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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钟倩登上中国好人榜。
新的一年，钟倩即将步入而立之年，回首来路

风雨兼程。
是什么支撑着她，拖着病躯前行，“锻造”

出今天的钟倩？
记者带着巨大的疑问，敲开济南市天桥区堤

口路街道一处楼房的大门。
开门的是钟倩的妈妈，在她身后，是一家三

口真实的生活。两张病榻，赫然占据着不足15平
米的出租房——— 钟倩的父亲六年前患上脑血栓，
自此瘫痪在床；钟倩挨着窗户，正独坐在自己的
床边看书。

由于类风湿性关节炎导致全身关节变形，她
不能起身行走，坐在书堆里，她直起身来，给来
人一个灿烂的笑。

短头发，娃娃脸，因为很少到户外活动，加
上长期服药，笑容遮不住她脸色的苍白。

“没人愿意去坚强。但面对病痛，除了坚
强，我别无选择。”今天，钟倩说自己已和“类
风湿君握手言和”。

持续不断的疼痛，每天太阳出来之前，伴有
晨僵，对她而言是煎熬。夜间关节疼得最厉害，
每晚12点吃上止痛药，才能够入睡。白天，她要
阅读，要写东西，要解答她自办的“励志热线”
里别人的疑惑，忙碌在自己经营出的天地里。

“苦难对我也有恩赐。我对生命的体悟在提
高，对人生的认识在加深。回到心理学上的自我
认知，我能更清醒地看待自己，进而影响别人，
散发出正能量。”

说这些话时，钟倩望着你，目光坦然坚定，
像冬日里一簇跳动的火苗，像是这个光线昏暗的
家里唯一一处暖色的光源。

花季陡然下起大雨

钟倩家里最多的物品，一是父母每天要吃的
药品，在桌上摞成小山；二是钟倩离不开的书。
其中，摆在过道里一捆一捆包着牛皮纸的新书，
是她今年新出版的文集《含泪的绽放》。

“这本书是我梦想的结晶，我的梦想就是文
学。”2014年，钟倩的文学梦以这本书的形式落
地，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含泪的绽放》是《泺
源文丛》中的一本，由济南市历下区作协出资出
版。自2009年起给报刊杂志投稿，至今钟倩已写
下超过一百万字的文章。目前，家庭的经济来源
主要靠领低保维持。钟倩舍不得买新衣服，有限
的钱，用来买书。

在书的扉页上，钟倩为记者写下赠语。右手
难以握笔，她用左手写字，缓慢地书写一笔一
画。三四行字，花了五分钟写就。如果了解她走
过来的路，就会明白，那几行字，是绝处逢生之
后次第绽放的花。

2001年，天气的阴晴不定，深深铭刻在钟倩
的记忆中。

那年春天，她还在上学，功课不错。当时刚
开始出现身体乏力，她并没在意。看到父母每天
摆摊卖早点，风雨无阻，她心里盘算着，如果考
不上好高中，就上一所职专，早日工作，减轻家
里负担。

没想到，乌云来势汹汹刚刚压上她的天边。
很快，钟倩不敢走路了，同时高烧不退，医

生确诊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她迅速消瘦，身
体疼痛得厉害，上午打吊瓶，下午去学校复习，
走路十分吃力，父亲骑着三轮车把她送到学校。
父母建议她放弃中考，她断然拒绝。

中考三天，如同炼狱。早上出门前，灌一大
碗中药，口服激素药和止痛片，疼痛仍阵阵袭
来。她大汗淋漓爬到楼上的教室。手肿胀得握不
住笔，中途还发起烧来，她强忍着，绝不能犯迷
糊。最后一场是英语，考完，她怎么也站不起来
了，好像天空瞬间暗下来。

随后的英语口语、化学实验操作考试，父母
强烈反对钟倩继续参加。她哭着跪下来恳求。化
学实验操作时，钟倩勉强捏住火柴，却怎么都划
不着，监考老师在一旁看着心疼。

在她倔强的坚持下，中考画上了句号。
紧接着，钟倩住进了医院，病情愈演愈烈。

在病床上，她等来中考成绩，英语满分，总成绩
比预想的要好。造化弄人，眼看着就能跨进高中
校门，她却只能办理休学手续。

她给新课本精心包好了书皮，像宝贝一样放
在床头，经常拿出来看。三年休学，校园对她而
言，越来越远，她自己仿佛跌进梦魇，怎么也醒
不过来。

作为学龄少女，她的校园生涯就此落幕。到
了下午放学时间，她哭得很凶，心里满满的不
甘。

更难以接受的是，关节开始变形，身体由120
斤消瘦到50斤，她连照镜子的勇气都没有。

花季陡然下起大雨。

认识“命运”两个字

病痛，瘫痪，残疾，无奈……一个16岁的女
孩，被迫用身体一寸寸去体会什么是“命运”。

“我仿佛在火上煎熬一般，翻个身都是一场
‘别开生面’的抗争，摆好姿势、咬牙坚持，集
中发力，猛地一翻，疼痛裹挟，像电流一般不可
控制，关节痉挛，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我常常以
为，第二天醒来，会再也看不到这个世界了，仿
佛一松手，便一脚跌进死亡的黑窟窿里。父母四
处借钱给我治病，亲戚为此关了门互不来往，我
的内心愧疚成一个团……”钟倩曾这样写道。

当她试图结束生命的时候，发现自己连自杀
的力气都没有。那是怎样的绝望?

钟倩的尾骨上起了很大的脓包，虚弱到无法
动弹，钟倩的父亲请了外科大夫到家里，登门手
术，随后母亲天天为她换药、消毒，精心呵护极
度脆弱的女儿。半年过后，刀口愈合了，后来，
通过一位中医的秘方膏药，折磨钟倩的疼痛大有
好转。她竟然能坐起来看报了。

“活着真好！只有和死神擦肩过才会有这样
的铭心感受。”

父母不离不弃的照顾，“活着”已是来之不
易的胜利果实。越是这样，越要活出生命的意
义！内心自我救赎的强大愿望，猛地激发了她休
眠已久的生命势能。

“活”过来的钟倩，发现了文学这个“树
洞”。她钻进去，收容起生活的狼狈不堪。看
书，学习，和时间赛跑。但当她想拿起笔写字
时，变形的手指令她痛恨——— 相比于病痛，这种
深感“无力”、“无能”的自我否定，更残酷地
刺痛着她的自尊。

钟倩的父亲用白纸为她装订了日记本，让她
练习写字。从刚开始的“鬼画符”，到后来写出
连贯的句子，再后来能够自如地写日记，写诗
歌。一年多的时间里，钟倩用完了数十个笔记
本。她鼓起勇气参加市里的硬笔书法大赛，获得
了特等奖。那一刻，多么自豪。

今天，在高校做讲座时，钟倩会用一句玩笑，轻
轻带过命运的起承转合。

“有人说，北京像一个会调情的姑娘，打了我一
巴掌，又给我一个甜枣，说不好下一秒还会给我什
么，这正是她迷人的地方。我觉得命运也是这样。当
我满怀希望踏上自学之路时，命运再度捉弄我。”

2008年汶川地震后，钟倩的父亲去党支部捐
款，回来突发脑血栓，医院下达病危通知。这是钟倩
家的地震。“整个世界陷入黑暗，我万念俱灰，黑得
看不到自己的手。”

这次帮助这个家庭渡过难关的，是来自社会的
关爱。

社区邻居自发捐款，热心提供帮助。“姐姐，不
用担心，有我们呢！”“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在钟倩
父亲住院的20天里，泉城义工大学生来到他们身
边。每天送饭陪伴，帮钟倩打理生活，直到她的父亲
出院。这份爱和温暖如雪中送炭。

“义工帮助我后，我的价值观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我应该跳出自我的狭隘的圈子，不能活得这
么自私。于是开始想着怎样回报社会，怎样尽自己
所能帮助别人。”

钟倩主动要求加入了泉城义工群体。

这个世界需要我

当门关上了，怎样去打开你的窗？
“那扇窗是不会自动打开的，需要你有所盼望、

有所行动，上帝的美意和苦心在此。视残缺为美丽，
视苦难为成长的燃料和人生的财富，我积极地用爱
和坚持去推开一扇窗户。”在QQ上，钟倩这样答复。

2008年，当整个家庭遭遇重创、陷入低谷时，钟
倩创办了“励志热线”，通过QQ、邮件、电话等途径，
帮助他人解决心理困惑。媒体报道了钟倩的事迹，
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向她求助，她的两个QQ号爆满，
信件、电话络绎不绝，既有大学生、研究生、高中生，
也有打工者、残疾人等。

这就如同打开了一扇窗。钟倩接到过骚扰电
话，也遇到过奇葩事。有小学生求教数学题，也有凤
凰男求助找对象……

走出自己的伤痛，扔掉自怨自艾的想法，去
触碰外面更大的世界，拥抱更多遇见的人。钟倩
渐渐发现，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有伤的孩子，
很多时候，所谓的烦恼和心结，不过是想找一双
耳朵认真地倾听。倾诉的过程是释放情绪，也是
自我梳理、自我疗愈。

钟倩通过媒体公布热线，为有需要的群体疏
导心理。她的故事有了更丰富的层面。

第一个找到她的，是浙江一所大学的考研
生。他懊恼不已，想放弃考研，又怕辜负家人期
望。钟倩了解到，他周围同学都很优秀，他压力
很大，学习跟不上节奏。于是，她提议要建立时
间表，合理安排时间，提高效率。慢慢的，他不
再说放弃，在心理上自我调整。顺利考上研究生
的那一刻，他第一个给钟倩报喜。

还有一位农民，给钟倩寄来一封信。信中
说，村里选村干部，他落选了，家人怨他不会讨
好人、走后门，儿子也和他闹翻，高中没毕业便
外出打工。他很难过，觉得自己不能给家人带去
幸福，有深深的负疚感。

钟倩给他回信，帮他梳理心结。收到信后，他给
钟倩回了电话，不住地说谢谢。

“热线中还遇到一些自杀者，情绪激动、走投无
路，我首先安抚情绪，接纳对方，再倾听对方的问
题。”钟倩说，每个人都有故事，很多时候，过不下
去、不想活了，是内心压抑负面能量爆发，需要有个
出口来释放，需要有个人认真倾听。真正能帮助自
己的人，最终还是他自己。

创办公益热线，钟倩有两大收获。一是帮助别
人，觉得非常快乐；二是看到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
多面，获得超越“小我”的更高层面的认知。

2010年，钟倩通过心理咨询师考试。她阅读大
量有助身心成长的心理书籍，对自己有益的同时，
也慢慢懂得：那些受过的伤害、遇过的挫败、藏在心
底的痛，都是成长的燃料。在人生中体验的每一次
转变，都让我们在生活中走得更远。

“只要我活着，热线就会办下去。因为，这个世
界需要我。”钟倩说，公益如今已是她生活的一部
分。

文学让我欲罢不能

时间的齿轮不会停止转动，生活继续向前。
堤口路街道办副主任刘莹第一次到钟倩家探

望时，钟倩已经多年没有下楼。她从同事里找来几
个小伙子，把钟倩抱到楼下，坐上车，游览天桥文体
中心。

“我非常感恩、非常骄傲的是，我生于济南，长
于街巷，这座城市给予我太多的眷恋和爱意。”

钟倩是土生土长的济南姑娘，患病之后，再去
看趵突泉、大明湖、护城河，她发现城市里的水变清
了，风景越来越美了，老建筑经过整修迎接游客。这
座城市澎湃的生命力，让她感到深切的热爱，心底
涌动着浓浓的乡情。

“护城河是我的精神脐带，趵突泉、珍珠泉、黑
虎泉是源源不断的文脉，千佛山教我慈悲，历下亭
冶炼格局……还有在泉水边每天提水的大爷大妈，
他们就是风景，他们就是我的老师！”

钟倩加入了天下第一泉“泉友会”，并担任“泉
城新八景”的评审员。每次出门，坐在轮椅上，由于
身体对节气的敏感，天冷不能吹风，夏天不能穿短
袖，但是有机会出去走走看看，她带着十足的热情、
百分之百的珍惜，去克服各种不便。

“现在都在讲核心价值观，什么是核心价值观？
我觉得，对这座城市的爱，承载着我的核心价值观，
那里有我的精神罗盘。”钟倩说，跳出城市看城
市，她对公民责任感和对生命本身的感悟，有了
更新更深的认识。这是苦难的馈赠。

新书《含泪的绽放》第一篇章“泉水清
音”，集合了她在各类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以济
南的人文景观为载体，笔下是一位青年面对城市
历史的思考与担当。历下区作协主席杨曙明说，
钟倩的文章最难得有两点，一是关注民生，二是
赞美光明。她用自己手中的笔，表达自己的思
想，没有悲观消极，不囿于风花雪月。

“一半时间用来生病，一半时间用来写
作。”文学的可爱令钟倩欲罢不能。喜爱的文学
书籍，她会想尽办法去借，借到后高兴得像个孩
子，把书翻到软趴趴。看书着迷，常常忘记吃
饭，看得差不多了便埋头写，在电脑前一坐七八
个小时，下网后一头躺在床上全身动弹不得。因
体力不支，身体免疫力下降，她时常感冒发烧。

今年，钟倩参加了山东省作协第三届泰山文
艺奖(文学创作奖)表彰座谈会，她是“中国梦”
文学征文的获奖者代表，作品获散文类二等奖。

“人最终还是靠思想站立的”，钟倩常常想
起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的话，作为鞭策。济南市
文联主席、作协主席张柯，为钟倩的新书作序，
他落笔铿锵：钟倩有资格喊疼，但她没有喊，她
在做，她在写。她实际上已将自己锻造成一个强
者了。

每一次奖励，每一份肯定，都让钟倩备受鼓
舞，心中鼓胀起满满的激情，对脚下的文学路更
加坚定。

温暖相连托举“中国梦”

能够在精神的世界里翱翔，除了钟倩自身的
强大，还有一股暖流环绕着她。

今年1月份，钟倩的母亲积劳成疾病倒了，卧
床三个月。

“在这期间，社区主任经常过来送包子，还找了
钟点工，每天到家里帮着做午饭。我们堤口是非常
温暖的。我和父亲被纳入到‘暖心工程’中。”钟倩
说。“暖心工程”是社区养老服务新模式，在堤口路
街道，老人可以到社区服务站吃免费的午餐。钟倩
家庭情况特殊，一家三口都行动不便，不能去拿饭，
街道办事处将免费的午餐折合成蔬菜、鸡蛋送到家
里。

在帮助与被帮助的过程中，钟倩感到，人与人
之间温暖的传递是相互的，这不仅能延续一个人的
生命，更能点亮一个家庭，以点带面，最终点亮一个
大家庭。目光再放远点，“中国梦”不就是这么托举
起来的吗？

对于社会各界的帮助，钟倩铭记在心，感恩成
了前行的力量，她以实际行动回报。她的努力获得
更多更广的认可，获“首届感动天桥人物”、“山东好
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济南首届责任市民”等
荣誉。她还成为省政协会议旁听代表，所撰写的提
案获得优秀奖。

苦难本身并不令人骄傲，令人骄傲的是，当苦
难降临如何面对。钟倩书写着她的答卷。

回眸2014年，温暖的人和事历历在目。
前不久，钟倩去济南一所大学做励志教育报

告，结束时已是晚上九点左右。有位男生在一旁静
静地等着钟倩，交给她一沓信纸，五六页厚。钟倩接
过来一看，那是以手抄写的周国平先生写史铁生的
文章。经过交流得知，那是他知道钟倩来学校做报
告，事先抄写好的。

“我很钦佩你！祝你身体健康，好梦成真！”这个
男生说。

钟倩既惊喜，又感动。
那是今冬第一天降温，外面气温已降至零下。

北风呼呼灌着，她却感到暖意融融。

钟倩说，生病也能生出智慧来。
从开始的悲观，后来的乐观，到

现在的达观，她自有一笔别人无法企
及的财富。内心深处的惊心动魄、绝
处逢生，最终汇入平静的日常生活，
绘成她眼底的一道风景。

记者：日常生活，每天怎么开
始？

钟倩：我现在坚持用变形的左手
写笔记，用一根手指敲打键盘，但打
字速度不慢。手写，会让心保持安
静。每天早上我从阅读开始，起床后
读读古书，感恩地迎接每一天。心怀
感恩，会感到喜悦、温暖，有所盼
望，像《诗经》一样美好。

记者：父亲和母亲在你的生活里
各是什么样的角色？

钟倩：父亲是老党员，对我的成
长影响很大，他虽然病倒，但依然是
我的精神支柱。母亲是“24小时不下
班＋全年无假期”的铁人，父亲患病
以来她晚上从未睡过一个囫囵觉。母
亲这样坚挺，我没有理由不努力。

记者：很快就要30岁了，怎么看
自己对家庭的那份责任？

钟倩：对父母，我是不孝的。愧
疚感灼烧着我。我只有四个字：必须
坚强。

记者：你在文章里写，自己已经
和“类风湿君握手言和”，那是怎样
的言和？

钟倩：类风湿病是“不死的癌
症”，很磨人，如果你不挺住，它就
会得意忘形。所谓“握手言和”，我
臣服命运、接受身体残疾，然后与它
和平相处，昂起头、含着泪直面病痛
以及未知的苦难。生活很苦，但心要
向上，要乐活。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给报刊杂志
投稿？

钟倩：2009年起，我开始手写稿
件投给报社，都是石沉大海。

2010年，大众日报的晁明春记者
赠给我一台电脑。我一点一点努力，
稿件被毙掉也好、没有音讯也好，仍
坚持写作。慢慢的，我的文章发表在
《大众日报》、《齐鲁晚报》、《济
南日报》、《济南时报》等报刊上，
有些读者还辗转找到我，互相交流。

记者：怎么获得写作的素材？
钟倩：生活，生活，还是生活。

热爱生活的人，满心满眼都会是素
材。

记者：行动不便的情况下，你笔
下的济南不仅有景，而且有情。那些
风景从哪里来？

钟倩：风景是有生命力的，像趵
突泉的“三股水”，不同时期去看，
感悟是不同的，这是源自心境。某种
意义上说，风景也是乡愁，是生长在
心里的，很多时候用不着去寻，便会
涌出来。

记者：那些纷至沓来的荣誉带给
了你什么？

钟倩：先是荣获济南市第四届道
德模范，山东好人，后来荣登“中国
好人榜”。这些荣誉，带给我的不是
光环，而是鞭策，是更为严格的要
求。因为我还年轻，必须脚踏实地，
必须勇敢超越，老老实实下笨功夫，
创造青春的价值。海迪大姐说过，
“即使翅膀断了，心也要飞翔”，我
要在轮椅上飞翔，用笔。

记者：对未来有怎样的规划？
钟倩：高度守静，坚强写作，用

笔写好家乡、宣传好大济南。做公益
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记者：新的一年有什么具体的打
算？

钟倩：感念在心，感恩前行。新
的一年，我打算尝试新的写作题材，
慢慢写作，“慢慢的赶快”(出自意
大利作家卡尔维诺)。

身患“不死的癌症”，每天靠服用止痛药维持生活，因类风湿性关节炎变形的手，写下上百万字文学作品。虽然背负着着家

庭的沉重，但她心里有济南的风景，胸中有更大的世界，她尽力去做的是帮助别人———

钟倩：奋笔“慢”书青春路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实习生 潘悦 本报通讯员 滕越

生病生出智慧来

□ 卞文超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西班牙公主涉嫌骗税
将出庭受审

西班牙一家法院22日
作出裁定，国王费利佩
六世的姐姐克里斯蒂娜
公主将因涉嫌辅助丈夫
伊纳基·乌丹加林实施税
收欺诈的两项罪状而受
审。

前英球员
昏迷醒后说法语

一名前曼联试训的英国
籍球员Rory Curtis遭遇一起
严重车祸，随后陷入了6天
的昏迷，当他醒来的时候，
他居然能说一口流利的法
语。

帝企鹅父母寒风中
抱团守护幼崽

据英国《每日邮报》12
月23日报道，在南极洲上演
了温情一幕，一群成年的帝
企鹅围在一起防止四周的寒
风吹到年幼的小企鹅身上。

“世界上最柔软的人”
拍摄2015年日历

世界上最柔软的人——— 俄
罗斯姑娘Zlata拍摄2015年日
历。今年24岁的Zlata身高1 . 75
米，体重仅有54公斤。她可以
随意弯曲身体的各个部位，做
出常人不可能完成的动作。

钟倩（左）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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