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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我叫张军茹，北京人，是北京市朝阳区金
羽翼残障儿童艺术康复服务中心主任和创办
人。说起创办金羽翼，就要说 10 多年前见到
的一个叫明明的孩子。当时他只有 10 岁，面
目清秀，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仿佛随时要跌倒，
语言含糊，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什么，这也是我
接触到的第一个脑瘫孩子。明明的妈妈说，明
明就喜欢画画，拿起画笔就格外安静，一边画
一边自言自语，一副很陶醉的样子。后来我又
陆续知道，明明的爸爸因为承受不了压力悄悄
地走了，明明妈妈不得不辞职，与姥爷姥姥轮
流照看明明，靠姥爷姥姥的退休金勉强维持生
活。当时不知道怎样帮助这样的孩子和他们
的家庭，后来渐渐地与明明一家失去了联系，
但在我的脑海里，明明和他的画却一直没有淡
忘过，反而随着时间推移愈加清晰。2009 年 7
月，我向朝阳区残联递交了创办金羽翼的申
请，把这些年做企业和做公益的经验结合起
来，创办一个既为特殊儿童提供艺术康复教
学，自身又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组织。
2011 年 3 月 12 日，我在朝阳区民政局领取了
金羽翼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

为了给残障儿童家庭减轻经济压力，金羽
翼采用极低收费或不收费的形式，鼓励家长把
孩子送到金羽翼学习绘画、音乐和舞蹈，刚开
始的时候，家长心里也没底，说是教画画吧，老
师却很少有大段的说教，觉得孩子们一直在
玩，这是上课吗？能有效果吗？许多家长当时
的心态就是“反正没地方去，也不要钱，全当给
孩子找个地方玩吧⋯⋯”3个月过去了，家长们
发现，孩子们的情绪稳定多了，会说一些以前
从来没说过的话。比如画画的时候，孩子会
说，“老师，颜料没了，你去给我找一些白颜料
来”。延伸到生活里中，孩子会说，“妈妈，东西
没了”。

在金羽翼最早的 7 名小学员中，有个叫小
满的自闭症孩子，来金羽翼最初的两三个月基
本没画过一张画，他在教室里出出进进，这里

摸摸那里看看，他在不断地熟悉环境，试探老
师是否有足够的耐心。3 个月后，小满安静地
坐下来了，写毛笔字，画画，他信任了这个环
境，感到精神上的愉悦和放松，他感受到老师
对他的爱和包容。他开始拿起画笔，从画线条
开始，逐步成长为学会观察，可以面对一盆植
物，惟妙惟肖地还原到画纸上，这是由眼睛到
大脑，用大脑支配手来完成的系列动作。“孩子
来这里很放松，很安全，没有被要求，情绪上就
会很稳定，画画找到了他们宣泄情感的出口。”
家长们发现，原来这种看似松散的艺术康复形
式，正是这些孩子们最喜欢的教学形式。

现在已有 70 多位自闭症、唐氏综合症、
脑瘫的孩子在金羽翼学习绘画、音乐、舞蹈、
健身操等课程。在宽容的艺术世界里人人平
等，残障儿童在艺术世界里享受着平等和美
好。我们的口号是艺术无障碍，这里面有两
层意思：1、艺术没有语言、国界的障碍，不同
国籍的人面对绘画作品和音乐，他们有着同
样的感受。2、艺术本身没有障碍，没有正常
与非正常，自闭症儿童对色彩、构图和音乐的
反应不比普通儿童差，相反更具视觉冲击力
和心灵震撼力。

我经过长期接触发现，自闭症儿童对色彩
和构图有一种天生的敏感，所谓“上天为他们
关上一扇门却为他们打开一扇窗”，他们在语
言和人际交往上的障碍往往使他们对某些事
物更专注，加上他们影像式的记忆功能，对他
们还原所见所闻起到很大帮助作用，由于他们
不懂得识别周围人的态度和看法，在绘画表现
上更加大胆，更加出彩，因此更具视觉冲击力
和震撼力，加上不谙世事的纯净和善良，他们
的作品会让人备感温暖。

我认为，艺术欣赏和创作的过程，是非语
言的表达过程，是健康愉快的过程，绘画和音
乐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种语言，架起了与我
们、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为他们的生活带来美
的享受，改变他们的生命，提升自我价值，创造

无数的可能。为了保障金羽翼艺术康复教学
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将孩子们的绘画作品开发
成衍生品，通过淘宝公益超市、企业定制进行
销售，20%返还给孩子们，80%用于金羽翼的
艺术康复教学和可持续发展。2010 年，我们
只有 7 名学员学习绘画，用 7 名学员的绘画作
品制成台历和明信片，返还 7 位学员 17000
元。2011 年，我们有 30 名学员，返还 13 位学
员 39547 元。2012 年，我们有 70 名学员，返还
29 位学员 89014 元。孩子们在拿到红包时
说，“我有钱了，我就长大了！”在场的很多人都
流泪了，这些钱是孩子们自食其力得来的，让
他们觉得自己有价值，有尊严。

自闭症的问题至今是世界的一个难题，自
闭症的孩子更需要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关爱。
2010 年 11 月 9 日，英国首相卡梅伦访华，我向
他赠送了金羽翼孩子们的绘画作品明信片和
台历，卡梅伦首相一边赞赏孩子们画得好，一
边手捂住胸口说，“我也有一个脑瘫的孩子，你
们的工作很有意义，感谢你们。”

今年 3 月，我们受日本东京中国文化中心
的邀请，参加 4 月 2 日世界自闭症中日自闭症
儿童绘画作品展，金羽翼有 55 幅绘画作品参
展，7 名学员在老师和家长的陪同下到日本东
京参加画展开幕式，康康小朋友还代表中方
在开幕式上演奏了葫芦丝《我和你》。

金羽翼在健康发展中不断进步。今年 4
月份，金羽翼搬了新家，我们的新校舍温馨浪
漫、宽敞明亮，极富艺术气息。孩子们非常喜
爱新环境，他们的绘画作品陈列在画廊里，让
每一位来参观的人都赞不绝口、惊叹不已。
我们把孩子们最美好的一面展示给世人，我
们 希 望 做 一 个 受 人 尊 敬 的 、有 尊 严 的 公 益
人。未来，我希望金羽翼可以接受更多的特
殊孩子来学习艺术，用非语言的艺术形式，帮
助他们抒发内心情感，学会一技之长，将来能
够自食其力、过上受人尊敬的生活，这就是我
的梦想，是构筑中国梦的一部分。

我曾担任东方歌舞团演奏队队长，经常思考
如何丰富表演形式，竹乐器发出的声音真诚动
听，吸引了我的注意。随着了解越来越多，我逐
渐被竹乐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底蕴所打动。竹子
自古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象征
着正直、虚心、有节。早在周代，我们的祖先就将
几十种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8
类，称为“八音”，其中竹制乐器很多很多。不仅如
此，中国的竹子无论面积、品种、产值都是世界第
一。因此，当我听说国外有竹子乐队时，我觉得
我们中国也应该要有竹子乐队。

我将自己对竹乐的了解与构想写在了《奏
响中华民族竹乐之韵——关于建设民族乐队的
设想》里，我在文章里写到，“多年来我一直非常
想搞竹乐器的开发，建设一个有中国民族特色
的竹乐团。这不光是对竹有一种特殊的喜爱，
是因为时常深深地感到我国竹乐历史悠久，有
丰富的‘祖上遗产’；各民族竹乐器种类繁多，着
手研制开发新的乐器前景很广阔⋯⋯应组建一
个能体现中国民族古老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声
部较齐全的、极富竹乐器特点的高水准，由专业
研究人员组成的竹乐团（队）”。

1995 年，《人民音乐》刊载了我的文章，还
举办了高规格的专家研讨会，音乐界权威们的
认可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不久后我接受了电视
台的采访，还登上了报纸，《中国日报》评价认为
这是一个美丽的梦。

那时，大家都觉得要成立一个竹乐团太难
了，中国竹乐器历史悠久，品种丰富，但是，长时
间得不到重视让它们渐渐失传。要装备一个乐
团，必须发明一批新的竹乐器，各类乐器还需要
具备不同音色和音区。尽管竹子环保速生，但
也有壁薄易裂等缺点，开发一件都很不易。

我们北京人有一句话叫做“干什么吆喝什
么”，各行各业都想把自己的事做到最好。国外
的钢琴和小提琴也是经过了多年的改进才得以
完善的，人家民族都能把自己的东西做到极致，
我也希望能跟他们有一拼。20 年前我在宿舍 3
平方米的厨房里用菜刀砍竹子时，没想过民族
文化会有大繁荣大发展的今天，只知道有想法
有目标就要一刀刀砍，一点点做。

那时候，我一没资金，二没技术，三没条件，
开发竹乐器有过很多困难，合适的竹子难找，制
成乐器更难。没两三年我就花光了所有的积
蓄，后来下了岗，我只好白天做竹乐器，晚上到
大酒店去拉大贝司，当“大堂琴师”。2001 年，
因为太疲劳，我左手的中指在做琴时被电锯锯
掉了半截，再不能拉大贝司了，但我的竹乐之路
并没有终止。到今天，我们已经有了 100 多件
竹乐器，有 1000 多度高温烧制的竹炭琴，有用

世界最粗的巨龙竹做成的低音鼓，有像钢琴排
列一样的竹板琴，还有仅一根弦的独弦琴⋯⋯

现在看过了我们表演的人都觉得竹乐好，
那是因为它像竹笋一样出土了，埋在地下的时
候可不是这样。乐团刚成立那会儿，没有资金
也没有场地，我们只好在我家二室一厅的小宿
舍里排练，乐器、团员，大家挤得没法再挤了，指
挥和演奏者都不在一个屋，谁也看不见谁，同一
首曲子每天要练几十遍，很枯燥。后来我们的
排练场挪到了租的地下室、自行车棚，还有未竣
工的楼房里，“三九天”没暖气，团员们都是在没
有酬劳的情况下自愿参加排练，最高兴的事就
是排练完大家10多个人一起到小餐馆去吃上一
顿饭。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好多年，我们竹乐团
本身就是一首歌，一首赞歌，一首颂歌，一首抒
情歌。在竹乐的发展过程中，我感受到的是音
乐界、林业界、社会各界对我们的无私支持。我
现在还记得，素不相识的作曲家莫凡跨半个北
京来听我介绍竹乐器，为我写曲子；歌舞团的老
同事吴华半夜给我打电话说曲子写好了，后来
我拿到的稿子上都是烟味；林业界的朋友李怒
云在云南帮我找了3米高的竹子，和两个姐姐帮
我抬到火车站寄到北京，没要我一分钱⋯⋯发
展竹乐太不容易了，改革、发明一件乐器要好多
年，然而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们做了一大批乐
器，乐团也组建起来了。

回过头看，这么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当年
那个成立竹乐团的梦想已经基本实现。但我们
并不知足，还有更大的梦想。现在，我的一项重
要工作就是睁大眼睛去搜集竹乐，既是为了保
存竹乐的多样性，也是为了丰富我们的表演。
民间有非常多别具风味的竹乐器，比如广西有
一种乐器叫扎绒，演奏动作简单，声音却很好
听。它们过去从来没有上过台，我们把他们带
到了舞台上，带进了高雅艺术的殿堂。能让大
家都感受到山里的声音，我们特别高兴。现在，
只要有机会我就去看相关表演，看到不认识的
竹乐器就千方百计地找到演奏者，为乐器照相、
用尺子丈量，有机会还要向他们买上两个。民
间乐器很多，但是见到的机会很少，有的机会错
过了，就再也找不到了。

如今，我们竹乐团已经发行了5张CD专辑，
在大学校园、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人民大会
堂、上海世博会都演出过，处处受到欢迎。但是，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作曲家加入进来，需要开发更
多的乐器和表演形式，进一步提升我们艺术水平
和艺术影响。我们还要让竹文化成为中国文化
的代表之一，让竹乐团走向世界。既然我们中国
的竹乐器历史最悠久，竹资源最丰富，我们就应
该努力，让中国的竹乐团成为世界上最棒的。

为 他 们 插 上 金 羽 翼
张军茹口述 陈 颐整理

我是个老铁路人，1981 年从部队
转业到铁路工作，已经整整 32年了。

20 岁那年，我转业来到北京火车
站，因为工作需要，哪里要人就到哪儿
干活，瓦工、油工、木工都干过。当年，
北京站的大顶子就是我们 100 多把大
刷子刷出来的。

2008 年 12 月，我又被调到了北京
南站工作，一来就惊叹我们铁路发展
快。当时南站的建设标准是最高的，设
施也是最先进的，水龙头都变成了感应
器，冲厕所从拉绳变成了盖压泵，就连
站房屋面也从砖瓦变成了彩钢板、玻璃
板，特别漂亮。

设施改进了，对我们的工作要求也
更高了。单说这检查屋顶的活，就是以
前没有的。

为什么要检查屋顶呢？南站的房
顶都是彩钢板和玻璃板拼接的，为了旅
客安全和拥有一个舒适的环境，我每周
至少一次要进行屋顶巡检。尤其是夏
季，雨水多发，要检查玻璃周边的胶是

否开裂，雨水沟是否有异物。如果胶开
裂或雨水沟堵塞，遇有大雨水就容易形
成串水漏雨。

这个工作对于我一个 50 多岁的人
来说，也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每次都
要换上防滑鞋，爬上两段高七八米的直
梯，才能踏上离地面 20 多米的弧形屋
顶。有时夏季室外气温高达 35 摄氏度
以上，屋顶的玻璃反射阳光，温度能超
过 60 摄氏度，热气从脚底蒸上来，浑身
都冒汗，走上一圈，身上的衣服就能拧
出水来。

辛苦是真辛苦，可每当爬到屋顶
上，看到房顶漂亮起伏的弧线，想到我
们能有这么漂亮的现代化车站，内心就
有种骄傲感，觉得一切都是为了旅客的
安全，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巡检屋顶只是我们的工作之一，
上到南站的椭圆形屋面、下到 10 多
米深的地下管廊，东到沙子口，西到
玉泉营的防护围墙、声屏障，都在我
们的巡检范围内。站内的玻璃幕墙、
地砖、自动门，以及全站 24 间大型公
共卫生间，一切与房修土建有关的零
碎 活 计 ，哪 儿 有 需 要 ，我 们 就 在 哪
儿 。 平 平 常 常 一 天 下 来 ，也 至 少 要

“急行军”超过 5 公里。
我们土建工区一共就 5 个人，负责

南站 32.2 万平方米的主站房、24 个站
台 以 及 7.2 公 里 防 护 围 墙 的 巡 检 工
作。由于我们的工作需要一定的经验
和技术，新人较少，5个人中 3个都已经
50 岁以上了。我希望在我退休之前能
赶紧培养几个接班的人。

今年工区分来个大学生，可把我们
高兴坏了，都把他当“宝贝”一样，把所
学所会的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现在
的孩子们聪明，学习能力强，理解得也
特别快，这方面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同时，我也教他如何做事做人，工作并
不是能干活就行了，还要先学会做人
才行。

我今年已经 52 岁，在车站工作 32
年了，对铁路有了归属感，也见证了中
国铁路的大发展。从普车到动车高
铁，有了南站这么现代化的车站，现在
铁路又开始改革，走向市场化，我相信
铁路的发展会越来越好。也只有铁路
好了，我才会好，大家的生活才会更加
美好。

带中国竹乐走向世界
王 巍口述 何 悦整理

带中国竹乐走向世界
王 巍口述 何 悦整理

铁 路 好 了 ，我 才 会 好
王德友口述 齐 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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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巍在印度尼西亚与竹

乐器制作师交流。

王巍正在刮竹子。

王德友工作中。 张玉军摄

“在宽容的艺术世界里人人平等，残障儿童在艺术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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