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工人日报、
中国青年报、澎湃新闻、福建日报、莆田新
闻……黄镇宇参加今年高考以来，众多媒体
报道让他“出圈”。

“我是一名虽看不见世界，却有幸被世界
看见的普通大学生。既然被世界看见了，就要
为盲人做一些事情，为残疾人呼吁。”黄镇宇
思考得很多。

他谈起读高二时发生的一件事。那时，他
从青岛乘坐飞机回家，在提前获知他是视障乘
客的情况下，机场工作人员推来了轮椅，这让
他哭笑不得。这时，他开始关注到普通人对残
疾人并不太了解，存在一些误解。

残疾人士需要的并不是纯粹的被照顾，需
要的是真正的理解与平等的权利。

黄镇宇说，我国有很多盲人，却鲜少在路
上被看见。不少人对盲人存有好奇心，但并不
真正了解。只有走出去，才有可能接触社会，
让他人了解盲人的需求。

课余，他借助屏幕阅读器浏览知乎网
站。一个飞机乘务人员如何为视障人士服务
的帖子，让他十分惊讶。帖子事无巨细罗列
了 20多条注意事项，甚至还有为特殊旅客喂

饭等内容。
“残疾人在接受社会热心、好心、暖心帮

助的同时，也应考虑避免浪费社会资源。”这
是黄镇宇最近经常思考的问题。他说，被过
度帮助，会让一些残疾人感觉自己没有价
值，内心有歉疚感，自尊也会受损伤，无法
与自己和解。

其实，即便在家中，黄镇宇也经常洗碗和
整理卫生，还会烹煮简单的饭菜，修理手机、
电脑的技能十分娴熟，家人手机出问题都是他
来处理。

发送微信、发朋友圈、给朋友推荐视
频……如果没有见到黄镇宇，仅仅和他在
网络聊天，会发现他与普通人并无区别。
他的反应速度之快，让人难以想象网络那
端的是一位盲人。

淋过雨，更想为别人撑伞。黄镇宇说，学
播音就是走出舒适区，站到台前。学习朗诵的
过程，就是用声音去触摸光、听见光的过程，
照亮自己，也一定能照亮别人。

全国首位视障播音硕士毕业生董丽娜曾在
通话中鼓励黄镇宇：“读书曾带给我快乐，我
也想通过声音传递给更多的人。你也可以。”

去发光，而不仅仅是被照亮。美好的声
音，能传播正能量。

“我想告诉跟我一样的人们，门是自己破
出来的！”在大学报到当天，黄镇宇就站在镜
头前，以铿锵有力的声音，用积极乐观的情
绪感染人，让大家看到他正以良好的心态，
融入全新的生活，盲人学生等残疾学生和其
他学生一起，在大学校园里学习、成长、成
才，这就是对教育公平的阐释。“而我们也应
该做新时代自强自信的大学生，做贡献社会的
那一束光”。

“我看不到精彩世界，却能做出精彩贡
献！”这是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盲人协
会副主席王永澄曾说的话，黄镇宇深感震撼。

今年 7月 31日至 8月 9日，黄镇宇在浙江
省杭州市参加“独立出行”等技能提升课程
培训时，遇到了今年同样参加高考的5位外地
盲人考生。黄镇宇说：“我们在一起交流，都
非常感谢国家为我们参加高考提供的便利措
施。我们眼睛看不见，但体会到社会的光芒
万丈。心中亮堂，人生才亮丽。同时，自己要
去发光，增强自我发展能力，这也是我们共同
心声。”

眼下，20岁的黄镇宇有了第一个“10年
规划”——成为“发光体”，用声音、用乐观
的心态去影响他人，温暖、照亮他人。

今年9月11日，江西科技学院董事长喻恺
邀约黄镇宇共进午餐，并送给他一台喜马拉雅
智能便携收音机。

“惊喜到无法言喻！我瞬间就流泪了！”往
事如昨，黄镇宇忆起初到莆田市特殊教育学校
时，妈妈送给他的一台小小收音机。就是那台
收音机，让他听见了世界。

11年后，这份相同的礼物再次摆在他的面
前。他穿越时空，回望9岁时的自己——那个
被电波里的温暖声音点亮的小男孩。他感谢那
个小男孩对命运的不屈，感谢那个小男孩对黑
暗的抵抗，感谢那个小男孩从废墟中站立，成
长为今天的自己。

“我感受到了大家给予我巨大的勇气和力
量，我的人生因此会变得不一样！我会好好珍
惜这大学4年的时光，争取考上心仪学校的研
究生，继续深造，为社会发光。”

祝福每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人，都能冲破
桎梏、破茧成蝶。

作为福建省
首位全盲高考考
生、江西省高校
统招的首位全盲
大学生，今年 6
月以来，来自福
建省莆田市的黄
镇宇备受各界关
注。这是一位想
“看见”世界、照
亮他人的全盲大
学生。今天是国
际盲人节，让我们
再一次走近黄镇
宇，静静地聆听他
内心的声音，探
寻他的追光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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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6月 7日，高考启幕，在莆田三中考点，
黄镇宇手搭在父亲的肩上，前往考场。

▲ 8月31日，黄镇宇到江西科技学院入学报到，受到老师和同学的热情欢迎。

本版摄影：蔡昊 陈斌

中秋国庆假期，福建省首位全盲高考考
生、江西科技学院 2023级播音与主持艺术专
业学生黄镇宇独自一人游历了吉林省长春市和

山东省烟台市。地铁、公交车、火车、飞机，
他一个人换乘各种交通工具，一个人住酒店、
逛景区。

全盲，并不能阻挡他走出自己的世界、抵
达更远的地方。成长于新时代，各界暖心相
扶，让他更加坚定地追光前行。

“我想挑战自己，证明我完全有独立生活
的能力。我‘看见’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想

‘看见’全世界。”

出生于 2003年、家住莆田市城厢区龙桥
街道的黄镇宇，并非先天性失明。婴儿期的他
因意外事故而造成视力不可逆损伤。3个月大
时，父母便发现他的眼珠不会转动，对光的反
应迟缓。两三岁时，黄镇宇的双眼慢慢萎缩。
尽管父母带着他辗转各地治疗，黄镇宇眼前的
世界还是渐渐暗淡了。

“我还记得小时候在一群大人中间穿行。
小小个子的我，只能朦朦胧胧看见大人们来回
走动的腿，如同置身迷雾中的森林，四周都是
巨大的树木。我快速奔跑着，想要跑出这片迷
雾，可是怎么也跑不出。”模糊、朦胧、混

乱、慌张，这是黄镇宇脑子里最挥之不去的记
忆，也是他对光亮世界的最后印象。

之后，黄镇宇如同坠入长长的幽暗的隧
洞，世界陷入一片漆黑中。他感觉视力似乎一
点一点地被巨大的黑洞吞噬，随之而来的是深
深的恐惧。这种恐惧，即使过去了十几年，还
如梦魇般烙在他的脑海里。

“时间是铁面无私的，每过去一秒，就多
夺去一点视力。小时候，我经常坐在时钟前，
听着秒针一圈圈地转。好像转一圈，眼前就更
模糊更黑暗一些。我伸出手，想抓住一些什
么，却什么也没有。”幼小的黄镇宇，就体验

到无力、颓丧、绝望。
跟着妈妈去市场，想要抱住妈妈的大腿，

却抱错了人；爬楼梯时经常摔倒；听小朋友谈
论花儿的颜色，却无法亲眼看见……

双胞胎哥哥上了幼儿园，黄镇宇只能单独
待在家里，痛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和哥哥一
样，背上书包，和小朋友们嬉戏、玩闹？他在
屋子里，四处游荡、摸索，打落、打翻各种物
件，以此来宣泄情绪，试图抵抗黑暗。

为了给黄镇宇一点安慰，也为了让他能和
普通孩子一样上学，母亲吴秀青苦苦哀求，终
于幼儿园收下黄镇宇。在哥哥的照顾下，黄镇

宇上完了幼儿园。
7岁时，黄镇宇的父亲黄金龙不死心，抱

着最后一丝希望带着孩子前往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求医，却被告知孩子的眼睛已无恢复希望。
父子俩在北京只住了一天。对于这个深爱孩子
的父亲来说，那一天，过得如刀割般痛彻心
扉。一切都是徒劳了，黄金龙眼中闪着泪光，紧
紧拥抱着黄镇宇瘦小的身子，喃喃说道：“我们
回家，我们回家。”

小小年纪的黄镇宇似乎也知道，这意味
着他将永远看不见光亮了，哪怕是模糊朦胧
的影子。

“命运如此不公，为什么是我？”视力完
全丧失后，在很多个深夜里，黄镇宇从内心
发出怒吼。

然而，怒吼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无数
次在黑暗中与自己对话，黄镇宇接受了残酷
的现实。

在普通小学就读一年多之后，黄镇宇无奈
转到莆田市特殊教育学校，与其他盲童一起，
学习盲文，学会独立。慢慢地，他适应了全盲
的学习和生活。

眼睛看不见，无法通过视觉感知世界，但
是还有耳朵、有手，还有听觉、触觉，还有一
颗跳动的心，还有感觉。更重要的是，还可以
思考。

黄镇宇 9岁时，妈妈送给他一台收音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千里共良宵》、莆田广
播电视台的《人在他乡》，是黄镇宇最喜欢的
节目。分享情感、赏析歌曲、朗诵诗文，主持
人动人且温暖的声音给了他莫大的安慰。

“看不见，但可以听见。我可以把耳朵当
眼睛。”黄镇宇听到了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
感受到人们的喜怒哀乐，欣赏到旋律优美的歌
曲……世界，是可以被听见的。黄镇宇的心理
创伤被一点一点地治愈，眼前似乎也不那么黑
暗了。他感到自己的心慢慢被照亮了，不再愤
怒，不再怒吼。

“如果我也能用自己的声音让别人有所收

获，有所启迪，那真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
黄镇宇萌发了这样的愿望。

盲人学习朗诵，要克服比常人更多的困
难，付出更多的艰辛。每一次熟练朗诵，都是
上百次练习换来的。

住校期间，为了不打扰同学休息，黄镇宇
总是一大早就摸索着到操场上练声。操场离宿
舍很远，由于走得急，常常摔跤。但每次，他
都尽力快速爬起来，继续走。来到操场，站
定，大声朗读。他的声音富有磁性，很有穿透
力。有时候，路过的学生禁不住停下脚步倾
听。那动人的声音回荡在空中。

2017年，莆田市教育局组织朗诵大赛，学
校推荐黄镇宇参加。吴秀青花了100元，给14
周岁的黄镇宇租了一套服装。这次比赛，他获
得佳绩，并被推荐参加中国语文朗读评选活动
全国总决赛，勇夺初中组二等奖。

播音与主持的种子，便在此刻发了芽。
“我真的能感受到那些文字描述的美好画面就
在眼前，无形中弥补了我视觉上的缺憾。”在
朗诵中，他似乎看到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
雄浑壮阔，看到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的豪放
浪漫，看到了“如果我是一片雪花”的自由轻
盈……通过朗诵，他张开想象的翅膀，可以抵
达任何地方。沉寂多年的视觉好像被唤醒了。

“只要他喜欢，能带给他快乐，我们必须
竭尽全力。”黄镇宇的母亲是全职主妇，父亲

常年在外务工，家中还有哥哥姐姐上学，家庭
经济并不宽裕。为了让黄镇宇系统学习朗诵，
父母省吃俭用送他到正规培训机构学习。哪里
有比赛，就到哪里去。吴秀青带着他四处奔
走，争取每一个机会。2018年，有场诗歌朗诵
比赛需要以亲子形式参加，普通话并不标准的
吴秀青咬咬牙花了 1500元给自己报了个培训
班，就为了让黄镇宇有机会上台。

第四届“曹灿杯”全国青少年朗诵大赛莆
田赛区少年组特等奖、第五届华韵之声语文朗
读大会全国总决赛初中组特等奖……6年来，
黄镇宇捧回的奖项众多，但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这过程付出了多少的汗水甚至是泪水。

绝不能被自己打败。这是黄镇宇的信念。
有的时候感觉走到悬崖尽头，但跨过去之后，
在绝路中好像还有那么一丝生机。

美好的声音，就是一道光。
在一场比赛中，母亲鼓励黄镇宇与其偶

像、中国广播报社社长、朗诵艺术家王静合
影。王静握着黄镇宇的手鼓励他：“孩子，你
很棒！只要你的内心足够强大，什么困难都能
够克服。”

那一刻，云在开，雾在散。这句话成为黄
镇宇的座右铭，激励他不断前行。

2019年，黄镇宇与家人作出一个重大决
定——参加普通高考。

在福建省内，高中盲校只教单考单招要考

查的语数英物化生6门学科。通过打听，得知
山东省青岛市盲校有教普通高考涉及的9门学
科，且是面向全国招生，黄镇宇下定决心要报
考这所学校。2020年，在莆田市特殊教育学校
校长吴劲松和数学老师陈文翔等人的帮助下，
黄镇宇经过3个月的紧张复习，顺利通过入学
考试。

于是，他跨越1500多公里北上求学。
入校后，他把青岛市盲校的校训“自尊 自

信 自强 自立”记在心里，一边学习文化课，
一边保持着对播音与主持的热爱。不久后，黄
镇宇成为学校朗诵社团、校广播站的主力。

一个全盲学生，参加普通高考，意味着要
与健全孩子一起竞争。

纵使命运不公，也要坚毅自强。3年来，
在凸起的盲文间，在美好的声音里，黄镇宇锲
而不舍，上下求索，探求知识的奥秘，也延展
生命的宽度、高度，活出了更好的自己。

通过不断练习，黄镇宇掌握了“超能
力”——以 3.5倍的速度，收听各种语音信
息。在一声声极速的、普通人根本听不清的播
报声中，他与这个世界快速地链接。两三分钟
时间，他就能听完3000字的文章。

眼前无光，心中有梦。他在黑暗中，更在
光亮里。

从幽深的黑暗中走出来，世界变得亮堂
起来。

2022年 12月，黄镇宇参加 2023年福建省
普通高校招生播音与主持类省级专业统考，在
800多位考生中，取得第7名的好成绩。

今年6月，在高考考场上，黄镇宇书写了
别样的青春答卷：3天扎完6科共134页的盲文
试卷。

高考中，莆田市教育部门为黄镇宇安排了
单人标准化考场、盲文试卷和懂盲文的监考老
师，并按规定每科延长50%的考试时间。爱心
企业专车专人全程接送黄镇宇，莆田市残疾人
创业交流协会的残疾人们自发到考点外为他鼓
劲加油。通过当地主流媒体“莆田新闻”微信
公众号的报道，全国各地的网友纷纷留言，鼓
励黄镇宇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盲人能参加高考，得益于全社会的关
爱。2014年高考，教育部教育考试院首次提
供定制的盲文试卷。2015 年，教育部、中
国残联联合印发《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 （暂行）》，为
残疾人参加高考提供平等机会和合理便利，
包括“提供现行盲文试卷”“适当延长考试
时间”等，这是我国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对残
疾人参加普通高考而专门制定的管理规定。
2017 年，在总结经验，征求各方意见基础
上，教育部、中国残联联合印发《残疾人参
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
定》。据统计，10年间，教育部共为 17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的 65 位盲人考生提供

256 份盲文试卷。今年高考，共为 1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 12位盲人考生提供盲
文试卷。

盲人参加高考，是对他们平等接受教育权
利的一种保障，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
志。许多盲人考生因此圆了大学梦。

秋天，正是橙黄橘绿的美好收获季节，黄
镇宇等来了盼望已久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这是
他在金秋收到的最好礼物，也是给自己努力的
最高奖赏。

黄镇宇微笑着，将江西科技学院的录取
通知书放在胸口，轻轻地、静静地抚摸着，
似乎要让这梦寐以求的通知书也聆听他激动的
心跳。

“今天，是我融合教育的第二天，我坐在
教室第一排听讲。老师提前把电子版教材发给
了我，课后还关心我有什么困难。我对这里，
越发有一种依恋和归属感了。”9月 12日晚，
黄镇宇在微信朋友圈发了这样一段话。

今年 8月 31日，黄镇宇离开家，乘坐动
车，到 560公里之外的江西科技学院正式报
到。一到校园，他收获了“惊喜盲盒”——学
校制订了帮扶方案，全额资助他大学 4年学
费，13名志愿者组成校、院两级助盲团，帮助
他尽早适应大学生活。学校特意把他安排在一
楼住宿，宿舍楼大门至宿舍门口铺设盲道，配
备智能音箱、全新洗衣机等。来自上海市、福
建省泉州市的 3名学生主动报名，成为黄镇宇
的舍友。“我们都是你的‘眼’。”舍友作为志
愿者，为他提供帮助。学校、同学的温暖守
护，让他泪崩。

“我们会把你当作我们的孩子来看待。”开
学当天，中国教育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联
席主席、江西科技学院创办人于果给黄镇宇送
来了《走出荒野》等盲文书籍和定制盲杖，以
自己患小儿麻痹症的经历，鼓励黄镇宇战胜困
难、自强不息。

“开学一个多月来，家里人问我适不适
应。我说我只感觉到开心，我已基本熟悉校园
学习、生活。我每晚都要摸一摸《走出荒野》
盲文书，我要走出自己的‘荒野’，融入大学
生活。”黄镇宇也深知，学校提供学习、生活
上的便利，并非降低对他的学业要求。参加高
考，就是为了与其他学生一样学习。“在学业
上一视同仁，是对残疾学生最大的尊重”。

眼下，黄镇宇正为第25届齐越朗诵艺术节
暨全国大学生朗诵大会做准备，并萌生了加入
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坠入黑暗坠入黑暗

听见世界听见世界

命运的齿轮转动命运的齿轮转动

大学大学新生新生

成为成为““发光体发光体””

8 月 10 日，黄镇宇把
录取通知书放在胸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