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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在抱怨，抱怨命运不公，抱怨天不助我。崔显仁和李曙光更应

该抱怨，因为他们一个被大火夺去了容颜，一个被癌症逼到了绝境。

但他们没有，他们在认真生活，用残缺的手练习写字，直面乞讨的艰难；

把孱弱的身躯拖上讲台，享受育人的快乐。

他们乐观，所以能活得幸福；他们自强，所以能活出荣耀。

“粉笔翁”的后现代生活
被方正“相中”后，崔显仁不用乞讨卖艺了
本报记者 孔雨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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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崔显仁在烟台街头写字卖艺，被网友和方正公司发掘。（资料片） 本报记者 孔雨童 摄

现在的崔显仁，如果再出现
在街上卖艺，会不断有人认出他
来；国内知名的网络媒体专门给
他开了微博，甚至还有一个写粉
笔字的河南男子千里迢迢地找
来，要拜他为师……“完全没想
到啊，以后生活肯定会更好，挣
钱了也许就不用再卖艺了。”被
方正“相中”两个多月后，昔日靠
街头卖艺度日的崔显仁过上了
属于他的后现代生活。

有了“创作间”

“哎呀。”已经趴了几个小
时的崔显仁吃力地直起身子，
长舒一口气。12月23日，他完
成 了 方 正 公 司 交 给 他 的 写
1000个粉笔字的任务。妻子李
玉侠帮他把写好字的地板革
装起来，然后，夫妻俩到附近
的邮局，将装好的包裹寄往北
京方正公司。

这是他们来深圳的第 7 1
天。两个月前，跟方正公司签
约以后，考虑到寒冷的北方不

适合做过植皮手术的崔显仁
写 字 ，夫 妻 俩 便 一 起 来 到 深
圳，在深圳宝安区的一家招待
所租了一间房专心搞创作。

从那以后，崔显仁不再上街
卖艺。

虽然方正公司承诺以后会
把“方正显仁体”的收益给他，
但是到底能挣多少钱，老崔并
不知道。“以后肯定会更好，挣
钱了也许就不用卖艺、不用在
街上吃苦了。”

做客“微访谈”

这几个月，崔显仁的生活已
经有了不小的改变。

“还是经常有媒体来电话。”
济南的、青岛的、云南的，经常在
老崔写字的间隙，电话铃就响起
来了。

国内一家大型网站一直希
望老崔能去他们的访谈栏目做
客，但是从深圳到北京太远，加
上忙着写字，崔显仁一直没同
意。后来几经劝说，老崔终于同
意以自己的身份开微博，“这是
个啥玩意儿，我到现在都不知
道，也没上过。”

对方帮他把手机跟微博绑
定了，可以回答网友的问题。现
如今，老崔的微博已经有了208
个粉丝。

10月24日，崔显仁通过发
短信做客这家网站的“微访谈”。
当网友问到“出名对你有没有造
成什么困扰”时老崔说，报纸啊、
电视啊都来采访，正常生活中有

了很多压力。

遭遇“被拜师”

来到深圳不久，有一天，崔
显仁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电
话那端是在网上被称为“郑州粉
笔哥”的朱逢春。

40岁的朱逢春因强直性脊
椎炎致残，靠在街头写粉笔字乞
讨为生。

今年10月，朱逢春听说了
崔显仁的事，就想向老崔拜师学
艺。崔显仁说，一开始是一家媒
体给他打电话，希望他能在电话
里鼓励一下朱逢春，老崔就答应
了。在电话中，朱逢春表达了拜
师的意愿，但崔显仁笑着摇头：

“我哪能给人当师傅啊！”
没成想，11月的一天，朱逢

春果真来到深圳，并联系了崔显
仁。在中山公园附近，两人见了
面，聊了几个小时，主要是聊写
字。“让他写几个我看看，我再写
了给他看。”言语中还谈到了这
些年在外卖艺的酸甜苦辣。

今年10月中旬，方正公
司的一条微博引发众多网
友关注，一名在街头写粉笔
字卖艺的残疾人成了方正
要寻找的写字才子。

经寻找，这个粉笔字
才子在烟台街头被发现，
他就是崔显仁。

这个黑龙江汉子因
在大火中被严重烧伤，多
年来都在外四处流浪，靠
在街头写粉笔字乞讨为
生。他经历了数不清的磨
难，却练就了一手风格娟
秀的粉笔字。

崔显仁被方正发掘后，
双方在青岛签了约。方正提
供给崔显仁5万元生活费，
让他在半年内创作1000个
汉字，以备方正开发成字库
并推广使用。

崔显仁的命运由此
改变。

李曙光现年37岁，是
东平县高级中学教科室副
主任、高级教师。从2002年
起，他一直担任班主任。

2009年4月19日，李曙
光被确诊患上食道癌，鳞
癌三期。治疗期间，他仍牵
挂着自己的学生。做完手
术出院后，他给学校领导
写信，要求重回工作岗位。

至今，李曙光一直是
一边顽强抗癌，一边坚持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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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显仁

李曙光

为学生，李曙光暂停服用抗癌药
他说：“被别人期待是我最大的荣誉”
本报记者 廖雯颖

再次见到李曙光，那黑瘦的
脸似乎比之前更瘦了，笑容里有
掩不住的疲惫。但他还是那样步
履匆忙、语速飞快，三句话离不
开他心爱的学生和教育工作。

这段时间，因临近期末，教
学紧张，批改作业量变大了，学
生高考填报志愿和档案的杂事
也多了，身为班主任，李曙光有
很多事要做。他每天早上5点半
就往学校赶，晚上11点才回家。

这个月，李曙光甚至暂停
了抗癌药物。服药会让胃不舒
服甚至拉肚子，“对讲课不好”。

因为媒体报道了他的病
情，很多人都为他的身体担心。

“对病情，我也没有办法。”他曾

多次想过要不要听从亲友的劝
告停止工作，但终究还是坚持
了下来，“我舍不得学生。”

李曙光总是告诉自己的学
生，再苦再累也要开心。而对他
自己来说，周围人开心就是他
最大的乐趣。他笑称，“被别人
期待、看重，是我最大的荣誉和
骄傲。”

今年春节，他决定抽出一
周的时间来静静心，因为他觉
得自己“因媒体的报道而变得
飘飘然”。

“静下来之后就不害怕，也
不担心了。”春节后开学，他又
能以好的精神状态和学生们一
起迎接新一轮的奋斗。

尽管癌症未愈，李曙光依然坚持每天站上讲台。（资料片）

崔显仁在深圳租住的房间
内写字。 李玉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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