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 责编：刘 泉 邮箱：mingliuzhoukan@126.com

2015年4月10日 星期五 名流101010

“失明将我的人生一分为二，29岁之前，我是在超越别人；29
岁之后，是在超越自我。一个人可以看不见，但不能没有见地；可
以没有视野，但不能没有眼界；可以看不见道路，但绝不能停止前
进的脚步。100次摔倒，可以101次站起来！”这是杨佳多次在演讲
中说过的一段话。

成功人生遭遇断崖式下跌

29岁以前的杨佳，是很多人心目中成功学者的典范，一个聪
颖的湘妹子。1978年，年仅 15岁的她就考上大学，19岁留校当教
师，24岁成为中科院大学最年轻的讲师，连年摘得中科院大学优
秀教师的桂冠，一路走来，阳光灿烂。

29岁不幸失明，杨佳凭借惊人的毅力，不仅重返中科院大学
讲台，而且还在失明8年之后考取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攻
读公共管理硕士。

杨佳回忆说：记得《微观经济学》第一堂课，老师一上来就挂
了两张图：“这是里根时期的经济……”“这是克林顿时期的经
济”。大家看了一目了然，可对我来说却是一片茫然，只好课后加
班。哈佛老师上课从不照本宣科。学生全凭记笔记，我用学校提供
的一台特殊的键盘，每上一门课就按下一个开关键，等身边的同
学帮我确认工作键的灯亮了后，我就随着老师的讲课熟练地打起
字来。一堂课下来，同学们说，“杨佳的笔记就是一篇完整的讲
义”。

每分钟听英文单词400个是什么感觉？几乎就是录音机快进
时变了调的语速，因为杨佳没时间，这是她必须完成的任务。每次
课老师布置的阅读量总不下500页，同学们都感觉时间不够用，对
她来说，就更不够了。因为她必须先通过扫描仪把资料一页一页
扫进电脑，再通过特殊的语音软件把内容读出来。这样一来，时间
全没了，只能靠拼速度了。读不完的书、做不完的作业，还要参加
许许多多的学术活动。就这样，杨佳每天学习到夜里两三点，不仅
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而且还超出学校规定，多学了3门课。杨佳
的毕业论文《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被定为肯尼迪学院的范文。
戈根教授为她破例打了哈佛最高分“A+”。

毕业典礼上，院长约瑟夫·奈对杨佳说：“祝贺你！佳，你是中
国的软实力！”顿时，全场几千名师生自发起立，为杨佳，为哈佛大
学建校 300多年来第一位获得 MPA学位的外国盲人学生鼓掌欢
呼。2011年，杨佳又成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校友成就奖2011年
度唯一得主，同时也成为中国大陆获此殊荣的第一人，成为全世
界获此奖励的第19人。

首位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

哈佛的成功学业，只是杨佳人生的一个新起点，在这之后，她
又走出了国门。

2008年10月，杨佳赴纽约竞选“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
会”委员。面对激烈的竞争压力，她活跃在会场内外，用英语、法
语、西班牙语热情同各缔约国代表交流。最终投票时，她在第一轮
就高票胜出，成为我国第一位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

2009年2月，委员会首次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其中一项议程是
建章立制、选举产生主席团。杨佳发现候选人中唯独没有亚洲代
表。在听了几位委员自荐的发言后，杨佳举牌要求发言：“我们委

员会是全球残疾人维权的监督机构，当今世界哪个洲残疾人
最多？亚洲！哪个国家残疾人最多？中国！……”

杨佳的一席发言引起了强烈共鸣。她被提名为候选人，
成功当选为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并在几年后连
任。

第三次委员会会议，最后一项议题，秘书处突然提出，由
于经费紧张，建议委员会工作语言中取消中文。杨佳强烈反
对，据理力争，旗帜鲜明地捍卫我国的利益和地位，最终保留
了中文，为我国在国际人权领域赢得了更多话语权。

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杨佳在第一时间说服残疾人权利
委员会发表声明，对中国切实有效保障震区残疾人的各项权
利给予关注和支持，吸引了更多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声援。
她的快速反应对于联合国来说是前所未有的，被推崇为“中
国模式”。杨佳利用联合国这一平台，让世界把目光一次次投
向中国。

首位作政协大会发言的盲人委员

3月11日下午，政协第十二届三次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体
会议，这是一个特殊而光荣的时刻，十二届全国政协迎来了
第一位在大会作发言的盲人委员——杨佳。

点赞正能量、厚爱正能量、弘扬正能量——杨佳代表
九三学社中央作大会发言。

“过去的一年，或许一些社会不公让你寒心，或许一些人
性冷漠刺你心痛，或许一些网络‘吐槽’令你反感，或许一些
生活中的‘负能量’使你沮丧，但总有一些人让你难忘，总有

一些事让你热泪盈眶。”“那些发生在基层、发
生在普通人身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善举义
为，绵绵不断地传递着别样的温情和满满的正
能量”……“你怎样，中国便怎样……中国怎
样，你才会怎样！”

杨佳发言时，赢得了全场最多的掌声。
“杨佳的发言说到我们心里去了，她是用心在
讲。”“她虽然看不见，但她的发言感动了所有
人。”杨佳的压轴发言赢得了广泛赞誉。

杨佳告诉记者，直到今年春节前几天，她
才接到将代表九三学社中央作大会发言的任
务，而后就是不断修改和定稿的过程。“点赞正
能量、厚爱正能量、弘扬正能量，这不仅是九三
学社中央交给我的任务，也是我的心声。”杨佳
说，“准备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不断
提炼的过程。”

到今年，杨佳连续 8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了。记者了解到，在这个平台上，她认真履
职，积极建言，《怎样做到两个奥运同样精
彩》 等提案被有关方面采纳。她还就“帮助
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维护
残疾人权益”等问题在政协大会上呼吁，引
起社会广泛关注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在担
任北京奥运会专家顾问期间，为北京奥运
会、残奥会志愿者制定专业服务标准，填补
了国内空白。近年来，杨佳还提出了“加强

‘失独家庭’心理关爱与救助的建议”、“关于
重视部队听力保护 增强我国硬实力的建
议”等提案，以自身经历和独特视角，关注
并提出涉及人身安全的相关问题等。

回首自己的人生历程，杨佳说：“感谢命运
让我知难而进，自强不息，一步一个脚印走
出家门、走出国门、走进光明、走向世界！”

●一部真正的好电影无疑会凝
聚成为引发观众们热议深思的文化
符号，它们更为形象生动地传递电
影的灵魂，进而渗透大众的骨髓并
形成一种广为关注的文化现象。也
许这才应该是拍电影所追求的一种
状态：我们放映电影，谈论电影，
想当导演的年轻人老老实实坐在影
院里一部一部看片，研究怎么拍电
影，而不仅仅是追求速成、追求社
交、指望一朝登天的运气。

——剧作家焦雄屏指出。

●如今，文艺创作纯粹以“逗乐”为目的，其“乐”必然流于浅
薄、低俗。大众审美接受并热衷于这样的所谓“幽默”，反映了大众审美
选择上的盲目。文艺作品有其自身的创作原则：作品的思想、精神内蕴
要求“雅”，给受众以高尚情操、高尚审美的教育。文艺创作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倡导和弘扬生活中积极、健康、高雅、优良的东西，摒弃和
鞭挞生活中丑恶、虚假、低级、拙劣的东西，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
服务于大众的同时，引导和提高国民的人文修养，这正是文艺创作的题
中应有之义。 ——书法家徐利明表示。

●文学是作品的魂和根，不仅在戏剧、电影上如此，在其他领域也
适用。文学本身是人学，最重要的是要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好剧本缺
失，正是创作者对人的命运缺乏深刻的认识。对于如今的网络文学，我
认为，这是一个新兴的形式，应该看到并且顺应这个变化。有网络作家
给人艺写剧本是一个好趋势，因为他们有鲜活的生活，有接地气的表
达，这些非常可贵。人艺必须重视这些创作和它们所带来的文化观念上
的变化。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张和平说。

●保护古村落就是保护一个民族的“根性文化”。对古村落的保护，
应从其文化空间入手进行整体性保护，不仅要保护遗产本身，还要保护
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如设立生态博物馆、民族文化生态村等对文
化遗产进行“就地保护”，这样有助于文化在其植根的“土壤”里“生
长”“发芽”“开花”“结果”。 ——学者蔡熙认为。

●伴随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文学如何在当今世界文坛占据应有的
位置，已经是一个难以回避、既严肃又紧迫的话题。为此，向外看，向
域外优秀的文学作品学习是必要的；同样，向内看，学习自己的优秀传
统也是十分必要的。这就要梳理中国叙事经验。这种经验一部分是中国
当下的叙事经验，再一部分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经验。在创作实践
中，我们要将这二者紧密相连。 ——作家王彬指出。

●文化生态系统很大的一个层面是以村落为基础的。因为有了村庄
聚落，才有了民俗活动、民间劳作等丰富多彩的生产和生活。十里不同
风，百里不同俗，文化发展参差多态，具有鲜明的地域差异性和多样
性。一段时期以来，城市化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写了这样的文化格局，在
更深层次上还有文化的同质化，以及发展特色的缺失。就像不少农民工
群体没能融入城市生活又离乡背土，若是斩断了乡愁，文化上就处于一
种踯躅飘零状态。所以，我们应该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关注农村，关注我
们的乡土文化之根。 ——全国政协委员潘鲁生表示。

●如何解说古典音乐，一直以来都是欣赏古典音乐的难题。 许多人
或许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坐在音乐厅里听古典音乐会，大部分时间却不
清楚台上到底都发生了什么，要靠匆匆扫一眼节目册才能推断出现在演
奏章节和曲目，遑论此刻音乐的调性、主体、结构、意义。而古典音乐
毕竟不像一场体育比赛，它更加精密复杂，也容不得解说的打断和喧
哗。但如今，就在“古典音乐注定是一种小众艺术”成为一种基本共识
时，这个艺术门类的门槛却被新技术撬动了，一改之前自身使尽浑身解
数却吸引新受众不得的局面。 ——播音艺术家石鸣认为。

（曹馨月辑）

江南小院，刺绣是一道别样的景致，孕育出一代又一代刺绣艺术家

作为一位中途失明的人，杨佳是不幸的，但是，她克服常人难

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她是哈佛大学建校 300多

年来第一位获得MPA学位的外国盲人学生；她是我国第一位联合

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随后当选和连任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

员会副主席；她是第一个在全国两会期间作大会发言的盲人委员

……她就是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杨佳。

“刺绣皇后”姚建萍

揭秘国礼

背后的 故 事
王鹤瑾

姚建萍，国家级苏绣非遗传承人，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专授的“民间工艺美术大师”，全国“三八”
红旗手。她的作品曾两次搭乘卫星“飞天”，被人民
大会堂、中南海、白金汉宫收藏，多次作为国礼赠
送各国政要和知名人士，被誉为“刺绣皇后”。

2014年5月，姚建萍接到为总书记访韩创制《木
槿花开》 国礼的任务。姚建萍和她的团队从收集素
材到创意设计，再经整理筛选，共准备了 8套方案，

经来来回回讨论、修改，才得以确定最终方案。
《木槿花开》 是一幅双面刺绣，要绣制 6 到 8

层，通过分层加色，尽现花卉光影效果。为了表现
木槿花和背景的虚实关系，整件作品运用了 12套色
系，计 116种颜色。绣面上三朵木槿花：一朵绽放、
一朵待放、一枝含苞，体现青春活力。

然而，6月26日国礼送达北京验收时，姚建萍发
现绣品外包的凸面玻璃上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疵点，

她立即决定将国礼带回苏州。
次日，她从 40 多块凸面玻璃
中选出一块完全没有瑕疵的安
装上，并于当晚乘坐火车直奔
北京。

去年 9月，姚建萍又接到
一个新国礼创制任务：为两月
后来华参加APEC会议的墨西
哥总统夫妇绣制一幅夫妻像，
要求11月以前完成。

姚建萍知道，绣一幅单人
肖像，一般需要 6 至 8 个月，现
在要求双人像，时间只有两个
月；更为难的是，要绣双人像，
却没有一张双人像片，这几乎
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北京方面坚持邀请她出手。
姚建萍最后一咬牙：接！

9月30日，姚建萍的团队一共拿出了3套设计方
案。10月1日，姚建萍开始闭关创作。7天期间，她
关掉手机，把自己反锁在工作室里，每天由工作人
员送两次盒饭进屋。每天，她睁眼就在绷架前，有
时一抬头已是深夜2时，或者早上6时。由于这次作
品尺幅较大，身材娇小的姚建萍伸手够不着。她一
咬牙，索性跪着绣。终于赶在11月10日将成品交付
给了定制机关。

几个月后，姚建萍收到了墨西哥总统培尼亚
的致谢信，这让姚建萍感到意外和惊喜。在她的
印象中，一个国家元首亲自给国礼艺术家回信，
是非常少见的。

现在，姚建萍最忧心的还是苏绣的传承。
去年 9月，“清华美院·姚建萍中国刺绣教学
实践基地”顺利建成，姚建萍尝试利用高校
平台，培养“能绣懂画”、“能画懂绣”
的新一代复合型刺绣人才。“苏绣想要
在当今社会焕发新的光彩，就必须
不断创新，不能满足于旧的题材
和手法。所有的技术技巧都是
为内容服务的，而思维的
创新则是苏绣发展的
第一要义。”姚建
萍说。

国礼成品国礼成品

上图：杨佳在联合国
左图：失明前的杨佳

杨佳在2015年全国政协大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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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杨佳

2011年杨佳荣获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校友成就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