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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你和我们一样，我们觉得，是的，

但你又那么不同寻常。从无声里突围，你心中有嘹

亮的号角。新时代里，你有更坚定的方向。先飞的鸟，

一定想飞得更远。迟开的你，也鲜花般怒放。”

——2021～2022 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江梦南颁奖词

从外观来看，你并不能一眼看出眼前这个脸上

洋溢着微笑的女孩和常人有什么不同，但或许能在

说话中发现一些区别。由于童年事故，她不幸在很

大程度上失去了听力，几乎无法听见声音。车水马

龙、人声嘈杂，而她被隔绝在喧闹之外，周围只剩

下可怕的安静。但她和她的家人都没有放弃希望，

在父母的帮助下，她通过读唇语学会了“听”和“说”，

不仅没有失学，还一路考上了清华的博士研究生。

她就是感动和激励了无数人的江梦南。

“大家总说我好像挺不容易的，可我没有

觉得自己不容易”

上帝关上一扇

门的同时会打开一

扇窗，我们希望听

力被剥夺的人能被

赐予读懂唇语的馈

赠，但现实是，这

扇窗并不是上帝白

白给予的补偿，而

是需要以耐心为熔

炉锻造而来，父母

无私的奉献提供了

江梦南：世界无声，心中有光
学生记者   胡睿   本刊记者   黄婧

最宝贵的原料。

“大家总说我好像挺不容易的，可我没有觉得

自己不容易。回顾过去，我从小到大都还算顺利，

经历了巨大艰难的人其实是我父母。”当岁月静好

时，总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梦南的父母就是那个

为她负重前行的人。不能听到声音，就自己摸索经

验，教孩子读唇语，一遍一遍慢慢地让孩子感受每

个字的口型的变化，让她看见“声音的足迹”。“我

父母为我牺牲了很多，为了教会我听和说，他们耗

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就算换作我自己，也不一

定能做到”。

这扇窗让梦南看到了广阔的世界和无限的可能。

父母对她的影响远不止此。身为老师的他们，

对于孩子的教育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们把梦南

当成与其他小孩平等的孩子，不因她在听力上有障

碍就放弃她的学业：学校老师担心她跟不上进度，

江梦南

瑶族，清华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系博士生，是“感

动中国年度人物”“感动湖南致敬人物”“湖南省青年

五四奖章”“最美郴州人”等荣誉获得者，曾获吉林大

学自强自立大学生标兵、吉林大学自强自立研究生、清

华大学学生年度人物。

江梦南儿时和父母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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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先旁听，努力学习考到第一名；比同龄人晚入

学，那就在假期自学补上课程，跳级追赶……

他们也把她当作是与自己平等的人，尊重她的

人格和尊严：“每当我犯错的时候，爸妈经常将我

的错误事迹编成一个个趣味横生的小故事，回到家

后耐心地、幽默地讲给我听，而我在听故事的过程

中，也逐渐意识到自己错在哪里，羞愧的情绪涌上

心头。”在家里，父母的观念是“堵不如疏”，没

有长辈的权威和压迫，取而代之的是朋友般的平等

交流和疏导。

我们可以从如今的梦南身上窥见父母教育的痕

迹：谦逊、温和，不因自己与众不同带来的苦难而

怨天尤人，也不因其带来的关注而飘然忘形。准确

地说，她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同。

毫不意外地，她最喜欢的一本书是《假如给我

三天光明》。海伦·凯勒激励着她，让她明白，哪

怕是听不见，也一样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她还说，

自己比海伦·凯勒要幸运一些，还能够看到，“珍

惜自己拥有的一切，没有必要为了已经失去的感到

不开心”。

“走一条难而正确的路”

作为在起跑线上比别的孩子慢一步的人，她也

从小就被告知：“另辟蹊径，走别人不敢走但正确

的道路，你会看到别样的风景。”这并不等于一定

要考上名校、取得很高的成就，而是要通过学习专

业技能，做一些别人不那么容易做到的工作，才能

更好地在社会上立足。这是梦南父母经常告诉她的

道理。

于是，从小学一年级后，梦南就十分自律地用

尽全力学习，努力让自己保持第一名。她也曾有过

挫败，高考出分后的第一秒“就觉得没有发挥出自

己的水平，一定要复读”。第二次高考后，她考上

了吉林大学，在这个四季分明的城市，她第一次远

离了父母。之后她又考上了清华的博士研究生，“回

过头来看，当初的那些失败也不算什么了。”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选择了生物信息学作为

研究方向。生物信息学作为一个高度交叉的学科，

涵括了生物医学、计算机、和数理统计等多个方面

的知识。唯有尽可能地学习探索，才能从浩瀚庞杂

的数据里提取出有效的信息，指导接下来的方向。

“这个专业非常有意思”，梦南说，“但对初学者

而言的确有些难度，如果是零基础，那入门要花的

时间也会相对长一些。我当时就想着，要走一条难

而正确的路”。

走下去的路上当然会遇到很多困难。和很多科

研工作者一样，梦南刚开始接触研究领域时也会感

到一头雾水，在前两年都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坚

持下来后，能力慢慢地得到了锻炼。随着知识储备

的增加，我发现自己的速度比以前快了很多，推进

起来没有以前那么难了。这种感觉还挺有成就感

的。”她把读博形容为“被扒一层皮的过程”，如

今的她在经历着破茧新生，逐步向着一个成熟的科

研工作者蜕变。

遇到困难的时候，梦南也有自己的解决办法。

她会把问题分解成不同的小目标，如果中途觉得做

不下去了，就先放一下，休息几天，不死钻牛角尖，

等回头再看的时候，或许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但这种放不是永远地放下去，她是一个没有放弃过

的人，尤其是与学业相关的事情。“时间的力量是

江梦南在清华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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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坚持是最简单也是最难做到的秘诀。”“可

能唯一放弃的事情就是减肥了”，梦南笑着说。

提到博士毕业后的打算，梦南保持着开放而乐

观的心态：“最希望能够在高校里找到一份教职，

只是我的文章可能还不够，所以接下来会继续做博

后积累经历。”虽然不确定会走向何方，但她已经

坚定地把“做科研”写进了自己的未来。

对于梦南来说，成长路上的每一个选择都很重

要，正是那些坚定的选择和坚持自己选择的勇气，

组成了如今坚强的她。

“大家看了我的故事后产生了动力，这也让

我觉得自己在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梦南在清华研究的课题内容是通过生物信息学

的方法研究肿瘤免疫，希望为攻克癌症这一高死亡

率疾病贡献绵薄之力。“我觉得我们要尽可能将科

研的研究内容应用到生活中。”她希望把自己的一

生投入到这个造福人类的事业中，让更多人免受病

痛的折磨。这个信念就像她心中的一束光，指引着

她前行。

而她也在前行的道路上成为了许多人的光。

获评 2021～2022 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后，

梦南被更多的人所熟知，也接受了很多的采访。这

也给她带来了一些困扰。“听说之前我们家的故事

还出现在了天津的中考里，网友们反馈说是最难的

一道题，于是很多人来我微博下面问开玩笑地问我，

你怎么会出现在我们的试卷里，但其实我也不知情

呀。”梦南开玩笑地说道，一向低调的她对过多的

关注显得有些无奈。

但同时，更多的关注意味着有更多人知道她的

故事，也有更多的人从她的故事中汲取了力量，她

由衷地感到开心：“有的网友会在微博上给我发私

信，说看了我的故事后，非常地受鼓舞，对未来产

生了希望和期待，也有了向前冲的劲儿。每当看到

这些留言时，我都会非常欣慰。毕竟，大家因为看

到了我们家的故事产生了动力和拼劲，这让我感觉

自己也还是有一点小用处的，也在做一点有意义的

事情。”

她说得很谦虚，但她的故事带来的意义显然是

巨大的。就像她的榜样海伦·凯勒和张海迪——两

位身体有缺陷但精神却极度充盈、取得了伟大成就

的女性——所带给她的力量一样，她也愿意分享自

己的故事，让大家看到“一切皆有可能”，奇迹就

在你我的身边。

精神上的鼓舞之外，梦南也在以实际行动推行

无障碍事业的发展。作为曾经清华无障碍协会的会

长，她和伙伴们致力于帮助同学们在清华生活得更

方便。清华大学是国内第一个做无障碍教育的学校，

校内成立了无障碍发展研究院，学生无障碍发展研

究协会也在研究院的指导下初具雏形，队伍日益壮

大。在清华大学的带领下，校内各个部门齐心聚力，

都在给予这一特殊群体以指导和帮助。有障碍的同

学在协会里能够互相沟通交流，学校的宿舍、食堂

等也配备了完善的无障碍设施。梦南相信，也许有

些措施目前还不够完善，但一切都会越来越好。

梦南印象最深的一个活动，是和清华附中的同

学们合作，给他们讲解学校的无障碍设施，也让他

们体验一下残障人士的生活状态。活动结束，就有

很多小同学表示他们第一次知道无障碍设施是多么

的实用，也第一次知道残障人士在中国人口基数那

么庞大。“很有意义，或许小同学们还能够跟朋友

家人讲讲自己的收获，那么了解无障碍的人就会越

来越多。”这也是梦南作为这个群体的一份子一直

以来的梦想。

如今跟梦南交流，不管是倾听还是表达她都可

以非常流畅自如。几年前，她还装上了人工耳蜗，

第一次真正“听”到了世界的声音，“以前是完完

全全看口型，现在是读唇语和听声音各占一半”。

过去十几年缺失的音乐，正在慢慢为她奏响。而那

些曾经无声的岁月，都汇聚成了她心中前行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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