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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自己不当回事
别人也不会

8月 25日上午，赵嘉勇在爸爸和
奶奶的陪伴下，从云南来到了自己未
来将度过大学生活的同济校园，眼中
的一切，对于这个出生于大山中的孩
子来说，都是新鲜的。

从同济大学四平路正门走到宿舍
所在的西南八楼，只有800米左右，10
分钟就该走到，赵嘉勇却走了很久。他
喜欢一路经过的大大小小的草坪，将来
可以坐在柔软的草地上看书听音乐。
一直听闻的同济樱花大道，两边原来就
是足球场、网球场等各式运动场，他期
盼着春天樱花的绽放，在花瓣雨下跑跑
步、踢踢球，感觉一定很好。沿路经过
的教学楼也有着各个学院的风格，果然
是“掌管建筑之神”的同济……

西南八楼209宿舍，是赵嘉勇被分
到的宿舍。他是彝族人，少数民族学
生需要多上一年预科班，来报名的时
间也比宿舍其他3位舍友的时间晚了
一周。睡在对面床铺的土木工程学院
地质工程专业新生王俊杰是四川人，
得知这一点，赵嘉勇觉得更亲切了。

“云贵川一家。”他又侧了侧身，指着自
己的右耳告诉王俊杰，“我的这边耳朵
不太好，听不见声音，只有一边耳朵能
用，如果有时候你们跟我说话我没答
应，可能是我没听见，要麻烦你们多担
待。”

“放在很早以前，我可能不会这么
大方地跟别人介绍自己，因为害怕自
己与别人的不一样，害怕会有异样的
眼光，但现在我不会了。”赵嘉勇说。
就好像刚刚认识的新朋友在
听他这么说了之后，还是
会一样如常地与他继
续聊着天。“你自己
不当回事，别人也
不会。”赵嘉勇知
道，曾经那个因
为 残 缺 的 耳 朵
一度自卑敏感的
自己已经一去不
回了。

今年夏天，来自云南普洱市
宁洱县的赵嘉勇实现了自己的梦
想，考上了同济大学。这个一出
生就患先天性听力障碍，右耳只
有耳垂的彝族男孩，世界里永远
只有单声道，从小的求学道路就
比别人更艰难，但在今年高考中，
他却以全校第五、高考听力满分
的成绩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大学。
跨越山海，他也将开启全新的生
活。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想看看外面
更大的世界

高中的赵嘉勇几乎每次考试都是年
级前十名，偶尔还能拿年级第一。2023
年，他还获得了云南省三好学生的荣誉
称号。今年高考他以634分的成绩考入
同济大学，是普洱市一中这届高三的全
校第五。

“我没其他诀窍，就是多看笔记。”赵
嘉勇说，他喜欢利用一切碎片时间，吃饭

的时候他也会拿着书一边吃一边
看。他喜欢数学，因为做题的

过程很美妙，可以自己探究，
找出不同的路径。日常还
爱看杂志，《读者》《新闻周
刊》，他摞了一大摞，高三
毕业卖旧书时才发现居
然积累了这么多。

“一个是放松，还有一
个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赵

嘉勇的家乡宁洱，到他寄宿高
中所在的普洱市区有30公里，要出

云南，需要再坐火车到昆明。除了小时
候去北京做手术那次，这一次来同济报
到，是他第二次坐飞机。

在同济的校园里晃悠时，他不停地
感叹：“太大了。”走了几遍，他都还是不
太认路。“高中寄宿我也没怎么出过学
校，普洱市就那么几条路我都没认全。”
赵嘉勇说，但这只会让他更兴奋。

高二时，赵嘉勇就确立了考到上海
的目标。“当时就觉得同济大学很好，我
的分数也应该能够达到录取线，就定下
了这个目标。”如今如愿以偿走在同济
校园中，他已经开始美美规划未来的大
学生活——他喜欢计算机，同济又有设
计优势，他想要多学习一些动画和视觉
动态设计的课程，作为一年预科之后选
择专业的方向。高中时忙于学业没有
太多时间锻炼身体，他觉得180斤的自
己太胖了，“大学里一定要做做健身，能
减点重，让自己更健康。”他还想去看看
东方明珠、外滩，这些只在杂志里看到
过的地方。“上海会有很多游戏展，我也
想去看看，为今后自己的专业积累点经
验。”赵嘉勇说。更大的世界正在他的
面前展开。

勇敢地面对
挫折和困难

“我父母给我起的名字，‘嘉’的意思
是希望我做人做事要正直善良，‘勇’是愿
我能勇敢地面对挫折和困难。”从一出生，
父母就知道小小的赵嘉勇在成长之路上
需要承受比别的孩子更多的困难。

9岁之前，他是个不想与人交流的孩
子。一只耳朵只有一个小小的耳垂，别人
喊自己听不清，这就让他知道自己与别的
孩子不太一样。怕被大家笑话，害怕被

“围观”，“那时就只想安静地待着”。
父母从未放弃过求医之路。在联系

了很多医生之后，他们找到了北京的一家
医院，可以通过取肋骨帮赵嘉勇做出一个
完整的耳朵模型再进行植入，手术最佳时
间是9岁。赵嘉勇满9岁的那个暑假，父
母第一次带他走出了家乡，坐飞机去到了
首都，在那边一待就是2个多月。

赵嘉勇的这个手术，首先需要每天打
盐水让右耳这边的皮肤撑起来，才能支撑
起后面植入的骨头，这个时间就需要一个
月。一家人在北京市郊租了一间小房子，
他还记得，每天坐着公交车从郊区到市区
的医院，打完针，再坐车回来。右耳皮肤
撑开，慢慢像是长出了一个很大的瘤，让
他觉得又难受又害怕。

一个月后，赵嘉勇被推入了手术室。
那一天，他的三根肋骨被取出，雕刻成了
一个耳朵模型，被“安装”缝合。赵嘉勇的
左边胸口下，长长的疤痕如今还在，记录
下了他的这段“成长痛”。“开始就觉得做
手术好痛，假耳朵也不太习惯，后来才慢
慢适应。”赵嘉勇说，虽然这个“耳朵”并不

会给他的听力带来任何恢
复，但至少从此以后，

他有了看上去完
整 的 一 双 耳

朵。

没其他办法
还是想拼一拼

仔细看赵嘉勇的右耳，还是能看出
一些区别——没有耳蜗，耳洞是被堵死
的。直到现在，他依然还是只有左耳有
听力。一般的耳骨是软的，但他的这只
耳朵用肋骨做成，是硬的骨头，睡觉时，
他也永远无法朝右侧睡。没办法学车，
时常辨不清声音方位，这都是一些小烦
恼。

“但没有它，我现在就没法戴
眼镜了。”赵嘉勇笑说。一只耳
朵听不见，对他的学习生活
自然会有影响，有时候老
师上课走到了靠右边，可
能他就听不清老师说的
话了，日常交流时同样如
此。幸好学校的老师和同
学都十分照顾他。“他们虽
然不说，但都会主动在我的
左边跟我交流，老师也会悄悄
地把前排靠右的位置留给我。”初中
时，班主任还让赵嘉勇当了一年班长。
让他变得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开朗。

高中在普洱市一中就读，赵嘉勇还
报名参加了学校合唱团。“因为喜欢大家
一起唱歌，一起做一件事的感觉，我们合
唱团还拿下过第一。”他喜欢计算机，喜
欢研究视频剪辑，每次学校有文艺活动
演出时，他承担的都是“技术工种”。“就
是操控灯光、音响这些。”到了高三，他还
带了个高一的小“徒弟”，“这样毕业了就
后继有人了。”他笑道。

因为听力的关系，赵嘉勇做很多事
都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比如演出
彩排，他听不见双声道，就必须一遍又一
遍地熟悉流程，记住时间。他喜欢英语，
但英语听力对他来说也是一道难关。“考
场里的位置不固定，有时候可能的确会
听不清广播里的声音。”没其他办法，还
是多练习，对单词语句越熟悉，声音本身
的影响就越小。

今年高考时有两次英语听力考试的
机会。第一次他考了 29 分，差一分满
分。其他人觉得可以了，但他不服气，

“就还是想拼一拼。”第二次考试，他如愿
考到了30分满分。

风一更雨一更，青春新声
山一程水一程，迈向新生

赵嘉勇成功考上同济大学。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赵嘉勇
和室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