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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蓝白绿相间的表演服，肢残人士潘
俊帆和王广玉君站在了杭州亚残运会开幕式
舞台的聚光灯下。

随着音乐响起，背后网幕播放着西泠印
社篆刻的短片，他们戴着刀锋般的特制假肢
奋力奔跑，与 36 名健全舞者和 36 位轮椅舞
者一起尽情表演，时而沮丧、时而激动、时而
欢呼⋯⋯亚残运会开幕式《勇向前》篇章中，
两名“刀锋战士”的演绎让人动容。

走下舞台的潘俊帆和王广玉君，给人的
第一印象是开朗、乐观。面对镜头，他们从容
地向大家展示着自己的假肢，讲述他们曲折
的人生。

40 多岁的潘俊帆是浙江温岭人，个子不
高，却很健硕。2015年的一场车祸让他失去
了右腿，他的人生也因此彻底改变。

在那之前，潘俊帆从未接触过越野项目，
装上假肢后，他开始尝试着参加各类极限挑
战运动。那时的他只想看看一条腿的自己，

可以走得多远。潘俊帆忍受着穿戴假肢的疼
痛，日复一日的训练，不仅适应了假肢，还将
体能越练越好。一年多后，他如愿完成了
108公里的戈壁穿越。

如今，潘俊帆是腿部截肢者越野世界纪
录保持者，同时也是首位腿部截肢完成铁人
三项的中国人。他完成了史上首次“中国四
极马拉松”大满贯，被称作“独脚潘”。潘俊帆
说，他喜欢这个名字，“它时刻提醒我，没有什
么能真正击垮我们。”前段时间，潘俊帆刚去
韩国参加了越野跑，一回来就投入到紧张的
开幕式排练中。

山东小伙王广玉君稍稍有些腼腆，采访
中，他亲切地叫潘俊帆“潘哥”。3 年前，王广
玉君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左小腿。“很长一段
时间我都非常沮丧，觉得生活一片灰暗。”王
广玉君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网上看到

“独脚潘”的事迹，原来装上假肢后不但可以
恢复正常的生活，甚至可以挑战更多的事情，

他鼓起勇气联系上了潘俊帆。
两人相识后，潘俊帆给了他很大的鼓励，

装上假肢的王广玉君重新站起来开始新的人
生。“和潘哥的交流中，我重新正视自己。他
带着我从人生的低谷中一步步走出来，非常
感谢他。”王广玉君动容地说。

就像《勇向前》中演绎的那样，王广玉君扮
演的角色一开始摔倒了，潘俊帆扮演的角色拉
起摔倒的他，携手向前行。这不正是生活中的
他们吗？导演组把两个人现实中的故事搬上
了亚残运会开幕式的舞台，一起“勇向前”。

“整个故事线跟我们的成长经历真实地
串联在一起，我们投入充沛的情感去演绎这
个节目，内心是很满足的。对我们两个来说，
这个节目不仅仅是简单的舞台表演，更是内
心真实状态的呈现，我们通过这个节目讲述
心路历程。”潘俊帆说，在表演中，更需要表达
的是残疾人之间的互帮互助、共同成长，这是
一种浓郁的有意义的情感，他们努力在表演

中完整地呈现出来。
生活中的潘俊帆和王广玉君各自在自己

的领域中闪闪发光。潘俊帆创建了青少年教
育品牌“刀锋探索”，致力于引领青少年依托户
外场景探索运动、文化、科学等领域，树立人生
理想信念。重新站起来的王广玉君创办了中
国假肢超级用户俱乐部，曾参与冬残奥会的宣
传片拍摄，用自己的行动帮助更多的肢残人
士。这样的情感和力量不断传递，让越来越多
的残疾人重新看到了人生的希望，也让全社会
感受到残疾人的坚韧和毅力。

与健全舞者、轮椅舞者共同演绎《勇向
前》，潘俊帆和王广玉君想要告诉大家，每一个
人都有无限的可能性，希望所有人都能打破心
中的障碍，不对人生设限，绽放自己的生命。

节目尾声，潘俊帆和王广玉君奋力“奔
跑”后终于到达了终点，他们振臂欢呼，喜极
而泣。是啊，勇气让他们所向披靡，梦想让他
们不畏崎岖。他们向着光，一直奔跑。

“刀锋战士”潘俊帆、王广玉君——

梦想，让他们不畏崎岖
本报记者 姜晓蓉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杭州奥体中心体
育场的网幕上，伴随着潺潺流水声出现的这
八个字，开启了杭州亚残运会开幕式文艺表
演《勇向前》篇章。

西泠印社社员王臻出现在该篇章的短片
中。他全神贯注，以刻刀为笔，在一枚印章的
方寸间，刻出了亚残运会的标志。短片中篆
刻的手法与现场残疾运动员“刀锋战士”的肢
体动作相结合，以“金石篆刻”的艺术化表现，
诠释了残疾运动员“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
精神。

“非常光荣，能在杭州亚残运会上把篆刻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展现给大家。”王臻
的语气里难掩兴奋。他说，今年恰逢西泠印社
创社120周年，一直以来我们都以“保存金石，
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来传承推广中华

优秀文化，如今又能在国际综合性运动会上让
更多人看到、了解金石篆刻，这很有意义。

“准备工作从去年就开始了，刚开始时，
我们就跟导演团队不断进行思维碰撞，思考
着如何把这样一种非常案头的文化样式和一
个大型体育赛事结合在一起。”王臻告诉记
者，刻印时所感受到的那股坚韧、锲而不舍的
力量，恰与残疾人的自强不息精神深深呼
应。于是，选择了现在这样的呈现，还把刻印
的声音也融进了演出中。

对王臻而言，刻一枚短片中的印很快。
他说：“这样一个标志，两三分钟就可以完
工。但更重要的是在刻的过程中，怎么把刀
锋和刀刻相互结合所表现的体育精神融进
去，这就需要用心去感受了。”

开幕前的彩排期间，王臻常在休息时和

两位饰演“刀锋战士”的演员交流。他询问他
们的经历，用心跟他们对谈，设身处地去感受
他们的人生。“篆刻是一项需要专注和用毅力
去坚持的艺术，这个过程就像残疾人的人生，
也是要用坚韧和勇气划破命运的巨石，烙印
生命的华章。”

熟悉王臻的人知道，一直以来，他都很忙
碌，他始终在探索，尽可能做得更多。

2013 年，王臻参加西泠印社在创立 110
周年之际举办的“百年西泠·金石华章”国际
篆刻甄选赛，从来自全球的2000多人中脱颖
而出，摘取桂冠。他 29 岁当选“西泠状元”，
成为当时社里最年轻的社员之一。

从潜心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到身体力行
的传播者，王臻出书、办公益讲座、开直播，在
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道路上步履不停，

希望通过言传身教影响更多人。
早在杭州亚运会期间，乌兹别克斯坦女

子体操传奇老将丘索维金娜探访西泠印社
时，王臻就代表西泠印社准备了一对母子印，
一方刻着丘妈儿子的名字“阿廖沙”，边款题
写“丘索维金娜送给儿子的礼物”，另一方刻
着丘妈的名字，边款是“但愿人长久”的诗句。

这次通过亚残运会与残疾人结缘，王臻
萌生出了更多想法。他告诉记者：“我们聊得
很多，如果有机会的话，接下来也可以继续合
作，比如做一些公益活动，让更多残疾人去感
受生命的希望。”

他说：“‘刀锋战士’，虽然有肢体残疾，但
装上假肢后，他们就跟健全人一样，可以跑、
可以跳，可以如此潇洒。这样的事迹和精神，
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有启迪意义的。”

西泠印社社员王臻——

熔铸坚韧勇气，烙印生命华章
本报记者 沈听雨

这个晚上，在杭州亚残运会开幕式上，许
多人记住了演出初章《心相约》中，那位为视
障小女孩的心灵独白进行伴演的美丽姑娘，
记住了她用“舞蹈”的手“说”出的那句：“勇敢
的人一定能看到梦想成真的模样。”

她叫毛董莱，嘉兴桐乡人，一位 80 后听
障者，也是开幕式演职人员的手语老师。
人们亲切地喊她“手语姐姐”。“对于听障者
来说，能参与这场体育盛会是荣幸，万万没
有想到，手语贯穿了整场节目。我的感动无
以言表，希望更多人了解这种特殊而美丽的
语言。”

毛董莱有一份十分光鲜的履历：杭州手语
姐姐无障碍交流服务中心创始人、第八届全国
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手语主持人、杭州电视台
的手语主播、杭州亚残运会的火炬手⋯⋯和她
一同主持节目的董卿曾说：“看到你，就觉得
这世上真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

人们很难想象，她做了多大努力，克服了
多大困难，才能成就今天开幕式聚光灯下，如
此泰然自若、散发着内敛而耀眼光芒的模样。

毛董莱生活在一个无声家庭，父母均有
听力障碍。她也因为用药事故，小小年纪就
告别了有声的世界。手语成了家庭的“官方
语言”，也是毛董莱学会的第一门语言。

因为听力的忽然丧失，她恐惧过、无助
过；因为同学不恰当的玩笑、旁人或同情或
异样的眼光，她自卑过、低落过⋯⋯面对困
境，在自暴自弃和自立自信之间，毛董莱终
于坚定地选择了后者。“我不想变成家庭和
社会的负担，小时候就立下目标，要成为有
用的人。”

9 岁时，还在读小学的毛董莱开始住校，
中考考上了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中学毕
业后，她也想和健全人一样去念大学。可是，
对她来说，大学专业的选择面太小了。

于是，毛董莱一个人在杭州，一边在服装
厂工作赚钱，一边报考成人大专。在适应社
会的过程中，她感受到口语在学习与沟通时
的重要性。2007 年，在医生建议下，毛董莱
戴上助听器，用左耳仅剩的残余听力，从“a”

“o”“e”开始练习，对镜子“牙牙学语”。这样

辛苦地过了两年，她读完了大专。2010 年，
毛董莱和健全人一起，参加了杭州市残联公
开招考，以综合第一的成绩脱颖而出。

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为别人撑伞。
工作后，毛董莱越来越意识到，听障者和健全
人之间实在需要建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外表
上，听障者看起来和健全人没什么两样，需求
就容易被忽视。所以，沟通对我们来说就非
常重要。”

在考入杭州市残联的同年，她和几名手
语爱好者成立了“手语姐姐”志愿服务队，每
周定期举办手语专业培训，培养能够为听障
人群提供手语翻译服务的人才。而今“手语
姐姐”志愿服务队已经从一个人发展到 100
多位志愿者，其中有残联系统的手语老师，有
专业手语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也有来自社会
面的志愿者。

2021年，杭州手语姐姐无障碍交流服务
中心正式成立，成为浙江省首个专业的手语
无障碍服务机构，在线上线下为听障者提供
服务。

在毛董莱看来，这些还远远不够。她介
绍说，以杭州来说，全市的持证听障人士有 3
万多人，加上外地人，人数超过16万；这个数
字和中心的手语老师数量相比，实在太过
庞大。

协助亚残运会宣传主题曲《我们都一样》
手语版宣传，携手相关单位共同推出《亚运志
愿服务手语服务手册》，对亚残运会志愿者等
相关人员开展手语培训，为听障人士提供线
上或线下翻译服务帮助他们更好地感受体育
精神和乐趣⋯⋯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手语、
学习手语，毛董莱和“手语姐姐”们愈发相信：
微光会吸引微光，微光会照亮微光，然后一起
发光。爱之光，能把听障者的世界照亮。

同样身患残疾的作家史铁生曾说：“命
定的局限尽可永在，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
或缺。”

这是毛董莱的故事，也是社会上许许多
多令人钦佩的残障人士的故事。他们用过人
的乐观、自信、拼搏、坚韧，让这句话鲜活而
真实。

“手语姐姐”毛董莱——

爱之光，照亮听障者的世界
本报记者 严粒粒

“手语姐姐”毛董莱——

爱之光，照亮听障者的世界
本报记者 严粒粒

一朵金色的桂花“飘”入大莲花，清逸的桂花芳香溢满全
场。“如果说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上，白鹭展现的是灵动，今晚，
金桂带给大家的是满场温暖。”杭州亚残运会开幕式上，青年
舞蹈家、北京歌剧舞剧院首席主演骆文博再次站到了“大莲
花”中央。这一次，饰演“金桂仙子”的她把桂花绽放出的极致
光芒洒在了身边视障小女孩的周围。

作为亚运会开幕式上“白鹭”的领舞小姐姐，骆文博因
出色的舞技和仙气十足的形象让大家念念不忘。“很多人不
知道，那会儿我们已经在为亚残运会做准备了。”骆文博回
忆道，9 月初她就开始了亚残运会开幕式的排练，当时自己
是在白鹭和金桂两个领舞中切换，确保两个节目一样精彩
纷呈。

亚残运会开幕式上的“大莲花”，处处见桂花，时时闻
花香。骆文博说，这次的金桂形象，不仅延续了飘逸的仙
气，还多了份内心迸发的力量，“因为这朵金桂代表的是
领路人，帮助视障小女孩寻找到方向，也是她心灵的寄
托。”

偌大的场地，要在短时间从地屏边缘沿着大斜线跑向场
中央的小女孩，还要和她一起配合引导演出，即便是在“大莲
花”见过世面的骆文博也表示，难度不小。“而且还要掌控舞蹈
中的各种元素、节奏。”

10 月 5 日开始，骆文博就和同伴们在杭州一所学校的
操场上每天排练，“脚也负伤了，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
的。”

勇敢的人一定能看到梦想成真的模样！在骆文博看来，
陪伴小女孩寻梦的过程，也是让她感受世界温暖的过程，希望
世间所有美好，都属于这些勇敢的心。

这一夜，人与花共舞，花与人共美。

“金桂仙子”骆文博——

美好属于勇敢的心
本报记者 朱 平

柔美的乐声响起，一张张残疾人和健全人的灿烂笑脸
在网幕影像中交替出现，由残疾人和健全人演员共同演绎
的杭州亚残运会主题歌《我的深情为你守候》再次触动人们
的心灵。

站在其中一束光里的，是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独唱演员王
凯。登上亚残运会开幕式的舞台，王凯激动又自豪，他告诉记
者，自己为这次表演准备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接到任务之后，
除了反复练习歌曲本身，他一直在思考这首歌所要表达的深
意。王凯说，自己最喜欢的是歌曲高潮部分——“不管什么时
候、不管什么地方，我的爱为你保留”。这是一种包容的大爱，
也是一股鼓舞人心的力量，他相信，歌声是能传递这些温度和
力量的。

从那个模糊不清、黑暗混沌的世界，走到这个万众瞩
目、星光璀璨的舞台，王凯在唱歌的时候会想起自己一
路 走 来 的 印 记 。“ 我 从 小 到 大 受 到 社 会 各 界 很 多 的 帮
助。”从上大学、工作，到逐梦歌唱事业，靠着自己坚持与
勇气，在全社会共同的温暖托举下，王凯找到了属于自
己的一束光。

演唱过程中，全体表演者和志愿者，用手语伴随朗诵——
“爱是力量、梦是翅膀、我们一样、为梦闪亮，让爱与梦想大声
释放。”这场盛会搭建起健全人与残疾人无障碍沟通的桥梁，
这份大爱将所有人紧密相连，王凯说，那一刻，他在音乐里“看
见了”自己，也“看见”了一路同行的人们。

杭州亚残运会是一场精彩的体育盛会，是展现残疾人敢
于向命运挑战、勇于向巅峰拼搏的强大意志舞台，更是包容差
异、携手同行，饱含温暖与深情的篇章。王凯谈到，对于视障
群体而言，登台表演是个不小的挑战，但是和他合作的其他歌
手都热心帮助，在许多细节上暖心提醒，自己在“大莲花”里也
感受到了无微不至的无障碍服务。家人的深情、社会的深情、
祖国的深情、亚洲的深情，都是滋养生命、让梦想奋力生长的
沃土，无数像王凯一样的残疾人正突破自我，奋力书写着多彩
的人生故事。

开幕式上，全世界听见了这首动人又饱含力量的歌曲，看
见了这群坚韧、乐观的人们。“彼此听见、彼此懂得”，残健共
融，携手同行，亚残运会所承载的梦想与价值在歌声流淌中留
下了生动的注脚。

歌手王凯——

在音乐里“看见”
同行的人

本报记者 林晓晖

““刀锋战士刀锋战士””潘俊帆潘俊帆（（右右）、）、王广玉君王广玉君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倪雁强倪雁强 摄摄

“金桂仙子”骆文博 本报记者 倪雁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