了，也听听孩子的意
见，王志说。

我去，去！长久看
着母亲说。

3天后，王长久参
加了县保安大队骑兵中队，在王宾手下当了通讯员。

刚进6月，县里就传来消息，说王宾杀了八路军
干部罗排长，领着队伍投靠了国民党，长久也跟着他
二叔走了。

李凤英再也没有听到长久的消息。
7月15日那天，天还没亮，就从西边传来了一阵

阵枪声，一直到了中午，枪声才渐渐地停了下来。李
凤英听挑八股绳卖麻花的薛货郎说，是王宾领着国民
党光复军打了区政府。她知道儿子王长久和王宾在一
起，惦记儿子，也不知天杀的王宾这次又作了多大的
孽。她告诉王兰跟着薛货郎上鸿兴到老叔家，让她老
叔帮着打听一下长久的消息。要是见到了长久，让他
麻溜回家，绝不能跟着他二叔在外混了。天色也不早

了，到鸿兴十几里路，深草茂棵的，今晚你就在你老叔
家住下吧。

日头快下山了，一个30多岁的男人进了院，敲门
说是要讨碗水喝。李凤英没让那个人进屋，从门缝里给
他递出了一碗水。

大嫂，你开开门吧，我是王宾打发来的。那个人低
声说道。

进了屋，来人告诉李凤英，长久受伤了，回来要见
你一面。王宾领人打完了区政府，拉着队伍往西走了。
县里的保安一旅正搜人呢，各村农会的保安队也看的
紧，我没敢把长久送进村，他现在在东山的猫儿坟等你
呢，你带点食水抓紧去看看，我这就得回去了。

李凤英一把拽住了那个人说道，兄弟，你也不小

了，咋还没个主心骨？你跟着王宾干能有啥好出路？
快回家吧，可别让媳妇孩子老爹老妈惦记你们了。

嫂子，王宾救过我的命，我不能不仗义，有恩不
报。再说我也没有家了，只有个侄子，是个孤儿，在
查干花给人放猪呢。嫂子，你要是可怜他，你就去把
他领来，给你做儿子吧。那个人说完，跪在地上给李
凤英磕了3个头，起来含泪走了。

李凤英顾不上多想，拎了点食水，按着那个人的
指点，直奔东山的猫儿坟跑去。

在猫儿坟旁的一丛黄榆树下，李凤英找到了半卧
在草丛中的儿子。儿子脸色惨白，胸前的衣服渗出了
大片的血渍，落满了绿头苍蝇。李凤英坐在儿子身
旁，把儿子揽在了怀里，喂了几口水，喊着儿子的名

字。长久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嘴角微微一翘，喊了一
声妈。过了好久才喃喃地说道，妈，儿子不孝，不能
给你养老送终了，不能照顾妹子了，下辈子……还没
说完，身子一抖，死在了李凤英的怀里。

李凤英紧紧地抱着儿子，大滴大滴的眼泪落在了
儿子的脸上，儿子的身体渐渐地凉了。天黑了，满天
的星星出来了，夜深了，屯子睡了，儿子也睡了，她
不知抱着儿子坐了多久。

一颗流星从天边滑过，李凤英一惊。她听老人说
过，地上死一人，天上就掉下一颗星。人都有个命，
儿子的命没了，儿子下辈子再托生是个啥命？她想起
了那个算卦的大仙说的话，她镇定了，轻轻地放下儿
子，用衣服盖住了儿子的脸，转身朝村里走去。

李凤英在家里收拾
好了东西，抽下了炕上
的芦席，回到了东山。

坑挖好了，芦席铺
好了，李凤英把儿子放
在了芦席上，把剪下的
一缕头发放在了儿子的
怀里。她看着儿子的脸
说，孩子你丢下妈走
了，妈本打算和你一起
走，可妈扔不下你妹
子，妈把一缕头发放在
你怀里，就当妈在这陪

你了。孩子，别怪妈狠心，妈今天要剁掉你的右手食
指，妈盼你再托生时，不管到谁家都安安稳稳守着
家，守着老妈过日子，别像你二叔那样作孽了……说
完，李凤英掰开了儿子的右手食指，一狠心，闭着眼
睛，把斧头剁了下去。

李凤英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家的。鸡叫头遍了，
她强振作起精神，把儿子鼓捣的那支“老洋炮”连同那
把剁下儿子手指的斧子，一起扔进了村西老柳树下的
废井坑里。

李凤英病了。一场大病让她两个多月才能起炕，
人瘦得跟个纸人似的。深秋了，李凤英来到了查干
花，把那个给人家放猪的孤儿领回了家，那孩子就是
侯山。 （待 续）

和谐和谐 郝源郝源摄摄

小鸟做了一个梦
梦见小树送给它一件神奇的衣裳
穿上它就可以自由自在地飞翔啦
再也不用害怕突然飞来的子弹

蝈蝈儿做了一个梦
梦见小草送给它一顶会变色的草帽
戴上它就可以放开喉咙尽情地欢唱
啦
再也不用担心会被关进娃娃手中的
小笼

狐狸做了一个梦
梦见有人送给它四只黑色的皮靴
套上它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找食物啦
再也不用畏惧脚下猎人设下的圈套

五彩的梦
□张立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