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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BIE BAODAO

陈伟起是我市一位脑瘫患者。他凭借顽强的毅力，依靠舌尖抵起下唇“啄”出百万字科幻著作，在科幻世界里闯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近日，市委书记胡五岳专门

作出批示，对陈伟起的事迹给予高度评价。陈伟起自强不息，事迹感人，充满强大正能量。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效应，激励全市上下攻坚克难，展现新担当、新

作为，争做出彩河南人，本报今日推出一组专题报道，以飨读者。

编 者 按

学习身边榜样学习身边榜样 凝聚前行力量凝聚前行力量

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脑瘫患者陈

伟起的人生，或许这句话最为贴切。
8 个月时被诊断为重度脑瘫，6 岁

之前因为不会站立一直瘫卧在床，13
岁时持续的高烧几乎彻底摧毁了他孱
弱的身体，29 岁时重症周边神经炎的
袭击让他再次饱受病痛折磨……

然而，面对苦难和挫折，陈伟起满
怀 希 望 ，以 积 极 乐 观 的 心 态 去 拼 搏
——10 多年间，他用舌尖抵起下唇在
键盘上“啄”出了百万字著作，被中国
科普作家协会授予“科普科幻青年之
星”称号，作品跻身“科普中国——科
普科幻文创项目”优秀作品之列。

“我就是死神麾下的勇士，谁要制
造死亡，我就毁灭他的造物。”这是陈
伟起在其科幻作品《生命进阶》中写下
的语句。“我虽然身体不好，但我也是
一个努力‘奔跑’的追梦人。”提起未
来，陈伟起说，他会继续在科幻这条路
上“奔跑”下去，创造自己最大的价值。

病痛侵蚀着他的身体

但摧不毁他对知识的强烈渴望

故事要从 1984 年说起。
1984 年夏天，30 岁的王雪梅本该

享受初为人母的喜悦，但因难产缺氧，
儿子陈伟起被确诊为重度脑瘫，且康
复的可能性极小。

“一下子蒙了，像是掉进了冰窟窿
里。”回忆起那段让人绝望的日子，王
雪梅湿了眼眶，“虽然我们家并不富
裕，但不管今后多么艰辛，我都认了。”

王雪梅给儿子取名“伟起”，希望
他能像正常人一样站立、行走，也希望
全家的生活能有起色。但一直到 6 岁，
陈伟起每天只能瘫在父母的怀里。

在陈伟起 6 岁那年，不幸再次降临
到这个家庭，陈伟起的父亲遭遇车祸
去世。看着整日以泪洗面的母亲，敏感
的陈伟起感觉到了家里的变故。这一
年，陈伟起跟着一岁的弟弟，居然也学
会了走路，虽然颤颤巍巍，姿势别扭，
但是让王雪梅感到了些许欣慰。

王雪梅发现，陈伟起虽然身体残
疾，但是头脑灵活。陈伟起 8 岁时，王雪
梅到处求人，终于让他在家门口的一
所企业子弟学校上了学。虽然老师不
要求陈伟起写作业，但是他严格要求

自己，用不灵活的左手攥着笔慢慢地
写，因为太用力，经常整个左肩膀的衣
服都是湿的。那时，勤奋好学的陈伟起
每次都能考进班级前三名，这更坚定
了他刻苦求学的决心，也让王雪梅看
到了生活的希望。

初一期末考试过后，陈伟起发起
了高烧，持续高烧引起的抽搐加重了
他的病情，也基本摧垮了他孱弱的身
体。新学期开学，渴望读书的陈伟起强
忍着病痛来到学校，但他连坐一会儿
的力气都没有，坚持几个月后只得无
奈辍学。

没有了校园和书桌，每天陪伴陈
伟起的是一张床和房顶的天花板。辍
学后的三年时间里，陈伟起读了很多
文学、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著作，张
海迪、霍金等身残志坚的名人的故事，
鼓励着他自强不息。

慢慢地，家中的图书已经不能满
足陈伟起对知识的渴求。2001 年，陈伟
起萌发了买电脑的想法。在那时，电脑
还是奢侈品，但为了能让儿子学到更
多知识，王雪梅借钱为陈伟起买了电
脑。

王雪梅并没有想到，正是自己对
陈伟起学习的支持，让陈伟起在今后
的日子里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文学梦
想，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把坚强当成一种习惯

他用嘴唇书写不凡人生

生命中，始终有两种力量，一种向
上，让你勇敢追梦；一种向下，让你得
过且过。在经历了大悲大痛之后，陈伟
起明白了一个道理，命运不会为你的
痛苦埋单，只有坚强才是唯一的出路，
自己不能向命运认输。

利用电脑，陈伟起如饥似渴地阅
读更多历史、文学、哲学、逻辑学等方
面的书籍。他也渴望在网络上与天南
地北的网友交流，渴望能在一些论坛、
网站上发表自己的看法。

但是，怎么用电脑打字呢？左手的
小拇指是他身上最重要的部位，因为
打字全靠它，不过持续不了多长时间，
左臂就会僵硬、酸痛。陈伟起又想了很
多办法，但用鼻子太短，用下巴不够灵
活，用嘴咬着筷子又容易流口水。很
快，陈伟起发现，嘴唇比鼻子和下巴更
为敏感，能够感觉到每个按键的位置。
于是，他开始用舌尖抵着下嘴唇在键
盘上打字。长时间保持这样的姿势很
累，在打出一串文字后，陈伟起会不自
觉地抬起头，长出一口气。

依靠这种打字方法，陈伟起每天
在自己感兴趣的网站、论坛与网友进
行交流，并尝试着进行文学创作。陈伟
起认为，散文、诗歌等文学体裁需要作
者拥有丰富的生活经历，自己在这方
面是弱项，但在逻辑性和理性思维方
面更强一些。于是，他用自己擅长的方
式，沿着大脑深处的思维路径构筑着
庞大的未知王国。

2003 年，陈伟起在某原创文学网
站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生命之战》的文
章，被编辑归在了科幻作品类别。受到
激励的陈伟起开始一门心思创作科幻
作品，并为自己起了“天降龙虾”的笔
名。之后，他相继写出了《“仿”问万物》

《暗影创世纪》《百口莫辩》等多篇科幻
小说，《暗影创世纪》入选“科普中国
——科普科幻文创项目”优秀作品之
列。

不同于身体的笨拙，陈伟起的想

象力恣意驰骋。在他的笔下，故事中的
人物或矢志不渝探索宇宙真理，或以
坚强的意志跟异域的魔王殊死对抗。

2013 年夏天，生活再次给陈伟起
沉重的打击，正在科幻世界徜徉的他
患上了重症周边神经炎，只能再次躺
在床上。麻木的知觉、无力的肢体、难
忍的腹胀……对于陈伟起来说，这样
的生活真是生不如死。

“天降龙虾，你的连载作品什么时
候更新？”“我们打算成立科幻爱好者
俱乐部，你愿意加入我们吗？”“之前吃
了那么多的苦都挺过来了，你甘心就
这样放弃吗”……网友的支持和母亲
的鼓励给陈伟起注入了一针清醒剂，
强烈的求生欲帮助陈伟起再一次驱走
了病魔。2014 年秋天，陈伟起终于又能
坐着使用电脑了。

文学是他的“拐杖”

他在科幻世界中继续“奔跑”

在陈伟起看来，真正改变命运的，
并不是机遇，而是自己积极向上的生
活态度。

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陈伟起积
极参加各种科幻类型的征文和评奖活
动，并获得了一些奖项。2018 年，陈伟
起创作的 22.5 万字的科幻小说《生命
进阶》出版了。作品中，他以惊人的想
象力为读者呈现出一幅色彩斑斓且极
具沉浸感的未来图景，一如他波折起
伏的人生。

“没想到我们这里出了一位作家，
伟起身残志坚，令人敬佩。”“经常见到
雪梅推着伟起外出晒太阳，雪梅真是
个伟大的母亲，把孩子培养成材。”“伟
起身体残疾还能做得这么好，我们这
些身体健康的人更要好好努力……”4
月 18 日，在陈伟起家中，提起陈伟起的
事迹，街坊邻里纷纷称赞。

面对大家的称赞和关心，陈伟起
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惭愧”。“他时常
对我说，感觉自己做得还不够好，要更
加刻苦努力，才能不辜负大家对他的
关心和期望。”王雪梅说，现在，陈伟起
比以前更加刻苦，他坚持每天 7 时起
床，22 时休息，除了创作，他还承担起
不少网站文章的校对、站内推广以及
论坛的管理等任务，有时候忙碌起来，
甚至忘记了吃饭。

久坐造成皮肤溃烂，疼痛难忍；
趴在键盘上“啄”字，压迫胸部，呼
吸困难……虽然身体上的不适让陈伟
起感到十分痛苦，但是他依旧十分乐
观。他不断地与自己的身体对抗、和
解，突破局限，努力去做一个“奔跑”的
追梦人。

“我身体残疾，是不幸的。但是，我
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可以做并且得到了
这么多人的支持和鼓励，我又是非常
幸福的。”提起如今的生活，陈伟起十
分激动，他说最令自己高兴的是他已
经成为市作协会员，他当作家的梦想
终于实现了。

“我今年可能要出两部书，其中一
部是哲学方面的，初稿是 30 万字。”陈
伟起说，除了科幻，他还喜欢中医、哲
学等。“人生最可悲的并非失去肢体，
而是没有生活的希望及目标。如果我
们只记挂着自己欠缺的东西，而不去
珍 惜 所 拥 有 的 ，那 永 远 解 决 不 了 问
题。”谈到今后的打算，陈伟起说，有社
会上这么多好心人的支持，他今后的
路会越走越宽，他会继续努力，写出更
多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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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5 岁的陈伟起是我市一名先
天性脑瘫患者，6 岁丧父，3 次从死亡
线上挣扎过来。面对先天生理缺陷和
病痛折磨，他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刻
苦学习、坚持创作，用舌尖顶起下唇
敲打键盘，多年来创作并发表了 100
多万字的文学作品，还获得大奖。连
日来，我市脑瘫患者陈伟起的事迹经
中央、省、市多家媒体报道后，在全
国上下引起强烈反响，他自强不息、
与命运抗争的故事感染着亿万人。

广大读者：

传播正能量，提振精气神

“ 身 困 斗 室 却 思 接 千 载 、视 通 万
里，‘天降龙虾’（陈伟起的笔名）以惊
人的想象力为我们呈现出一幅色彩斑
斓且极具沉浸感的未来图景。小说对
未 来 生 命 科 技 发 展 进 行 了 可 信 的 推
想，对基因技术泛滥的灾难性后果提
出了警示。这是一部近年来难得一见
的科幻佳作。”科幻评论家三丰这样
评价陈伟起的科幻小说 《生命进阶》。

“如果没有见到陈伟起，我很难
将脑瘫患者和科幻作家这两个词联系
在一起。他走路尚需要人扶，却努力
奔跑，奋力追梦。他用舌尖抵着下嘴
唇敲打键盘，也敲打着我们每一个人
的心灵。”作家赵付森动情地说。

“陈伟起，了不起！面对先天生理
缺陷，不自暴自弃，自强不息，从没有
向家人、向社会抱怨命运的不公。为
了家人，他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向苦
难挑战，让困难低头，扬起理想的风
帆，驶入创作的海洋，创造了正常人都
不易创造的奇迹。他不仅是生活的强
者，还是生命的歌者，更是我们普通人
学习的榜样！我们为许昌有这样的强
者感到骄傲。”市委宣传部机关干部武
鹏亮说。

“陈伟起的事迹给我带来的不仅
仅是惊诧和震撼，更多的是感动和感
叹。陈伟起是‘折翼的天使’，但他用
自己隐形的翅膀，穿越了苦海，飞过了
绝望，在人生的旅途中，书写了感天动
地的绝美华章，可谓‘有志者，事竟成；
苦心人，天不负’。”市卫健委副调研员
毕耀青说。

“传播正能量，提振精气神。感谢
《许昌日报》率先挖掘报道了这个典型
人物，为我们讲述了一个非常励志的
故事。陈伟起用自尊、自信、自强、自
立、不向命运低头的顽强意志坚持创
作，用残缺的身体演绎出完美的人生，
谱写了一曲催人奋进、自强不息的时
代赞歌。” 我市退休干部殷作洲说。
殷作洲还将有关陈伟起的文章和图片
重新编辑制作，配上音乐，在微信朋
友圈推广。

长葛市残疾人刘先生说：“人生
梦想需要汗水和心血的浇灌，命运多
舛的陈伟起面对残酷的现实，没有选
择自怨自艾，而是用行动释放着生命
的 力 量 ， 用 信 念 创 造 属 于 自 己 的 精
彩。作为一名残疾人，我要学习他自
强 不 息 、 顽 强 拼 搏 的 精 神 ， 热 爱 生
活 ， 创 造 价 值 ， 努 力 让 自 己 活 得 精
彩、活得有尊严。”

陈伟起没有因为命运的不公而低
头，而是像生长于崖缝的青松一样顽
强，用自己的行动向命运发起挑战，
活 出 一 种 截 然 不 同 的 人 生 。“ 陈 伟
起 ， 真 了 不 起 ”“ 陈 伟 起 ， 加
油”……广大市民、网友纷纷为陈伟
起点赞。市民们纷纷表示，要向他学

习，争做出彩河南人。

媒体记者：

向这位出彩河南人致敬

经过记者深入采访，《许昌日报》
于 1 月 16 日 刊 发 长 篇 通 讯《“折 翼 天
使”的生命逆袭》，首次对陈伟起的感
人事迹进行深度报道，引起社会的强
烈反响和各级新闻媒体的关注。新华
社、《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河南卫
视、北京卫视、《大河报》等多家媒体派
出采访团队到陈伟起家中深入采访报
道。3 月 19 日，新华社《新华视点》播
发陈伟起自强不息坚持创作的新闻专
题；3 月 25 日，《新华每日电讯》刊发通
讯《“用舌尖行走”在科幻世界》，用一
个整版报道陈伟起的感人事迹。

“孱弱的身体、不屈的精神、昂扬
的斗志。他的人生、他的奋斗让人感
到震撼。作为媒体人，我们有义务、有
责任宣传好这个典型，激励更多的人
奋力奔跑、努力追梦。”《经济日报》驻
河南记者站站长夏先清说。

“‘趴’在键盘上‘啄’字，压迫胸
部，呼吸困难……陈伟起早已和异于
常人的身体达成了和解。不自弃、不
抱怨的他踏着心中那条通向‘科幻殿
堂’的小道，一步一步地前行。陈伟
起用经历告诉我们，只要敢于挑战自
我，不向命运屈服，任何人都可以成
为强者。向这位出彩河南人致敬！”
新华社记者史林静说。

“ 面 对 先 天 生 理 缺 陷 和 病 痛 折
磨，陈伟起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刻苦
学习、坚持创作，顽强地用舌尖顶起
下唇敲打键盘，创作并发表了 100 多
万字的文学作品。”大河报记者杜文
育说，“陈伟起在不屈、不懈、不畏
之中，最终找到了存在的价值，体会
到了人生的真谛。他堪称新时代的楷
模，自强不息的故事感人肺腑。”

“看看陈伟起比比咱，有什么苦
来有什么难。”许昌日报社会新闻部
主任李建山说，“陈伟起的故事告诉
我 们 ， 哪 怕 身 有 残 疾 、 哪 怕 境 遇 困
顿，但只要鼓起勇气、不断向前，生
命都会绽放出绚烂的花朵，结出甜美
的果实。”

相关部门：助推

“折翼天使”走上更大的舞台

前不久，市委宣传部组织召开陈
伟起事迹座谈会，对进一步宣传陈伟
起先进事迹，充分发挥其示范带头作
用、向全社会传递更多的正能量作出
部署。

作为一名一级重度残疾人，陈伟
起为我市的残疾人树立了榜样，市残
联作为残疾人的组织和“娘家人”，
多次到陈伟起家走访慰问，并邀请康
复专家帮助他进行康复治疗。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陈伟起的
事迹再次证明，残疾人绝不是社会的
负 担 ， 残 疾 人 也 能 自 强 ， 也 能 自
立，人生照样出彩。”市残联副理事
长徐卉说。徐卉表示，市残联要一如
既往地关注、关爱陈伟起，帮助其解
决在生活上遇到的实际困难；邀请康
复专家对他进行一些康复指导，发放
一些必要的辅助器具和康复器材；开
展助残志愿活动，让更多的志愿者走
近陈伟起，让陈伟起的生活变得更加
丰富多彩。

今年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团市

委将在全市共青团员中开展“寻找出
彩许昌青年，讲述出彩许昌故事”主
题活动。团市委将深入挖掘陈伟起的
事迹，发挥他在广大共青团员、青少
年中的激励作用。

“陈伟起自强不息、敢于挑战自
我 的 精 神 ， 非 常 符 合 这 次 活 动 的 主
题，团市委已经提名他作为‘出彩许
昌青年’的候选人。在随后的‘出彩
许昌青年’集中宣传工作中，我们会
将陈伟起的先进事迹作为重点进行宣
传，号召我市广大青少年向陈伟起学
习，争做‘出彩许昌青年’，通过自己
的不懈奋斗，追求人生梦想，实现人生
价值。”团市委组织宣传部部长苗东红
表示。

日前，市文联专门到陈伟起家现
场办公，决定吸收他为许昌市作协会
员。这对陈伟起来说，是圆了他的作
家梦，他终于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市
文联副主席孟蕴慧说：“我们希望伟起
进市文联，进市作协这个大家庭，让我
们一块儿帮助他渡过难关，让我们一
起 幸 福 着 他 的 幸 福 、快 乐 着 他 的 快
乐。我们也希望把他这种坚韧不拔的
精神化成无限美好的精神力量，传播
给更多的人，激励更多的青年和文学
爱好者。”

4 月 13 日，魏都区委组织部、魏都
区 灞 陵 街 道 办 事 处 有 关 人 员 来 到 陈
伟起家中慰问。魏都区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申健民关切地问候陈伟起，询
问 他 的 生 活 起 居 和 科 幻 作 品 创 作 情
况，鼓励他继续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
追求，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困难，
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为许昌在中
原 更 加 出 彩 中 走 在 前 列 作 出 更 大 的
贡献。据了解，魏都区已作出向陈伟
起学习的决定，号召广大干部群众以
先 进 典 型 为 榜 样 ，激 发 干 事 创 业 热
情。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是
一名普普通通的残疾人，得到各级领
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倍感温
暖，倍感幸福!”陈伟起说，“脑瘫是
我的病，却不是我的命。我会坚强地
走 下 去 ， 我 会 把 写 作 视 为 一 生 的 使
命，在命运许可的范围内，尽力做到
最好，看看自己到底能创造出多大的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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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起高
兴地展示自己
的许昌市作家
协会会员证。

付家宝 摄

陈伟起用
舌尖抵起下嘴
唇敲打键盘，
进行创作。

孔刚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