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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身残志坚不懈追梦 在舞台绽放耀眼光芒
阴记者 陈静 通讯员 张海芬

“以残缺之躯演绎美丽，以真挚情感催人奋进。”对于残障人士来说，身体的残疾虽然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自己，命

运更没有放弃过他们。他们不向命运低头，每个人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而努力。

在追梦的路上，他们一路披荆斩棘，付出比常人更艰苦卓绝的努力，面临着比常人更大的挑战，终于开出了一朵朵“希望之花”。在不久前举行的第

十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中，舟山市有6名残疾人被浙江省选派参演4个节目，陈艳萍主演的戏曲《陆文龙归宋》，郭新林、洪国壮、孙红舟、王维参演的

声乐节目《阿家里格啰》，包培余参演的器乐表演《马踏金秋》，以及郭新林参演的器乐表演《绿水青山》，均获一等奖。

听到自己演唱的《阿家里格
啰》获声乐类一等奖的消息，王
维脸上的笑就一直没有停过，
他说，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因为视力障碍，在舞台上精
准定位对王维来说最难。刚刚
到杭州参加集训，当他知道参
演的节目需要走位表演，心里
一直打退堂鼓。“其实，能站在
全国性的舞台上，是一个非常
难得的机会，我不想放弃，要坚
持下去，定位不准就多做多走，
使自己的肌肉形成记忆，用眼

前仅存的一丝亮光和模糊的人
影，在同伴配合下，通过无数次
的走台、定位，才有了比赛时的
我们。”

王维是沈家门人，患有先天
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域比较
窄小，在暗处他就无法看清东
西。“音乐给我带来了光明和希
望。”王维说，视障残疾挡住了
“光明”，但是生活在另一处给
他打开了一扇窗。只要生命不
止，他将继续唱下去。

王维：
舞台是他生命中最亮的光

如果说上天在关上一扇门的时候总
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那么音乐就是属
于包培余的那片小小的天空。自小精神
发育迟滞的他，接受知识要比普通小孩
慢上许多，同样的文化知识，父亲要重复
教上不知多少遍。但是遇上音乐，包培余
就如同变了一个人。

此次参演的《马踏金秋》喜获全国
第十届残疾人艺术汇演一等奖，对包培
余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他说，这次
获奖，他想感谢的人特别多，有市、区残
联领导，省残疾人艺术团的多位老师，

自己的专业老师，一路上关心支持自己
的亲人朋友……最最感恩的，便是父母。

在比赛后，他写了长长的一段话：
“为了这次全国赛，爸爸妈妈全力支持
我，每次集训都是全家总动员。妈妈辅导
我参赛作品，爸爸后勤保障，当司机、做
装卸搬运工。为了陪我，爸爸周末都去加
班，他不要加班费，跟领导说要结余休假
日好陪伴我；妈妈为了我，特地请了半个
月事假，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付出，就
没有今天的我……”

他说，今后要用更优异的成绩来回

报这么多人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
学打鼓10年，包培余取得了不少的成

绩：2016年，他表演的《舟山锣鼓第三番锣
鼓点子》获第十一届全国青少年打击乐比
赛浙江省选拔赛特等奖；2019年，第十四届
全国青少年打击乐比赛，获青年组民族打
击乐优秀演奏奖；2021年第十五届全国青
少年打击乐比赛，获青年组中国民俗打击
乐三等奖……

鼓声激昂，包培余前进的步伐一路铿
锵。

《阿家里格啰》一开场，洪国
壮中气十足的渔民号子在整个
演播厅回荡。舞台上的他歌声
嘹亮，如果不告诉你这是一位
残疾人，你绝对想不到这位长
相健硕的“渔民”汉子，竟然是
一位听力四级障碍的老人。

唱了近二十年渔民号子，他
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几次参与这
样的演出，他只知道，渔民号子
是舟山海洋文化的宝贵财富，
作为渔家子弟的他有责任也有
义务将它传承下去。

洪国壮是嵊泗人，家里的亲
戚也分布在黄龙、菜园、花鸟、
嵊山等地，小时候到亲戚家去
都要乘船，那时的船是靠人力
划的木帆船，每逢坐船时，掌舵
的船家都会喊上几段《摇橹号
子》，来减轻撑船带来的劳累，
同时也给船上乘客带来欢乐。
由于祖辈和父辈都是船工，从

小就在“汰横头”玩闹的他，听
着渔民号子长大，仿佛天生就
对这种吼出来的旋律有一种感
觉，一开口就能唱。

初中毕业之后，洪国壮当过
渔民，“那时出海捕鱼就只有手
工劳作，起网、拉锚、抬网都要
费大力气，这时船老大就站在
船头唱起渔民号子，一唱众和，
一来统一行动，一起用劲；二来
舒缓情绪排解疲惫。”闲暇时，
他就在船上喝点酒，拉拉二胡，
哼唱渔歌小调。正是出海捕鱼
的这段经历，洪国壮才可以将
渔民号子演绎得淋漓尽致。

十八年来，他两次把渔民号
子吼进了央视“星光大道”，两
次 登 上 国 家 最 高 的 演 出 殿
堂———国家大剧院，将舟山渔民
号子从东海之滨吼到了北京、
上海、青海、云南、广东以及海
外。

洪国壮：
和渔民号子“相爱”近二十年

作为《阿家里格啰》的主演
之一，回忆起数月前排练的情
景，孙红舟至今记忆犹新。

“我因为行动不方便，尤其
是走台阶的时候尤为担心，所
以排练间隙，其他演员都到舞
台下休息，我基本上都不下舞
台，就在原地休息一会。”在演
出中，孙红舟和王维的动作配
合比较多，而王维是视障人士，

所以两个人一个充当眼睛，一
个变身腿脚，在舞台上完美配
合完成工作。

“我从小喜欢音乐，是音乐
改变了我。”孙红舟说，自己身
患小儿麻痹症，曾经因为腿脚
不方便，心里的门总是不愿打
开，是音乐让他打开了这扇心
门，让他喜欢与人交流，融入社
会。

孙红舟：
因为音乐，拥抱社会

在第十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上，来
自普陀沈家门的肢障演员郭新林，与洪国
壮、孙红舟、王维一起参演声乐节目《阿家
里格啰》，获声乐类一等奖。这首取材于国
家级非遗名录“舟山渔民号子”的歌曲，展
示了舟山人不畏艰险、奋勇向前的精神图
腾。而郭新林正是想通过这首歌，来表达
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而另一首和其
他地市演员共同完成的《绿水青山》同样
获得器乐类一等奖。

回想起去年排练过程，郭新林直言
“太不容易”。去年6月中旬，《阿家里格啰》
的8位演员就到杭州开始集中排练，“虽然
大家是残障人士，但是为了节目的质量，
没有丝毫松懈，每天把集训时间安排得满
满当当。”他告诉记者，极具舟山特色的
《阿家里格啰》，有些地方需要用舟山方言

来演绎，这可难倒了另外4位非舟山籍的
演员，“杭州和嘉兴两位演员还好，因为属
于同一语系，但是丽水的两位演员对于舟
山方言的演绎就有些难度，幸好之前有过
一些配合的基础，加上我们相处过程中经
常用舟山方言跟他们沟通，慢慢的，歌曲
中舟山方言演唱的韵味就出来的，演出效
果相当不错。”

因为疫情关系，排练并不顺利。“大概
到8月20日，我们收到通知，暂停集训，于
是大家都各自回去了。可是排练还没有全
部完成，回去了怎么办？我们就把排练的
唱段、动作都一一录下来，回家以后继续
练习。”郭新林说，舟山的四位演员中，洪
国壮主要负责渔歌号子部分，单独练习，
他和另外两位演员就常常聚在一起，不断
磨合、排练。

11月27日，当8位演员共同完美演绎
《阿家里格啰》后，郭新林才感觉可以真正
松一口气。

今年57岁的郭新林，在音乐这条道路
上已经走了几十年。年轻时，他曾在普陀
艺术团担当独唱演员、艺术指导等职。十
多年前，他股骨头坏死，影响了正常走路，
但他对艺术的热爱并未减少。

近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残疾人文艺的
发展和后备力量的培育，发掘完善舟山本
地特色的节目，积极为省里输送人才和节
目。在其他残疾演员的眼里，郭新林就是
团队的主心骨。郭新林说，他希望能在健
全人文艺和残疾人文艺之间起到桥梁作
用，以后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影响
力，为残疾人文艺作出应有的贡献。

郭新林：
用心浇灌艺术之花

包培余：
用音乐为自己“鼓”舞

选择越剧名段《陆文龙归宋》，陈艳
萍坦言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这也是她
第一次在舞台上尝试武戏。“戏曲表演技
巧中的四功五法是戏曲演员必备的表演
技艺和基本功，多年来，由于视力障碍，
我在舞台上对四功中的做、打环节涉及
并不多，这次选择了一个对我来说难度
巨大的折子戏，也算圆了自己的一个
梦。”

为了排好这个剧目，她辗转舟山、杭

州、绍兴，跟着老师练，马鞭不知道挥断
了多少根，衣服不知道摔破了多少件，压
腿压得受不了，她就靠止疼片入睡……

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所有的付出
都变得值得。

陈艳萍是定海白泉人，26岁时不幸
被确诊为“视网膜色素变性”，从夜盲、视
力下降、视野缩窄，到后来逐渐模糊，最
后仅看到一丝亮光。虽然感叹命运的不
公，但她从未放弃过生活。2008年10月，
陈艳萍和俞静等几个年轻票友共同组建
公益组织“舟山市青年越剧团”。剧团成
立以来，她们自掏腰包购买服装、道具、
音响设备等，先后投入资金近百万元，开
展文化惠民演出900多场，服务近30余万
人次。“十多年来，我们几乎走遍了舟山
住人岛屿，唱遍了海岛渔农村的各个庙
宇、礼堂，也收获了无数的爱和温暖。”

五次登上央视舞台并拍摄专题纪录
片，参演的节目获得过全国和省残疾人

艺术汇演戏曲类金奖、浙江省十大城市戏
曲演唱联赛银奖，先后获得最美浙江人之
最美残疾人、浙江省最美志愿者、浙江省好
人……从当初的不敢面对，到现在的坦然
接受，十多年的志愿服务，让陈艳萍从痛苦
中解脱，也让她更加自信地去展示自己，打
开心门。

2015年，在市残联的帮助下，她又成立
了舟山市残疾人戏曲基地。她说，残疾人大
多数有自卑倾向，他们最希望获得的，不是
社会大众给予的同情，而是一种平等和尊
重，他们也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
“这么多年，我自己深有感触，从一开始不
太愿意说话到现在侃侃而谈，是因为我用
自己的努力体现了价值。所以我要把这样
的正能量传递给更多人。”

从事公益事业十余年，陈艳萍始终保
持着一颗真挚善良的心，默默地为社会大
众唱着越剧，甘于无私奉献，不计代价不图
回报，用爱心谱写了一曲曲动人乐章。

陈艳萍：
用眼里仅有的一丝光亮点燃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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