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在轮轮椅椅上上起起舞舞

葛个人意见

1155年年后后重重逢逢幼幼时时玩玩伴伴
她她帮帮他他走走上上戒戒毒毒之之路路

在今年9月举行的华盛顿特区微电影节上，一部长度仅10分钟左右的纪录片引起了人们的注
意。纪录片的主人公是基蒂·伦恩，她是一名芭蕾舞蹈家，伴着音乐起舞时，她的姿态优雅而美丽。
然而，她的舞蹈却需要一样必不可少的道具：轮椅。这就是纪录片《在轮椅上起舞》讲述的故事。

本报记者 王晓莹 编译

被一块冰
改变的人生

纪录片一开始，是两个
镜头的来回切换：一边是伦
恩穿着红色上衣在舞蹈室里
练舞，她时而推着轮椅转圈，
时而坐在轮椅上展开双臂；
另一边，是她自己摇着轮椅
通过一条坡道上车，准备自
行开车回家。她的声音在画
外响起：“我不觉得残疾对我
而言是好、是坏，还是无关紧
要，它就这样存在着。因此，
我不会去想如果没有那场事
故，我现在会取得什么样的
成就，我更专注于当下。这就
是我要用来跳舞的身体，只
要我想跳舞，我就必须用这
具身体在当下起舞。”

今年67岁的伦恩不是生
来就残疾的。从8岁那年起，
她登台演出，梦想就是成为
一名出色的芭蕾舞演员。

“跳舞对我来说就像童话一
样，我的童年并不幸福，但
只要跳舞，我就不会害怕。在
舞蹈中，我可以是个公主，可
以是睡美人，可以做我自
己。”

在梦想的驱动下，伦恩
离开老家新奥尔良，到华盛
顿芭蕾舞学校学习，十几岁
时就能在国家芭蕾舞团中担
任主角了。17岁那年，她移居
纽约。一切看似都很顺利，直
到那次事故的发生。

“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
发生什么，因为明天还没有
到来。”伦恩说，“我的事故教
会我，你永远不知道下个转
角会发生什么。”30年前，伦
恩正在为自己在百老汇的初
次登台反复排练。那是再平
常不过的一天，她离开公寓
去上班，却脚下一滑摔倒了。
她从一段楼梯上摔了下来，
背部受到了重创，最致命的
是，一块冰插入了她的脊椎。

“两秒钟，一块冰，我的
整个世界都变了。”30年后，
说到这里，伦恩开车的手依

然在微微颤抖。

对舞蹈的爱
让她重返课堂

接下来的三年，伦恩经
历了五次脊柱手术。在医院
治疗期间，伦恩说自己就像
一根面条，她很虚弱，无法靠
自己坐起来，也做不到自己
洗脸、吃饭。

然而，这些治疗都没能
改变一个事实：伦恩的下肢
瘫痪了，再也无法站起来。那
段时间，她绝望了：连路都不
能走的她，该如何跳舞？她想
要完全忘记舞蹈，抛弃这项
从小学到大的技能。

这时，一个名叫肖·布朗
纳的理疗师给了伦恩力量。
肖也喜欢跳舞，所以两人很
合得来。在恢复阶段，肖每周
五次到伦恩家里，给她做康
复理疗。同时，肖一周还会
去上两次芭蕾舞课。有一次
肖过生日，伦恩请她去看美
国芭蕾舞剧院正在上映的

《睡美人》，伦恩这才发现，
自从受伤后，自己已经很久
没有看过芭蕾舞表演了。看
着肖对芭蕾舞的热情，伦恩
忍不住萌生了重返芭蕾舞台
的想法。

对妻子的决定，伦恩的
丈夫安德鲁·麦克米伦非常
支持，他还帮伦恩定制了一
套特别的轮椅，让它更轻，活
动性更好，更适合舞蹈。就这
样，伦恩坐着轮椅重返课堂。

“我出了意外，还没了一
个孩子，是舞蹈伴我疗伤，让
我知道我是谁。我一直都是
个舞蹈演员，无论发生了什
么，这是不会改变的。”她在
纪录片中说。

不过，在当时，没有专门
给残疾人开办的舞蹈学校。
伦恩即使重返课堂，也是和
正常人一起跳舞。“当我坐着
轮椅开始跳舞时，没什么人
可以帮我，一切都靠我自己
摸索。”她因此萌生了开一家
舞蹈教室、教残疾人跳舞的
想法，“我想为他们铺一条更
容易的路，让他们发现自己

的潜力：残疾并不意味着你
不能跳舞。”

编舞大师
曾是她的学生

1995年，伦恩开办了自
己的舞蹈学校———“无限舞
蹈剧院”。无论是残疾人还是
正常人，都可以来报名学习。
从此，她成了一名舞蹈老师。

在纪录片中，伦恩坐着
轮椅在前面教学，身后两名
同样坐轮椅的学生和一名能
正常站立的学生跟随着她的
动作翩翩起舞。她的声音轻
柔，目光坚定。

她一直记得16岁那年老
师的一句话。那时的伦恩喜
欢个高腿长的舞者，她曾问
老师，可不可以做什么手术
让自己再长高点，但老师对
她说了一句话：“基蒂，你要
学会用你自己的身体跳舞。”
这句话至今仍鼓舞着伦恩，
即使现在她的身体无法站
立，她依然可以用这具并不
完美的躯体跳舞。

同样坐轮椅的英国顶级
编舞大师、残疾编舞家马克·
布鲁曾是伦恩的得意门生。
马克·布鲁在1997年遭遇车
祸，从此只能被束缚在轮椅
上。当时，伦恩向马克发出了
邀请，马克来到纽约，跟着伦
恩学习。在伦恩和其他学员
的鼓励下，马克重新找回了
自我。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
幕式交接仪式上，英国坎多
克舞蹈团代表英国出演的

“伦敦8分钟”中，一个由顶尖
舞者和残疾舞者共同演绎的
舞蹈惊艳了全世界，缔造这
美妙一幕的其中一名编舞就
是马克·布鲁。

《在轮椅上起舞》的结尾
仍是两个画面的切换:伦恩和
另一名坐轮椅的舞者共同完
成了一场出色的表演；另一
个镜头则是伦恩学校下课的
画面，往外走的学员中有坐
着轮椅的，有走路不便的，还
有身体健康的学生，但他们
都在往前走着，走向那个属
于他们的舞蹈梦。

本报记者 王晓莹
特约撰稿 赵昱辉 编译

32岁的旺嘉·姆瓦乌拉住在肯尼亚首都
内罗毕附近的下卡百特，10月初的一天，她
正要去市场，突然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她
抬起头，发现路边坐着一个个子很高的男
人，这个人眼睛突起，形容枯槁，穿着条脏兮
兮的背带裤，头上还顶了个厚重的羊毛帽
子。旺嘉完全没认出他是谁。诧异间，这个人
走上前自我介绍，说自己叫帕特里克·兴加·
万吉鲁，旺嘉这才恍然大悟，她不敢相信眼
前的这个人竟是自己七岁时认识的挚友。

两人是在1992年一块儿上小学时认识
的，旺嘉说：“兴加可是全校有名的足球运动
员，我们那时给他起外号叫‘球王贝利’。”不
过，兴加是个苦孩子：他从小离开父母，和祖
母住在一间小房子里，还时常因为交不起学费
而无法上课。尽管面临诸多困难，兴加在学业
上依然十分优异。可是后来，兴加的祖母去世
了，他只得辍学，从此生活开始急转直下：他开
始吸毒。先是大麻，后是海洛因，毒瘾使他每天
要在街头游荡好几个小时来收集可以变卖的废
品，兴加和旺嘉在结识10年后失去了联系。

没想到，分别15年，他们竟然在街头重逢
了。34岁的兴加这时已经流落街头十多年，他
看上去已完全不是那个被称为“球王贝利”
的少年了。察觉到了旺嘉的惊慌失措，兴加
赶忙解释说，他只是看到了儿时的朋友，想
打个招呼。不过，镇定之后的旺嘉却没有嫌弃
兴加，她请他到附近的咖啡馆吃了顿午餐，并
点了他童年最喜欢的菜肴：猪排和土豆泥。在
旺嘉眼里，吃饭时的兴加精神涣散，连话都说
不完整。

饭后，旺嘉给兴加留了自己的联系方
式，并嘱咐他如果需要帮助就可以联系她。
几天后，旺嘉接到了电话。在电话中，兴加告
诉旺嘉自己想要戒毒。在那一刻，旺嘉下决
心一定要帮这个小学同学脱离苦海。

为了帮兴加筹措戒毒费用，旺嘉在社交
媒体上开辟主页筹集资金，最初只筹到了
4 . 1万肯尼亚先令（约合2625元人民币），然
而，内罗毕一家康复中心九天的治疗费用就
高达10万肯尼亚先令（约合6416元人民币），
但旺嘉还是带着兴加来到了康复中心。

在九天的治疗中，兴加表现得非常努
力，短短几天时间就增加了体重，注意力也
慢慢能够集中起来。旺嘉在社交媒体上满是
骄傲地写道：“大概一个星期前，我还不能和
兴加进行正常的对话，我必须把手放在他头
上才能帮助他集中注意力。而现在我们已经
可以正常沟通了，他看着我的时候眼中充满
了自信。”

旺嘉和兴加的故事被蒙巴萨岛的商人
福兹·哈利德发布在了社交媒体上，顿时引
发了人们的关注，得到超过5万次的转发。随
后，肯尼亚的媒体追踪报道了这个故事，这
家康复中心也决定免除兴加所有的康复费
用。对此，旺嘉表示这一切实属“恩典”。

在说到旺嘉时，兴加说道：“她一定是上
苍派给我的天使，我亏欠她太多太多，她比
我的兄弟姐妹还要亲。”网上的人们也纷纷
称旺嘉是“英雄”。面对这些，旺嘉说：“人们
说我改变了兴加的人生，但他何尝没有改变
我的人生。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原来小小的
举动便能够改变人的一生。”

纪录片中，基蒂·伦恩(右)正在教学员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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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嘉和兴加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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