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4月16日 星期二
编辑：任鹏 美编：宫照阳 组版：刘燕

A07

脑瘫残疾人姜欣在本报“圆梦行动”帮助下走进大学教室

听到了31年的第一堂课
文/本报记者 孟燕 片/本报记者 张中

只想旁听一次大学讲课

姜欣更像是一个普通年轻人，
每天花一个多小时看报，这是了解
外面世界的一种方式；喜欢听音乐，
唱得不好，也会哼上几句。他甚至还
会下象棋，还有每天要做的：爬三四
层楼做“锻炼”。

但他最喜欢的还是文学，喜欢
看书，写文章。

姜欣身上很少表现出命运留下
的不公平印记。

“孩子爱动脑筋，也愿意学习。
爷爷、奶奶、姥姥经常买书、买磁带
让他自学。”母亲刘林说，家人从汉
语拼音、汉字开始教起，他七八岁就
学会自己查字典，后来，小学、初中
甚至高中的语文课本也看完了，父
亲还教了他简单的英语。

但大多数的时候，他还是呆在
家里。“小时候看着别的孩子都背着
书包上学去，我也想到学校去看看，
体会一下坐在教室里听着老师讲
课，和同学们一起游戏的那种生活
方式。但是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
现。”姜欣写道。

2009年，在居委会的帮助下,姜
欣参加了济南市残联与北大青鸟联
合举办的电脑培训，他以为可以第一
次坐进教室里。但学校方面考虑到他
的身体情况，选择上门授课。

“我只想到大学里去旁听一次
与语文或者历史有关的讲课，感受
一下校园生活。”4月11日，姜欣的
梦想刊登在了本报策划的“中国
梦·我的梦”的“我写我梦”栏目里。

“不累，受益匪浅！”

当校园的课堂铃声响起时，4月
15日早上8点，姜欣已经开始拥抱他
的梦想了。

此刻，他坐在山东大学的课堂
上，这是他第一次坐进教室。

“6点多就起来了，姜欣从昨天
晚上就兴奋得睡不着。”母亲刘林
说。

母子俩7点就到了山东大学中
心校区。春日山大校园的景色让姜

欣心情非常好，他费力竖起了大拇
指，用力发出“美”的字音。刘林很感
谢本报的效率。姜欣梦想见报后的
第二天，本报记者就帮他联系好了
上课的事。

姜欣最终选择了教室左侧第
一排的位置，离老师近，也不影响
其他同学听课。刘林拿出录音笔、
记录本、笔和照相机，准备记录下
这一课。

快上课了，姜欣有点急眼，母亲
关闭手机的动作慢了一些，他赶紧
催促。

这节课是山东大学文学院教
授王小舒讲授的古代诗歌。抑扬顿
挫的讲授让姜欣沉浸在“余霞散成
绮，澄江静如练”的美景中。

他眼睛甚至舍不得眨一下，时
而托腮若有所思，时而和母亲相视
而笑。

讨论环节，多名大学生站起来
表达自己的观点，这让姜欣感觉很
新奇。

对于从没有在课堂上呆过的
姜欣，2个小时课程似乎很漫长，实
际上却很短暂。

“不累，受益匪浅！”姜欣费力
地吐出了几个字。学生们都走了，

他还恋恋不舍。

梦想踮起脚尖就能够着

“孩子很聪明，也很勤奋，我欢
迎他来听课。”王小舒教授勉励姜
欣，并且推荐了山大文学院更多教
授。

早在12日，记者联系王小舒教
授时，他就痛快答应了。“齐鲁晚报
举办这样的公益性活动是非常有
意义的，我也希望能参与其中，帮
像姜欣这样的人实现梦想。”

课后，刘林特意给姜欣拍了在
教室里的照片，以纪念他人生的第
一次。其实梦想并不遥远，只要踮
起脚尖就能够得着。

早上刚到7点半的时候，姜欣
就催促着母亲推着他赶往上课地
点，这时教室里还几乎没有学生。

“我考虑最大的困难就是上
楼，爬6楼对身体不好的姜欣来说
是个很大的挑战。到了才发现，教
学楼里有电梯，非常方便，真是非
常幸运。”刘林感慨。

一切就像他们的经历，以为梦
想实现的道路困难重重，其实，只
要努力了，幸运就会降临。

很多梦想，会在平平淡淡中渐远。但终有一些梦想，无论清晰或模糊，总会隐藏在我们心底，永不褪色。直到梦想成真真。
第一期“圆梦行动”的故事，从从未走进过大学教室的31岁脑瘫残疾人姜欣开始讲起。他心底持续了十几年的大学听课梦，

在这个温暖春天的山大校园里种出。这便是本报“中国梦·我的梦”正式推出的“圆梦行动”的责任与努力所在：把你你的梦想大声
说出来，我们尝试各种可能，去帮助你实现。

当然，我们欢迎每一个生出梦想的人，能够亲手创造条件，自己做梦，自我实现。
梦想与最后的实现，总会分立于湍急河流的彼岸与此岸，互相观望。而行动，就是那条连通两岸的桥梁。

如果有可能，姜

欣也希望像妹妹一

样，走进今年 6月的

高考考场，通过这座

“独木桥”，走进大学

校园。

可惜，这个31岁

的年轻人什么也做

不 了 ，只 能 呆 在 家

里，或者外出时始终

有一辆轮椅作伴。

他是一名脑瘫

患者，四肢几乎不能

活 动 ，说 话 含 糊 不

清，上个厕所也要家

人搀扶。

姜欣却一直爱

着文学，执著于一个

梦想。“我想圆一次

校园梦，到大学里听

一次文学课。”他憨

笑着把字写在手机

上拿给记者看。

只是没想到，当

他把这个梦想写进

本报“我写我梦”里

后，在本报记者的帮

助下，4月15日，梦想

就这么快地实现了。

4月15日，在齐鲁晚报记
者孟燕和张中的帮助下，我来
到了山东大学，旁听了一次关
于古代诗歌的公开课，开始了
我的圆梦之行。

坐在宽敞的教室里，听着
老师极富感情的江浙古代诗
歌，对于我这样一个平生第一
次进学校的重度残疾者来说，
心情是格外激动的，对我在以
后文学创作上的帮助也必定
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也
拿着我的作文请老师指导了一
下，使我更完整地体验到了课
堂生活。随着下课铃声的响起，
我的校园梦也圆满实现了！

是齐鲁晚报的“中国梦·我
的梦”活动帮我圆了多年以来
的校园梦。让我充分感受到了
齐鲁晚报工作人员对我们残疾
人的关怀，也感谢山东大学的
帮助和支持！

姜欣来信———

感谢帮我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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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精彩处姜欣会心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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