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经，她在黑暗中追光，成
就自己；如今，她把自己活成了
光，照亮别人。

5月4日，在第27届中国青
年五四奖章颁奖活动现场，由
爱人引导着上台领奖的张晨备
受关注。张晨是安徽省安庆市
特殊教育学校的一名音乐老
师，也是我国首位盲人声乐硕
士。身处黑暗之中，她却把自
己活成了一道耀眼的光。

勇往直前：在黑暗中用音

乐追逐光明

漂亮的美甲、淡淡的妆容、
甜美的声音，初见张晨，很多人
都感叹她的优雅和美丽。“虽然
我看不见，但还是喜欢把自己
打扮得美美的，希望把最美的
一面展示给大家。”张晨笑着说
道，脸上洋溢着自信和阳光。

爱人唐闻泽也不吝赞美：
“我最欣赏张晨的乐观和积极
向上，跟她在一起的每一天都
多姿多彩。在学校里，只要她
在的地方，就会有笑声，她总能
把快乐带给大家，我跟她在一
起非常幸福。”

张晨拥有健康、良好的心
态，得益于身边源源不断的正
能量输入。

13岁那年，因用眼过度导
致视网膜脱落，原本在普通小
学读书的张晨陷入了无边的黑
暗。无助、迷茫之际，她偶然听
到了钢琴曲《月光》。“看不见
后，听到音乐的感觉变得不一
样。我回忆了很多以前看过的

色彩，当时就想，也许看不见也
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我可以
用另一种方式看见不一样的世
界。”音乐宛如一道光，照进了
张晨的世界。

父母的关爱也伴随着张晨
的成长，经常鼓励她好好读书，
并告诉她：“你和普通人没有区
别，不过是看东西有障碍而
已。其实每个人都有障碍，只
是存在于不同的方面，以不同
的形式表现出来。”

进入安庆市特教学校读书

后，张晨遇见了很多和自己一
样看不见的同学，大家都努力
学习。盲人老师也非常优秀，
张晨每次听他讲课都肃然起
敬，并在心里种下了当老师的
理想。那时，人们几乎都认为
学推拿是视障孩子的唯一出
路，张晨的父母却希望她能够
成为一个内心丰盈的人，支持
她学习喜欢的钢琴。怀揣感恩
之心，张晨克服困难，认真学
习。“我很羡慕别人看一眼就知
道哪个音在什么地方，我却需
要一个音一个音地去摸，才能
找到音和音之间的感觉和距
离；别人可以一边看谱一边演
奏，我要先把曲谱背下来，再在

钢琴上找每两个音之间、每个和
弦之间的关系，然后把两只手合
起来，一小节一小节地对位对
准，才能够合成一首曲子。”

张晨不愿辜负父母和老
师，一直勇敢追梦。得知当时
安庆市还没有盲人考过大学，
为了给自己的未来争取更多可
能性，也为了给想继续深造的
盲人同学提供相关信息，正在
读初二的她决定考大学。她报
考的是长春大学的特殊教育学
院，属于单考单招，读初中的残

疾人也可以报考。那段时间，
张晨既要学钢琴、乐理，还要跟
着老师学习高中课程，每一天
都忙碌而充实。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2002
年，张晨以全国第一名的好成
绩考取了长春大学的音乐专
业，开启了新的人生里程。

遇见爱情：用音符点亮视

障儿童的心

在不断追光的途中，张晨
自己也变成了一道光。2006年
大学毕业时，张晨深知自己的
母校音乐师资力量比较欠缺，
音乐活动也相对贫乏，选择回
到安庆市特教学校任教。

在教学过程中，她摸索出

一套适用于学生们的音乐教学
方法：“以听觉为主，再配合感
官、触觉的辅助，构成一种通感，
可以补偿盲生的视觉缺陷。”

有一次，在教学生一首曲
子时，有学生告诉张晨：“老师，
这个音乐让我体会到了白色，
非常纯洁。你说过白色是纯
净、圣洁的。”也有没见过颜色
的学生称，《草原牧歌》的前奏
让他想到了草的绿色和露珠的

感觉。张晨很开心，音乐让自
己和学生感受到世界的五彩缤
纷，她的动力更足了。

2013年，因为要领养一只
导盲犬，张晨来到位于大连的
中国导盲犬基地，导盲犬驯犬
师唐闻泽从此走进她的人生。
唐闻泽真诚、善良，和他相爱
后，张晨感受到了自由。“我曾
以为一个盲人恋爱、进入婚姻，
要有那种平等的关系可能很
难，是他治愈了我。”

不过一开始，他们的爱情
也遭到了唐闻泽父母的反对。
好在唐闻泽不改初衷，和父母反
复沟通，才赢得了赞成票。不仅
如此，2016年，唐闻泽还辞去大

连的工作，随张晨定居安庆，同
年，两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2017年，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残疾人教育条例》
出炉，其中规定：“残疾人参加
国家教育考试需要提供必要支
持条件和合理便利的，可以提
出申请。”见此，张晨毫不犹豫
地决定考研，背后的原因让人
感动：“在十几年的教学生涯
中，我发现自己还有很多不足，
想通过学习成为更好的特教老
师。我也希望通过考研激励自
己的学生，让他们看到视障者
更多的可能性，不要给自己的
人生设限。”

对于有视力障碍的张晨而
言，考研实在太难，她甚至找不
到盲文的学习资料。关键时
刻，唐闻泽不辞辛苦，费时费力
地帮她将复习资料转换成盲
文。最后，张晨以高分考入安
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学科
教育专业，成为我国首位盲人
声乐硕士。

2022年秋天，张晨研究生
毕业后，依然回到了安庆市特
殊教育学校，开展学唱黄梅戏、
组建音乐社团等多个音乐项
目，希望孩子们在音乐的滋养中
找到自信和快乐。思齐（资摘）

张晨：
首位盲人声乐硕士的追光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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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的央视春晚上，一
个来自宝岛台湾的年轻人，烫
着波浪头，穿着红西装，演唱了
《故乡的云》和《冬天里的一把
火》两首歌曲：一首抒情平缓，
充满乡愁；一首动感十足，活力
四射。一夜间，费翔的名字火
遍大江南北。

最近这段时间，这位国民
初代偶像，因为电影《封神第一
部》的上映，再次出现在公众视
野里。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
这位63岁的偶像与一众年轻
演员一同走红毯，身材气质毫
不逊色，依然能抢占镜头焦点。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费翔
说，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往前走，
去扩展自己的能力，看看外面
的世界，“观众一直在成长，我
一直以来的愿望是能够跟着我
的观众一起成长”。

我愿意

2018年2月11日，春节前
几天，费翔结束了最后一场演
出，为他整整20年的全国巡演
画上句号。从1982年发行个
人首张音乐专辑《流连》算起，

费翔唱了近四十年，彼时已经58
岁的他，到了一个可以稍微放慢
工作节奏，享受生活的年龄。

结束了20年的全国巡演
后，费翔特别放松，他去奥地利
欣赏了萨尔茨堡音乐节，在伦
敦看了温网决赛，这些都是他
以前一直梦想去完成，但没有
时间去做的事情。但导演乌尔
善的一通电话，改变了他之后
几年的生活轨迹。

当时费翔在伦敦，电话那
头说，有个剧本想给他看下。
费翔收到后，发现是三部完整
的电影剧本。费翔尤其喜欢商
王殷寿这个角色，他既是父亲，
也是儿子，既是丈夫，也是情
人。电影开始他是一位战场上
的战士，后来成了王，有假慈善
的一面，也有真残暴的一面，这
样的角色太吸引费翔了。

后来乌尔善说，其实想请
他演殷寿。费翔特高兴，“人生
到了某一个阶段，来了某一首
歌，某一个春节晚会，某一个剧
本角色，正好适合你，就搭上
了，这就是机会”。

回到“大学”

乌尔善告诉费翔，《封神三
部曲》采取三部连拍的方式，演
员从进组训练到完成最终拍
摄，需要两年。进组第二天，费
翔就开始上课，他每天必须上
的课包括：武术、马术、礼仪、击
鼓、塑身，这五组课程正好对应
了片中角色的需求。
“每天就像回到‘大学’一

样。马术课结束了，赶紧换衣
服，赶场上武术课，练一个半小
时的基本动作，再转场到另一
个训练课，每天都是这样。”费
翔说，剧组的规划特别清楚，完
全是按照影片拍摄顺序进行训
练的。

费翔饰演的殷寿，在《封神
三部曲》中有不少马术戏，不但
要把骑马的基本动作练好，还
要一边骑马，一边做一些表
演。费翔之前从没骑过马，进组
后从零开始训练。因为不习惯
骑马，掌握不好骑马的节奏，训
练的前几周，屁股都磨出了血。
《封神第一部》开场的冀州

城之战，是检验费翔马术成果
的一场戏，特别有挑战。拍摄
时，他要骑着马配合机位来回
走，甚至他可以用脚跟来操控
马的方向，一只手牵着马，另一
只手在空中举着，说着大段台
词。那场戏特别难，但准备工
作做得很到位，费翔很有把握。

保持距离

最初确定出演殷寿，知道
在片中有裸露上身的戏份时，
费翔的第一反应是“恐惧”。

为了在银幕上呈现出最好
的状态，费翔每天都要健身。
就算是拍了一整天的戏，他也
会把塑身的时间挤出来。除了
要经受身体上的锤炼，费翔在
饮食上也要做到严格控制。他
戒掉了最爱喝的摩卡，最爱吃
的水饺，整整一年半的拍摄，所
有饮食都由剧组创办的“封神

食堂”提供。费翔的饮食都是
剧组规定好的，增肌需要吃的
一些低脂食物，“每天6个鸡
蛋，一片面包，还有一些菜，也
都是严格称过重量的，很科
学。最要命的是，你不想吃也
不行，必须每一口都要吃完，不
然肌肉长不出来。所以不能吃
的东西有一大堆，必须吃的东
西也有一大堆。”回忆起当时的
饮食结构，费翔一脸苦笑。

剧组里有一个巨大的健身
中心。费翔跟导演说，为了保
证戏里的状态，在戏外尽量让
自己和这些年轻演员保持一点
距离。训练时，他就会用屏风
给自己围出一个单独的锻炼区
域，直到训练结束。“我不希望
年轻演员在龙德殿看到殷寿
时，脑海里出现的是费翔在健
身中心举哑铃的画面，这会扰
乱他们。他们看到我的时候，
都是在片场，我已经穿好戏服
的样子”。费翔说。

家

1987年的央视春晚，是费
翔事业上的一个重要转折。那
一晚后，费翔在大陆一夜成名，
成为红极一时的歌手。他在三
年内出了五张专辑，1989年开
启首次全国巡回演唱会，走了
12个城市，演了65场。然而，
在事业最红火的时候，费翔却
选择告别华语流行乐坛。当时
他觉得自己快被榨干了，急需
充电，便前往纽约从事音乐剧
表演，开始了新的追求和挑战。

1991年，费翔面试考上了
百老汇音乐剧《西贡小姐》，实
现了他的音乐剧梦想，成为该
剧目的原班演员之一。然而，
八个月后，费翔再次选择离
开。费翔觉得他已经演够了，
去百老汇只不过是想考验一下
自己，多做一些尝试。

对费翔来说，一直希望自
己能往前走，这对他很重要。
费翔看得很清楚，作为艺人如
果不能一直往前走，去扩展自
己的能力，多接触一些人，看外
面的世界，路就会很短。

费翔目前大部分时间定居
伦敦，纽约曼哈顿也有住处，经
常两边跑。费翔的母亲今年92
岁，住在上海。疫情前，费翔基
本每年都回上海和母亲过春
节，看春晚、吃水饺。
“饺子这种食物可能是我

从小的一种情怀，吃的时候特
别舒服”。费翔特别爱吃饺子，
饺子里有他小时候的很多记忆。

不过，费翔从小就很独立，
一直独来独往。小的时候他就
经常独自坐公交车去很远的地
方，父母从来没有担心过儿子
会走丢。长大后，费翔四处漂
泊，他那首脍炙人口的《故乡的
云》似乎已经成为他作为“浪迹
天涯的游子”的一种身份写
照。但对于费翔来说，“家的概
念，其实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情
感，只要有我爱的人在身边，哪
里都是家”。

滕朝（摘自《新京报》）

主演电影《封神第一部》热映，一年半拍摄期内坚持塑身；称早已习惯漂泊，但饺子是一生的情怀

费翔：演戏，打破常规；生活，依旧洒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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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成了一道耀眼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