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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聋人少女酷爱画画，怀揣梦想自学人物素描

““想想把把自自己己的的画画展展示示给给大大家家看看””
本报记者 康宇

许愿人概况：聋人少女刘
辉，小名琴琴，从小酷爱画画，
自学人物素描，绘画天赋让人
惊叹，但因家贫没有接受过系
统的学习。

新年心愿：找一个合适的
场合，将自己的作品展示给大
家看。

1 7岁，是个爱做梦的年
纪。作为一个聋人女孩，琴琴
从小就酷爱画画，自学人物素
描。虽然没有听觉，但她会读
唇语，可以和人简单交流。虽
然一切美妙的声音都与她无
缘，但怀揣着绘画梦想，她一
直在努力着。

幼时患病，让她失去了听力

25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
任城区南张街道宋南村的启
音聋儿康复中心，琴琴正一手
拿着铅笔，一手扶着画板，给
康复中心的老师画素描。室内
温度不高，琴琴双手冻得通
红，旁边围了好几个小孩，但
她却心无旁骛，画笔在纸上快
速滑过。琴琴大名叫陈辉，但
她更喜欢大家叫她“琴琴”，

“陈辉太像男孩的名字了，琴

琴听起来更亲切。”
“孩子1岁半还不会说话，

起初家里人以为是说话晚，后
来到医院检查才知道，她是因
患病连续使用药物，患上了中
毒性耳聋，失去了听力。”说起
陈辉，启音聋儿康复中心的老
师张素霞十分惋惜，7岁起，琴
琴都是在聋儿康复中心度过
的。

“她家条件不好，爸爸在

城区一家火锅店给人家洗碗，
一个月1000多块钱，母亲没有
劳动能力，一家人勉强维持生
活。”张素霞说，原本琴琴还有
一点微弱的听力，戴上助听器
能听到声音，但因为家里条件
不好，助听器坏了便没有再买
新的。“还好琴琴学会了读唇
语，她可以根据口型判断对方
说的是什么，虽然话说得不连
贯，但还能简单交流。”

家庭贫困，只能摸索着自学

“我是聋孩子，为了不让
我变成废人，家人老师千方
百计教我说话。”琴琴告诉记
者，因为大家的鼓励，她才坚
持学会了说话。虽然听不到
声音，但琴琴的性格十分开
朗，非常爱笑。

虽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
绘画学习，但琴琴从小自学，
用张素霞的话说就是“无师
自通”。铅笔用到握不住了才
换，一块画板用了10年，表皮

都磨烂了也舍不得扔，绘画
纸正面画完再画反面……绘
画用品，一直是琴琴最宝贝
的东西。“家里环境不好，我
不想因为我的爱好，再为家
里增加负担。”

“课本里也都是她画的
画，有时候能从画里，就看出
她的心事、心情，还有梦想。”
张素霞说，琴琴在绘画上很
有天分，也很有毅力，经常因
为画画而忘记吃饭。

“七八岁就开始自己涂
涂画画，一条毛巾也能摆弄
出好多花样和造型。让她学
着包饺子、做面条，她不肯，
自己在旁边拿面团捏小猪、
刺猬，捏得像模像样。”琴琴
的父亲介绍，琴琴从小就表
现出了良好的艺术感，但家
里经济条件有限，没有办法
让她系统学习，琴琴就自己
学、自己练，从不抱怨，非常
懂事。

“小宇哥哥”、“爱笑的静姐姐”、“义工敏敏
姐”、“善良的张老师”……翻看琴琴的绘画作
品，画的都是经常来康复中心的哥哥姐姐们，

“在她的世界里一切都是美好的，特别愿意去
画、去亲近帮助过她的人。”经常被琴琴的感恩
之心所感动，在张素霞眼中，琴琴可以说是把
画画当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一幅人物素
描，从思考构图到构建轮廓，琴琴一遍遍不厌
其烦地修改、琢磨，为了将一条项链画的更漂
亮，甚至要改上十几遍。

“我要是和健全人一样，生活可能很平淡，
和正常的同龄人一样，没有压力，没有烦愁。但
是毕竟有残障，如果不追求完美，更不会得到
别人的欣赏。”17岁的琴琴在自己单纯美好的
世界里，倔强地坚持着。

在聋儿康复中心，琴琴的画大家都很喜
欢，经常有义工找她画像。“你画的这么好，都
可以办个画展了！”义工们对琴琴说，而当时的
琴琴还不懂什么是“画展”，得知就是将自己的
作品展示给别人看的时候，琴琴就燃起了办画
展的梦，但由于聋儿康复中心的条件有限，“画
展”梦很难实现。

“我喜欢画画，希望能得到认可，如果能办
一个小小的画展，把画展示给更多人看就好
了。”说起新年心愿，琴琴喃喃地说。

特别愿意去画

来献爱心的人

琴琴的人物素描十分传神。

琴琴最喜欢画来康复中心
做义工的哥哥、姐姐们。

康复中心的小朋友经常围着琴琴，
看她画画。 本报记者 康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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