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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高位截瘫安徽小伙，济南女大学生10年不离不弃

“我觉得每天都在过七夕”
文/片 本报记者 孟敏 崔滨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
“七夕节”。

据民俗专家解释，“七夕
节”起源于汉代，又称“乞巧
节”或“女儿节”。七夕节最普
遍的习俗，就是妇女们在七月
初七的夜晚进行的各种乞巧
活动。

乞巧的方式大多是姑娘
们穿针引线验巧，做些小物品
赛巧，摆上些瓜果乞巧，各个
地区的乞巧的方式不尽相同，
各有趣味。

在山东济南、惠民、高青
等地的乞巧活动很简单，只是
陈列瓜果乞巧，如有喜蛛结网
于瓜果之上，就意味着乞得巧
了。而鄄城、曹县、平原等地吃
巧巧饭乞巧的风俗却十分有
趣：七个要好的姑娘集粮集菜
包饺子，把一枚铜钱、一根针
和一个红枣分别包到三个水
饺里，乞巧活动以后，她们聚
在一起吃水饺，传说吃到钱的
有福，吃到针的手巧，吃到枣
的早婚。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
授王恒展也认为，中国传统的

“七夕节”具有浓郁的浪漫气
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应该借
助这个传统节日，让更多年轻
人坚定对理想爱情的向往和
追求。 (崔滨 孟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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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乞巧

说起周曼和鲍名剑夫妇，天
桥区宝华街居委会主任张光菊用
一迭声“小妮真不容易，名剑真幸
福”的开场白，介绍这对社区里的

“明星”家庭。但在周曼看来，正是
这些“不容易”，才让“幸福”更宝
贵。

省城宝华街民天面粉厂宿舍一
幢老旧的居民楼，上到4楼要走68级

台阶，周曼三年多来的每一天，都是
从这68级台阶开始。“名剑高位截瘫
生活不能自理，每天起来，要帮他上
厕所，洗脸刷牙、吃早饭。然后就得
赶紧下楼去买菜。”周曼每天规律、
尽责，如同一名高级护工。

“别看我才110多斤，名剑140多
斤，但是我背他的次数多了，现在下
楼都是一口气下去。”

68级台阶，30多平米蜗居，靠低
保维持生活，面对这样的日子，鲍名
剑依然笑容灿烂，在周曼眼里，就是
这个笑容让她对丈夫一见钟情。

原籍安徽歙县农村的鲍名剑，
在2002年外出打工时不慎从4楼摔
下造成高位截瘫。经过一段时间康
复，乐观开朗的鲍名剑报名参加了
轮椅登黄山的公益爱心活动，就是
在这次活动上，当时还在济南广播
电视大学读书的周曼，作为活动志
愿者与鲍名剑相识。

“这些残疾人要爬上黄山非常

辛苦，但鲍名剑却笑得很开心，而且
他还告诉我，他办了一个网站为需
要帮助的残疾人提供信息。”周曼
说：“我觉得名剑这样的身体状况，
都能努力去帮助别人，当时就对他
产生了好感。”

活动结束了，但两人的好感通
过网络得到了延伸。经过2年的鸿雁
传情，2005年大学一毕业，周曼就
为了与鲍名剑厮守前往安徽。虽
然父母极力反对，但在周曼的坚持
下，两人最终还是一起返回济南，正
式结婚。

眼见七夕将至，但由于鲍名剑多
年瘫痪没有收入，周曼为了照顾丈夫
工作时断时续，俩人的生活捉襟见肘。

尽管如此，周曼和鲍名剑却从
不后悔走到一起，“不能说没有怨，
因为像我们这个状况的家庭，生活真
的是很辛苦；但我们没有悔。”在周曼
看来，有多少抱怨，就有多少感激。7年
来生活再窘迫，她都用轮椅推着鲍名

剑走过济南的大小景点，“咱们传统
的爱情观讲究不离不弃、长相厮守，
我觉得我们每天都是在过七夕。”

当年结婚时，他们俩人的结婚
照只有一寸大，是在民政局登记时
拍的。“当年没有钱，我们一直没有
拍婚纱照，希望今年能有机会拍套
婚纱照。”在这个七夕来临时，周曼
和鲍名剑这么说。

“我们相识是在10年前，那时他已经高位截瘫了。但我
还是被他深深吸引了。”22日中午，吃完一碗菠菜挂面，30岁
的周曼坐在丈夫鲍名剑的轮椅旁，为他按摩多年失去知觉
的腿脚，这样的动作，她已经重复了7年。

当又一年七夕节来临时，谈起心愿，周曼和鲍名剑想
拍套婚纱照，一是对10年爱情的纪念，二是弥补当年结婚无
婚纱照的缺憾。

七夕，想补拍套婚纱照

10年前，黄山相识，志愿相随

“小妮真不易，名剑真幸福”

▲周曼一边给
轮椅上的丈夫活动
腿脚，一边和他说
说话，说到开心处，
两人相视而笑。

两人唯一一
张结婚照是在结婚
登记时，就是登记
时拍的这张一寸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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