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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障人士信息咨询
的途径有限，如果没有
字幕，他们没有办法参
与到健全人的直播之
中。井井在带货的过程
中发现，许多听障人士
对新产品的接受度很
高 ，只 是 之 前 并 未 了
解。她很高兴，自己的
直播间能为听障群体带
来实实在在的帮助。

在与听障网友的互
动中，井井收到了许多
感人的反馈。有人因为
看到她的励志故事，在
高中毕业 5 年后决心重
新去读大学；还有想不
开的人在深夜看到她的
直播，给她留言选择放
下过去重新开始；更有
健全人被她的精神所感
动，重拾生活的信心。

井井的成功也激励
了很多听障人士积极面
对生活。不少听障人士
受她的影响，也开始尝
试直播或其他新事业。
对于这些追梦的听障朋
友，井井给出了自己的
建议：“不管做什么行
业，最重要的是要肯吃
苦 耐 劳 ，不 要 轻 易 放
弃。”

井井没有满足于现
状，她有着更长远的规
划 。 未 来 ，她 打 算 读
研，主攻心理学方向。

“聋人的内心世界很复
杂，能真正了解我们的
人太少了。我希望能通
过自己的努力，帮助更
多的聋人朋友。”

井井同时也希望社
会大众能更加了解听障
群体。“不要戴着有色
眼镜看待我们，也不必
可怜我们，我们虽然听
不见，但同样有追求梦
想的权利。”她期待健
全人在面对听障人士时
能 保 有 耐 心 、平 等 交
流。

在无声的世界里，
井井用坚持、努力和爱
心，书写着属于自己的
故事。她也希望自己的
经历能激励更多听障朋
友 不 惧 困 难 、勇 敢 追
梦。

井井是个天生爱“折腾”的人。
大学毕业后，井井的求职之路充满坎
坷。因沟通问题，她投出的简历大多
石沉大海。后来，在父母的安排下，
井井在一家药房工作，负责拿药配
药。这是份稳定的工作，但重复单一
的劳动让井井感到枯燥厌倦。她在
心里对自己说：“这不是我想要的生
活。”

2014 年，井井抓住电商发展的
红利期，选择创业，开了一家母婴服
装公司。刚开始，井井的生意做得不
错。然而，几年之后，由于经营经验
不足、合伙人分歧以及疫情的冲击，
公司倒闭了，还留下了近千万的债
务。祸不单行，同年母亲的离世，让
井井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井井没有被厄运打倒，为了偿还
债务，她尝试过做家政主管、视频编
辑等多种工作。业余时间，井井在短
视频平台上传视频，讲述自己创业失
败的故事，和聋人朋友们共同交流，

没想到竟意外收获了上万粉丝。
2022年 8月，井井开始尝试做起了直
播带货的工作。

与其他网红吵闹的直播间不同，
井井的直播间只有书写板书、移动货
物时发出的窸窣声。直播间的观众
大部分都是听障人士，为了让大家更
好地了解商品，井井要花费大量的精
力和时间进行介绍。“健全人几分钟
讲完一件商品，我差不多一个小时才
能介绍一件。”

井井告诉记者，同各种语言一
样，手语同样存在“方言”差异，这也
导致有些听障观众看不懂她的手
语。为了确保所有听障朋友都能理
解，井井绞尽脑汁，她会通过夸张搞
笑的肢体动作来进行展示，“争取让
文盲都能看懂”。井井举例，她有时
会表情夸张地敲桌子，这就像是在说

“哎呀妈呀”，一下子便可吸引观众的
注意力。

组建直播团队时，井井也经历了

不少波折，来来去去很多人，最终留
下来的没有几个。井井和团队成员
们凭借着耐心和努力不断磨合，从而
形成了默契。如今，井井的直播团队
成员共有 5 人，其中 4 位是听障人
士。“大家都是互相帮助的关系，共同
成为更好的人。”

井井的直播之路并非一帆风
顺。最开始，她的直播间观众寥落，
但即便在线人数为0，她依然坚持对
着手机屏幕“笑着自言自语”。如此
坚持了一年多，终于积累了一批忠实
观众。

努力终将换回收获。2023年 12
月 30日，井井和团队连续直播了 48
个小时，销售额突破 30 万；2024 年

“双 11”，井井直播间的销售额突破
百万。如今，依靠直播收入，井井已
偿还了 200 多万元的债务。“当看到
订单量逐渐增加，我知道自己的汗水
没有白费，那一刻觉得特别值得。”井
井笑着表示。

1990 年，井井出生于安徽合肥。她是家
中独女，从小备受宠爱。然而，在井井两岁那
年，因发烧后抗生素注射不当，她的听力严重
受损，从此被困囿于无声世界之中。

在成长过程中，沟通障碍是井井面临的最
大难题。伙伴喊叫、比划半天，井井依然无法
理解对方想表达什么。由于无法交流，小朋友
们开始疏远井井。偶尔家人聚餐，一大家人聚
在一起边说边笑，井井却不知道他们在笑什
么。种种经历，让原本活泼开朗的她一度郁闷
苦恼。

“我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沟通，却没有人
能耐下心来、抽出一点时间听我慢慢表达完一
句话，这让我感到很挫败。”井井告诉记者。

从小学到高中，井井都在合肥市特殊教育
中心学习，她非常怀念在学校的时光。“在学校
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小伙伴，不会孤独。”中学期
间，井井通过结对帮扶活动认识了几位大学
生，在通过写字交流时，她发现很多时候自己
的文化水平不够，词不达意。由此，井井认识
到自己和健全人之间的差距，她发奋努力，最
终成功考入西安美术学院特殊教育艺术学院。

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井井却从未放弃对生
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追求。大学期间，井井积
极参加各类志愿活动，还利用假期去各地穷
游。井井珍惜每一次接触外部世界的机会，不
断拓宽视野，增长见识，她变得愈加自信、沉
稳、坚强。

听障主播井井：

无声直播间中的追梦人在热闹喧嚣的直播江湖中，有
一方安静的角落，这里没有激昂的
叫卖声，没有嘈杂的背景音，只有
主播的双手在空中比划。这是井
井的直播间，今年 35 岁的她是一
位听障人士，直播间的绝大部分观
众同样也是听障人士。

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
查，我国现有听力障碍残疾人
2780 万，每四个残疾人中就有一
个是听障人士。另外，《中国网络
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显示，
我国职业主播数量已超 1500 万
人，其中不乏听障主播的存在。

当一个聋人成为直播间的主
播，会经历怎样的故事？对于井井
来说，主播不仅是一份谋生的职
业，更是她与更多听障朋友交流
的契机。“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
力，让听障人士了解到更多的知
识，开拓他们的眼界。因为我淋
过雨、走过弯路，所以想为他们撑
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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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去深圳后，杨兴凤的销售工

作做了二十多年，高强度的工作
使得读书也成了需要让步的一
部分。阅读和写作看似在和文
字打交道，实则在和人打交道；
在销售工作中，文字退位了，人
却上位了。杨兴凤觉得自己年
少时读的书，都在潜移默化中

“深入到自己的灵魂里面”。她
说自己做不到以利取人，而是始
终真诚地去对待每一个人。“在
工作中从顾客发展成朋友，都是
用感情而非利益长久地维系着
人和人的关系。”但她也为过去
忙于工作导致自我输入过少而
感到愧赧。“现在有时间了，我想
补回来。”于是，她仿佛回到年少
时那般，常捧着大部头名著如饥
似渴地细读。

人到中年，她评价自己是一
个很有正义感的人，年轻的时候
更是像林黛玉一样清高。从小
爱读席慕蓉、鲁迅、琼瑶、金庸的
她，觉得自己从前埋头沉浸在
理想主义里，“不食人间烟火，
天天在自我的世界里海阔天
空”。年轻时，她追寻自己苗
头正盛的作家梦，向往自己拥
有纯粹唯美的爱情，期待自己
有百步穿杨和能替天行道的绝
世武功。文学给她带来太多美
丽的幻象，也给她留下了天真烂
漫的回忆。

“普通人要靠写作为生并不
现实。但文学作为一种爱好，可
以没有压力地坚持下去，是挺好
的一件事儿。”半路夭折的作家
梦并没有让她忘记与生俱来的

热爱，对她来说，文学是她的精
神原动力，是生活的润滑剂。在
情感里碰壁、在工作上摔倒，她
不断探索、尝试、爬起。她知晓
了现实的结果，文学的理想却依
然教她一往无前。

之后，她成为了一位单身母
亲，一切生活都开始要围着女儿
转。从前没有小孩时，她爱打
扮、爱歌舞，现在她却对服装不
感兴趣了，“我现在更注重精神
层面的修养”。文学，又一次成
为她的生活的重心。只是这一
次，文学滋养了她，也滋养了她
的女儿。她鼓励女儿背唐诗、写
日记，创作文学作品。“女儿喜欢
文学，她写的文章获了好多奖。”
杨兴凤有些骄傲地说：“我坚信
她的未来不是梦，一定是青出于

蓝而胜于蓝。”
退休后，杨兴凤每天打着两

三份零工，她觉得很随性很自
由，并且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孩
子、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我
是一个母亲，但同时也是我自
己。”杨兴凤并不觉得当孩子成
为生活重心时，自我会消退。
对于未来，她还是像 18岁的自
己一样，希望“一如既往地保持
对生活的激情，一如既往地热
爱阅读和写作”。

如今，杨兴凤在网络平台上
拥有粉丝 3789 人、发表作品
1845篇。她说现在的她不会再
像以前那样“浪漫主义”了，但当
记者问到她的座右铭，她仍然不
假思索地说，“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作品发表后，杂志期刊的
版面上留下了杨兴凤的通讯地
址，她收到了全国300多封读者
来信。杨兴凤笑着说，那是当时
她生活中最大的快乐。她迷恋
写作，也珍惜读者的每一封来
信。“我是与读者同呼吸共命运
的。”她细细地品尝着读者信中
倾诉的喜怒哀乐，让自己身临其
境地为他们解惑、与他们沟通交
流，就像读者们读她的文章时一
样，感同身受、为之颤动。对青
葱的她来说，过去是与书本对话
交流，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个鲜活
灵动的现实中的人，她把对故事
中人物的共情能力也移植到了
真实世界的陌生人身上。

“我要像三毛一样，以写作
为生。”这是 18 岁的杨兴凤的
誓言。这一年，杨兴凤离家出
走了，带着四大名著、一瓶墨
水、一支笔、两套换洗衣服，走
出了村庄，到了泸州。她回忆
起当时自己的“豪言壮语”——

“如果我不能以写作为生，我就
从泸州大桥跳下去。”她狂热地
想要追求自己的作家梦，想像
三毛那样流浪、用笔尖去养活
自己。但在泸州的日子里，她
没有如愿。一位年长的笔友吴
卫收留了她，带她去了军休所
做了保姆。一个多月后，父母
领走了她。作家没有她想象的
好当，文学却成为了她永远的

精神寄托。
二十岁出头的一天，杨兴

凤再一次出走了。这次是劳动
局到县城招工，她南下到了深
圳打工，在一家电子厂做文
员。但她没有停下手中的笔，

“那时候我也一天到晚交笔友，
大量地写稿，发了很多‘豆腐块
文章’。”一边在工厂做着无聊的
工作，一边在文字里展望着新世
纪的到来。很快，杨兴凤想要换
一份更适合自己的工作。

2001 年，她开始主持电台
栏目，通过热线电话和听众聊
天、解惑，每天有几十次来电。
她记得，曾有一个证券公司老
总在电话中诉说工作的失意，

她劝慰他走出迷茫的境地，“他
说我说到他心里去了，很放
松。”结束时那位老总没有挂好
电话，杨兴凤还能听到他在对
面放声痛哭。这不禁让她想起
回复读者来信的日子，她坦言，
热线主持人是她最喜欢也最适
合她的工作。但因为需要上夜
班，耗神伤身、支撑不住，杨兴
凤只好跳槽做起了销售工作。
如今已经退休的她仍满是遗
憾，“现在没有热线主持人了，
如果有的话，我还想回去做。”

两次出走，也许让杨兴凤从
理想滑向了现实，但她心中的火
焰从未熄灭，反而在岁月的磨砺
中更加炽热地燃烧。

对杨兴凤来说，自己从小
生长的农村总是笼罩着一层灰
蒙蒙的霾——贫穷、匮乏、沉
闷、枯燥，而书本则是能划破这
层阴霾的亮光。于是她常找别
人借书，然后夜以继日地读书、
抄书。少女时期，她便手抄了
《红楼梦》《三字经》等十余部经
典书籍。

“我觉得我对文学的热爱
是与生俱来的。我就喜欢这件
事，但是没有人教我。”杨兴凤
说，在当时的农村里，读书只是
副业，回家割草、养猪喂牛、做
家务才是正业。她有一股滚烫
的激情，却好似与农村的环境
格格不入，于是她一头潜入文
字的世界中，寻求精神上的满
足和寄托。14岁那年，她手抄
了《红楼梦》，抄得废寝忘食甚

至手上起了茧子，文字却一个
个渗进了她的骨子。谈及《红
楼梦》，她的兴奋感强烈得快要
溢出来，并对记者酣畅淋漓地
背诵起书中曹雪芹对贾宝玉的
一段评论诗文——“无故寻愁
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
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
双。”“我就是这种人，这是为我
量身定制的。”杨兴凤说，书上
的那些话好像是贴着她心里面
说出来的，她好似在书中找到
了知音，这让她更沉浸其中。

她白天干着农活，晚上偷
摸点着煤油灯看书，几次被母
亲发现，烧了很多书。她从小
就喜欢写日记，自己读过的
书、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接
触过的人、看过的风景，她都

点点滴滴地记录下来。“那些
成败得失，悲欢离合，喜怒哀
乐的感受，我都要写下来，不
写下来心里就憋得慌。”写作
成为她治愈自己的方式，她沉
闷枯燥生活中的精神寄托。

“我承受不住农活的煎熬，我
要独立思考。”

初中时，杨兴凤语文成绩
好，数学成绩不太好。她有次
在数学课上做语文作业，数学
老师发现后把她严厉地批评了
一顿。她气愤地在作文本上写
下了数学老师批评她的原话和
她心里的不满，却被老师看见
了。数学老师讽刺道，“你文采
真的很好，不过你要是有本事
把你的文字变成铅字，那我就
手掌心煎鱼给你吃。”这一次批
评反而成了对杨兴凤最大的激

励。“我当时心里暗暗发誓：一
定要把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
她养了兔子拿去卖，养了蚕拿
去卖，赶集剩下的零花钱攒起
来买邮票、买书，笔耕不辍，不
停地投稿。她在跟老师较劲，
也在跟自己较劲，不认命、不服
输，盼望着墨迹变成铅字的那
一刻。

“你给了我青翠的一颗/一
颗情感/而我却只能给你一张薄
薄的/薄薄的诗签/寒冬的窗外
有满天的星斗/星斗的光辉抚摸
原野/就像你伸出温柔的手臂/
轻抚柔弱的忧郁/星之辉/星之
辉……”17岁，杨兴凤的处女诗
作《星之辉》变成铅字发表了。
她把作品拿给数学老师看，“他
也没说什么就过去了，但我感谢
他点燃了我的勇气。”

52 岁、农村出身、单亲妈妈、曾经
要一个人打三份工养活一个女儿……
在一般人印象中，这样几个标签组合而
成的是一个为生活奔波劳碌的中年妇
女形象。然而，杨兴凤却用她的方式打
破了这种印象——她是一个至今仍抱
着文学梦的中年“女文青”。

杨兴凤1972年出生于四川自贡市
富顺县琵琶镇的一个农村家庭，她在
14岁手抄《红楼梦》，17岁时发表处女
诗，18 岁时尝试像三毛一样离家“流
浪”，放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
蓬蒿人”的“厥词”。之后，她南下打工
并定居深圳。如今，她在养育女儿的
零碎生活间隙依然坚持阅读和写作。
杨兴凤的经历很自然地令人想起 20
多年前那个从关中平原上出走的农村
妇女刘小样。尽管没有在文学上大放
异彩，但文学却始终像一条隐秘的河
流，贯穿了她的整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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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天大的财富”

两次出走与生活的磨砺

“读过的书已深入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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