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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忆王忆：：文学创作让我能够独立自由地文学创作让我能够独立自由地““奔跑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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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热爱写作。从19岁到现在的14年时
间里，我坐在轮椅上，用并不灵活的一根手
指，努力敲击着键盘。先后出版了散文集《轮
椅上的青春》《在轮椅上奔跑》、诗集《在静寂
里逆生长》《拥抱月亮入睡》、长篇小说《冬日
焰火》、短篇小说集《不虚此行来看你》等多部
作品，总出版发行字数超200万字。我也因此
被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称赞为“不倒的生命
之树”。

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在北京举办，举
世瞩目，我有幸参与其中：我为冬残奥会歌曲
《残健共融 拥抱未来》创作了歌词；同时，我
的诗集《拥抱月亮入睡》由中国残联宣文部转
赠给了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我希望所
有的残疾人朋友都能够励志奋发、勇敢追梦，
平等参与社会生活，一起向未来。

命运多舛

我出生于1989年的冬天，老家是江苏盐
城。大概8个月的时候，医生诊断我为“小脑
偏瘫”，甚至预言“活不过十岁”。但我的爸爸
妈妈没有放弃我，为了给我看病，他们卖了家
中值钱的东西，又向亲戚借了钱，带着我到北
京、上海等各大医院，遍访名医。

最终，我在北京做了一次大手术，在腰椎
上留下了30多厘米长的伤疤，换来的是我可
以像其他孩子那样坐着。第二年，我的双腿
又做了一次大手术，只为解决上厕所浑身颤
抖的问题。之后，我又做了双侧颈动脉鞘交
感神经网剥脱术。在我身上，每跨出一小步
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三次大手术后，虽然我的身体功能在一
点点恢复，但不能改变我作为重度脑瘫患者
的事实，双手变形，不能正常流畅与人沟通交
流，无法行走，只能坐在轮椅上。

吃饭、穿衣、说话、行动……无论干什么，
对于我来说都是困难重重，但我的头脑是清
醒的，我是有思想和梦想的。小时候，看到窗
外的小朋友背着书包去上学，我羡慕极了，我
也想要上学。

1998年，也就是我9岁的时候，为了让我
接受教育，我们全家搬到了南京。爸爸坚持
要让我到普通学校学习，在走访了多所学校
后，终于有一所学校答应让我去试读。爸爸
妈妈为此还写下承诺书，保证我不会影响到
其他孩子。

在父母的坚持和呵护下，我上完了初

中。之后，又为我请高校研究生做家教，完成
了高中和大学的部分课程，这期间，我也自学
了大量的文学知识。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
是他们让我获得了重生。

邂逅文学

人们常说，当上帝关了这扇门，一定会为
你打开另一扇门。这句话，在我身上得到了
应验。我是幸运的。

上学后的我，渐渐喜欢上了文字。记得
10岁那年的圣诞节，参加完学校组织的篝火
晚会后，我用一篇小短文写下了当时的感受，
那算是我“写”下的第一篇文章。因为不能像
常人一样握笔，我写下每一个字，都得用尽全
身的力气，写得很费劲，但却被文字的魅力深
深吸引。从那时开始，我坚持每天写作。

我越写越有感觉，并因此受到了极大的

鼓励。二年级时，我的作文被老师贴在教室
后的黑板上；四年级时，在作文比赛中获得一
等奖；初中时，作品在南京市作文比赛中摘得
优胜奖项……14岁时，我在日记本里写下了
未来的梦想：当一名作家。

网络的出现，让我和这个世界、和我的梦
想越走越近。虽然我只能用一根手指敲击键
盘，但对我而言，已经感觉很幸福。很多人都
会觉得，我用一根手指打字写作，是一件非常
辛苦的事情。而事实是，只有在投入写作的
时候，我才能从意象到具象，变成一个完整美
好的自己。

最初，我是在一个文学贴吧里写小说，写
了一段时间后，一位杂志社的编辑留言说要
帮我出本书，我本以为是骗子，结果一个月
后，对方就把那本样书《心中的青鸟》快递到
了我家。

创作时那种自由和幸福的感觉让我沉醉

其中，文学创作为我单调的生活打开了全新
的模式。26岁那年，我将自己从19岁开始写
的随笔整理成书，我的随笔集《轮椅上的青
春》随即出版。而在那之前，我从未想过自己
能够在二十多岁时活出一个真正的自己。

再之后，我参加了省作协的读书班和写
作培训班学习，同时也加快了写作的步伐。
2016年，出版诗集《爱，不能等》；2017年，出
版诗集《等待春天》；2018年，出版诗集《爱，无
止息》；之后，又完成了长篇小说《冬日焰火》、
短篇小说集《不虚此行来看你》、散文集《在轮
椅上奔跑》等多部作品……

我也因此获得了一些荣誉。比如第三届
中国青年诗人奖，第十届金陵文学奖，第八届
上海“好童书”奖，第三十三届华东六省优秀
少儿读物图书类一等奖，中国出版协会儿童
阅读好书榜“生命教育”出版图书奖等。

我要感谢很多作家前辈和老师给予我的

鼓励和认可，是他们的引领和鼓舞让我越活
越精彩。尽管我的身体被禁锢在那一小方空
间内，但文学创作让我能独立自由地“奔跑”，
让我与命运碰撞出最美的火花，“一株无人问
津的小草，在抖落风雪过后，终于扬起明媚的
微笑”。

传递大爱

我曾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话：字，多写一
行；梦，就更进一步。

在我最初确立要成为作家这个梦想的时
候，周围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
事情，因为他们觉得一个无法独立的残障人
就应该待在自己的世界里，把简单平凡的日
子过好就是对他人最大的安慰和帮助。但是
我的心灵和思想不允许我只是一个活着的
人，我要去创造比现实生活更有意义、更有价
值的事情。

这个事情是什么？是通过我的文字诠释
爱、传递爱，并给人以前行的力量。

“爱”是我作品中永恒的主题，囊括亲情、
爱情与友情。“爱”，是爱自己、爱身边的人、爱
我热爱的文学、爱我所爱的一切。这是小
爱。我还想传递给广大读者的爱是我们互相
的爱，以及与城市和世界的大爱。也许我们
彼此素不相识，但当通过文字面对面时，我们
之间产生的共鸣也是一种必然存在的爱。我
是如此认为，也是这么做的。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杂志
主编施战军在我的作品分享会上说，“王忆写
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内容里充满了生活应有
的温度”。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说，“王
忆内心明媚的阳光透过纸张，光芒万丈地四
射开来，带给我们每一个人力量与希望”。著
名作家范小青表示，“王忆的整个作品情感真
挚感人，能够打动人”。诗人刘立云认为，“从
诗歌写作角度来讲，善的、美的、阳光的东西，
在王忆的诗歌里面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记得在创作《残健共融 拥抱未来》歌词
的时候，我以一个感同身受的残障者角度出
发，写下了这首歌开头的第一句：“没有谁能
阻碍，万里之光照耀世界。”因为我觉得，作为
许多身患残障的不屈之人，曾经我们渴望走
出困境是多么艰难，然而只有自强不息，冲出
疾病与困难的重围，任何艰难都将不足以阻
碍我们与这个光耀世界交汇。

张海迪主席说：文学是心灵的篝火，即使
严冬也会让人感到温暖。对我而言，文学是
我身体和生命的延伸，我热爱文学，是文学帮
我敲开人生的大门。我希望，通过文学让自
己绽放出更美好、更绚烂的生命。我更希望，
天下所有残疾人的生活都不设限，都能够向
着明亮阳光的明天勇敢迈进。

作为一名百岁抗战老兵，每当清明
时节，我的心情总是许久无法平静。在
缅怀我们牺牲和逝去战友的时候，我的
脑海里不断闪现出冀中抗日战场上那位
为革命出生入死、铮铮铁骨的抗日英雄
郭秀祯同志的光辉形象。

郭秀祯，1911年出生于河北蠡县刘
村一户农民家庭，兄妹七人中排行最小，
全家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因家境贫
寒，从小就养成了坚毅的性格和吃苦耐
劳的精神。1928年，18岁的郭秀祯嫁与
梁斌结为夫妻，梁斌是以《红旗谱》等长
篇巨著而闻名中外的小说家，抗日战争
时期担任冀中新世纪剧社社长。

抗日战争是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

要唤醒广大民众，打败日本侵略者，需要
革命的武装队伍，也需要革命的文化队
伍。冀中新世纪剧社是冀中抗日武装的
有机组成部分，它是演出队、宣传队，以
文艺为武器，宣传群众，打击敌人，瓦解
敌人；同时，也是一支深入配合党联系群
众、密切军民鱼水关系的工作队。

梁斌社长信仰坚定，才华横溢，带
领我们全身心投入到文艺创作和演出
的工作，把新世纪剧社打造成了一支善
于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抗战文工队”，
为宣传抗日做出了积极贡献。他根据
自己亲身革命经历创作的文学巨著《红
旗谱》《播火记》《烽烟图》，在新中国乃
至世界的文坛上树立起了一座不朽的
丰碑。

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有着一位伟
大的女性。梁斌抗战时期辉煌壮丽的人
生之中，他的夫人郭秀祯不仅是位默默
支持和奉献的好妻子，而且是位抗战英
雄！

时局动荡，志在为普天下的百姓“谋
稻梁”的梁斌常年奔波在外。1936年梁
家分家之后，梁斌家没有男劳力，郭秀祯
只身拉扯着几个幼儿，还要照顾老人，生
活十分艰难。1937 年春，梁斌回到冀
中，在蠡县发展组织，组建救国会。那
时，斗争环境十分残酷，日本鬼子和伪军
时常到冀中扫荡，实行“三光”政策，不断
来村抓人。

在内外交困的危难情况下，郭秀祯
以极大的热忱参加了妇救会的工作，同
张志英、祝凤书、赵小棉等进步女性一
起，组织广大妇女做军鞋、制棉被、敛麦
子、磨面、敛鸡蛋，支援抗日前线，宣传群
众，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声
有色地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
动。

梁斌时任冀中文建会文艺部长、冀
中新世纪剧社社长，他和郭秀祯家也就
成了文建会干部和新世纪剧社的同志
们经常往来的住地和联络点。不论酷

暑寒冬，还是白天黑夜，郭秀祯为同志
们送信、站岗、放哨，不辞劳苦，以过人
的胆识，机智巧妙地与鬼子和汉奸周
旋，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大批八路军干
部、战士。

1942年“五一大扫荡”，日军在冀中
战场上集中了十几万人，与吕正操、程
子华将军领导的冀中部队两万多人展
开决战。8月的一天，我在新世纪剧社
戏剧队队长傅铎同志的兄弟、民兵队长
傅锅台的护送下，穿过众多敌人的岗
楼，深夜潜入梁家庄梁斌和郭秀祯的家
中坚壁。

面对紧张的战争形势，郭秀祯十分
警觉，傅锅台几次轻声叩门，均无回应。
最后暗号对上，她才开门将我迎了进
去。在她家，我意外而
惊喜地见到了先期来
这里寻找组织的姐姐
穆苓，她是我们七人小
分队负责人。郭秀祯
简单交代几句后，又带
上门出去站岗放哨了。

我好奇地问：“大
嫂怎么像个专业的地
下工作者，警惕性这么
高！”穆苓说：“梁社长
家就像个地下收容站，
几乎每天半夜三更都
会有一批批的区里干
部和剧社的同志们来
到这里。有时鬼子汉
奸也冒充八路军来叫
门。大嫂不得不加倍
小心，这是时刻都关系
着八路军干部战士生
死存亡的大事。她天
天细心谨慎地把握着
这个生命交通站的命
脉，已经不知有多少人
通过大嫂的掩护，去了
路西，都没有出过半点

差错。”
“不打紧，不打紧。用俺这一命，换

你们几条八路将士的性命，划算！划
算！”我清楚记得有一次郭秀祯奔回家
中，回身将街门关上，用木棍死死顶住。
她脸色严峻，但丝毫不见慌乱，对着她年
幼的儿子说：“宝昌，带着刘叔和李叔钻
地洞；宝来，马上告诉王叔和邱叔架梯上
房，穿过两家，到三大伯家夹壁墙里藏起
来。宝璋，领着大姨、二姨去仓库。”

梁斌同志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给
孩子们郑重留下遗言：“就在我们梁家庄
的院中，为你们母亲立上一块碑，以为永
久性的纪念，也表达我对她深深的歉意
和敬意！她在抗战期间对革命工作是兢
兢业业、尽心尽力的。敌人五次抓捕我，

其中一次，已经把我捆在了三哥梁维君
家院里的小枣树上，都是你们的母亲冒
着生命危险帮助我化险为夷，她还冒死
掩护过那么多的抗战将士们。回想起这
些，我很为你们的母亲感到骄傲和自
豪！”

时光荏苒，恍如隔世。我印象最深
的记忆是在2005年，举国上下纪念抗日
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带着自己的儿
子，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河北蠡县梁家庄，
肃立在梁斌和郭秀祯故居院中“郭秀祯
纪念碑”前，我一遍又一遍抚摸着碑刻，
潸然泪下，郭秀祯同志的一生平凡而伟
大，她曾经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历尽艰
辛磨难而无怨无悔，在她身上我看到了
炽热的家国情怀。

建国后的郭秀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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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忆荣获北京冬残奥会
残健融合原创主题歌曲优胜
奖。左边是她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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