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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暖闻周刊

□ 张 坤

“变”无尽，化无尽，路亦无尽。
生命无常，变化无常，哪怕是本该安静

的清明，也是如此——无论是高速路上的
车祸，还是铁路上的列车撞击。放下所谓的
身份、地位和职业，想到的是事故中失去亲
人后的刻骨悲痛。

岁岁清明慰亡魂，清明岁岁“我”哀
伤。总以为还有一个活着的、不变的

“我”在哀伤，可是真的是这样吗？“我”
出生时候的肉体，与死亡时候的肉体是同
一个。但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我”现有
的这个肉体从诞生到消失的几十年中，一
直都在变化，每过一段时间，所有的细胞
都会更换，医学称之为新陈代谢，所以暂
时以为“不变”的健康快乐、口腹之乐，
终将归于变化。

身体等物质的“不变”，或许只是因为
高速的粒子运动，让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
早期肉眼所见的桌子等就是物质，后来又
发现，原子才是真正不可分割的物质，再后
来发现，原子里面还有质子、中子，等等。现
在发现，一切物质都是弦的振动，连“我”也
不例外，而自以为是的“苦”，不过也只是一
种自欺欺人、自怨自艾的“弦音”。一花一草
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悲欢离合虽无
常，风光无限路无尽。

“变”无尽，事无尽，学亦无尽。
尽管无“我”，却有真实的大“我”、有生

存的奋斗。
“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这是鲁

迅说过的一句话，他的一生，为“书山有路
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作了一个生动的
注脚，以学无止境的精神，知行合一、宁静
致远。

人必须要去事上练，才能立得住。事
上练，练的不是事情本身，练的是我们的
心——对于共产党人，就是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

他们曾将光芒万丈的青春尽数献予理
想、献予国家、献予人民。他们的诞生，未能
赶上最好的时代。但是，他们的牺牲，却是
为了最好的时代能够诞生。

清明了，致敬那些“永远年轻”的他
们——那些为了让新中国诞生，付出年轻
生命的英雄、先烈们，有些先烈甚至连名字
也没留下。

全国现有 196 万余名登记在册的烈
士，由于种种原因，一些烈士信息不够完
整准确，一些烈士家属只知亲人牺牲，却
不了解详细信息，不知其安葬的地点，无
法现场祭奠。

很想对那些“永远年轻”的他们说，你
成就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不管过多久，你在
我们心中依然鲜活；你已“化”为了江河草
木，而“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精神丰碑。

今天的我们，依然在寻找那些烈士的
名字，寻找信念的源头。

如果没有真正的初心，就没有真正为
人民做实事的实绩和实效。

事上练，练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正
己之心。

心不正，事情做得再好，也不过是孔
子不屑的“乡愿”——见君子媚以仁义，

见小人甘愿同流合污。心不好，迟早会露
馅。手段再高明，也只能骗得了一时，骗
不了一世。

审慎自我所经历的过往，取舍过滤后
的人与事。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
神明。无论以什么理由做了有违良心的
事，终究都将受到良心的谴责，做了有悖
初心的事，终究都将受到人民的裁决。

只有真正守初心、正己心，才能任尔
东南西北风、我自坚定如青松，才能体会
那份从容不迫的人生境界：“急不完的心
事，想一想，暂且抛开；走不完的前程，
停一停，从容步出。”

“变”无尽，爱无尽，福亦无尽。
爱是一份对过去的传承。
缅怀与哀悼，是为有勇气爱他人付出

的代价。即便承受逝去之痛，我们也不愿
意放弃爱——爱如年轮相传、薪火相传，
亦如心灯相传，即便有限的生命如一颗螺
丝、一根干柴、一盏明灯，也可投入无限
的奉献与爱中，燃烧自己，照亮世界。

爱是一份对现在的担当。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孔子认

为君子应当尽人事、听天命，仁义礼智信，
自强永不息，“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
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曾子认为，所谓君子，能有大的担
当：“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
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这样的人才可
以称为君子。而担当大任，必须德才兼
备，正如《易经》所说的“地势坤，君子
以厚德载物”。

担当大任，还必须从小事做起，“图

大者，当谨于微”，真诚是玻璃，谨慎是钻
石。因而做人要坦坦荡荡，做事要堂堂正
正。所有崇高的美德才能由此发芽滋长。

爱是一份对未来的弘扬。
我们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究竟

要拥抱什么样的未来？比如若任由当下的
“教育焦虑”继续蔓延，难免形成揠苗助
长的风气，对学生造成负面影响。对校外
培训乱象的治理，还需正本清源，树立正
确的教育观念和成才观念。为此，对校外

培训机构的监管不能缺位，如此方能使其
回归初心。

不要太早熄灭孩子心中的爱、眼中的
光。不要让那些过于功利的各种“校外培
训”，阻碍孩子健康全面的成长。

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
心亦不可得。但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又
都是实实在在要经历创造的过程，唯有以
不求回报的真诚爱心去做人做事，方可

“得”那无尽的福德大爱。

“变”无尽

□ 曹 林

歌手赵英俊去世已有一段时间，值清
明纪念之际，他的好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
了他早在 3 年前录完的一段告别视频。他
说，大家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自己应该
不在人世了，这个世界让他怀念无比，有
音乐电影，有让人心动的姑娘。他说当自
己知晓得了重病的时候，拍视频为了和大
家有个正式的交代。如那封遗书那样，这
段视频再度刷屏，让人动容，有人说赵英
俊全程直视镜头，这是怎样一种勇气！

我之前并没有太多关注赵英俊，看到
刷屏的纪念，才知道我平常爱听常哼的好
多歌，《大王叫我来巡山》《送你一朵小红
花》《女儿国》《都选 C》，都是他的作

品。好歌手、好音乐人其实跟好记者一
样，都是先让人记住作品，作品脍炙人
口，再滋养和带红作品背后的人。很多人
都哼着他的作品，未必知道作者是谁，总
比名字经常上热搜，却不知道有什么作品
要好。正值创作盛年，却英年早逝，让人
悲伤。

一个人英年早逝，最不缺乏的就是
“一定要保重身体”“珍惜生命”之类感
慨。我不太喜欢这种感慨，不要急于这时
拿别人的死亡当“案例说教”“生命警
示”，你怎么知道别人去世是因为“不注
重身体健康”？这种即时的感慨不是真正
感悟什么，不过是对死亡恐惧的折射。靠
别人的死亡吓出来的“健康观”，脆弱又
易忘，不堪一击，经不起一次诱惑很快恢
复原样。与其讨论这些作为“正确废话”

的健康观，不如去看看他的告别视频，读
读他的遗书，从一份临终告白中，感受一
种我们既陌生又讳言的死亡观。

这份遗书太珍贵了，跟赵英俊那些优
秀的作品一样宝贵，微博说“这是他留给
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篇小作文”。很少有人
能这样直面死亡，一般人面对癌症如此强
大的敌人时，早被死亡的恐惧所支配，哪
有心境写出这样站在另一个世界与生者对
话的冷静文字。不长的文字里，除了写着
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对世界无比的眷恋外，
还记录着他的死亡观：当死亡变得不可避
免时，应该以怎样一种态度去看待？一个
人死去，怎样才能让世人不那么快把自己
遗忘？为了在面临这种死亡时不留遗憾，
一生应该怎样去度过？

当死亡无可避免时，应该怎样看待？

赵英俊遗书告诉我们的态度是，勇敢地面
对这种“必然性”。可想而知，当他刚听
到自己所得之病，被绝症宣判了“死刑”
时，一定也非常恐惧和绝望。也可想而
知，经过怎样痛苦的心理建设，克服了多
少恐惧，迈过了多少障碍，才勇敢地写下
这份离开之后对世界的告白，坦然地阐释
对死亡的态度。他留给世界的背影，跟他
作品中所传递的形象是一致的，真诚、自
由、洒脱、幽默、深情，也符合他天生的
喜剧长相。

我 们 无 法 改 变 死 亡 这 样 的 “ 必 然
性”，只能改变自己对它的态度，用自由
的灵魂去面对它的重击。就像他所写：别
搞得黑黑白白，哭哭啼啼的，用你们的狂
欢送我最后一程。一边忍着巨痛，克服着
死亡恐惧，一边努力给世人留下一个乐观

的形象，背后是强大生命意志的支撑。
赵英俊在遗书中回顾了自己 43 年短

暂人生的精彩，说了很多遗憾：对父母的
亏欠，我还没娶我爱的人为妻，还没有生
一个孩子，还没带爸妈去海边冲浪，还没
去鸟巢开演唱会，还没当电影导演——这
些遗憾告诉生者，珍惜自己的时间，不要
犹豫，不要挥霍，赶紧去做那些生命中最
重要、不可缺少的事，不要让自己在绝望
的时候有这么多遗憾。我们常陷于应对日
常的重复和琐碎之中，不知道什么对自己
最重要，总觉得时间是无限的，会有时间
的，会有时间的，可是⋯⋯

生存的价值就在于，时间是有限的，
总会有某个时候到来。你永远不知道意外
和明天哪个先到来，去主导自己的时间，
而不要在某个时间终点再去衡量重要性。

如果生命再来一次？没有如果，重要的
事，所爱的人，没有辜负，便不会有太多
的遗憾。

害怕很快从世界完全消失，很快被世
界遗忘，是死亡恐惧的重要来源。赵英俊
在遗书中说，希望你们别那么快将我遗
忘，只要还有人记得我，记得我的歌声，
我可能就还在某个角落，陪伴着你们。我
从小就喜欢下雨，若某个傍晚暴雨狂风，
便是我来看你——赵英俊这个名字会被人
记住，因为他留下很多被传唱的经典作
品。人的身体很快灰飞烟灭，只有你的
工作和作品与那些永恒的价值相关，你
所从事的事业与那些人性追求的普遍价
值有了联系，你才能在逝去后被人记
住。他在告别视频中也谈了这一点：一
个人的死亡并不是从这个世界离开，而是
被这个世界遗忘。

音乐中包含着这样的永恒价值与普遍
人性，就像那首绝唱 《送你一朵小红花》
中所蕴藏的。有人说，赵英俊去世后，才
真的听懂了 《送你一朵小红花》。被人
懂，被人爱，被人传唱，被人记住，这一
生，就没白来。

从一份遗书和告别视频中读到的死亡观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 磊
通讯员 杨穆龙

宿 管 阿 姨 谢 东 红 对 858 名 学 生 的 关

爱，分散在 365 天的每一件不起眼小事里。

她为同学们收被子、缝衣服、热饭菜，

学生晒床单时，她会走过去，帮忙拧水。她

从家里带来一个工具箱，里面有针线包、篮

球打气筒、自行车气针、大号晒衣夹、小夹

子、螺丝刀等，同学们有需要随时来拿。她

甚至准备了一副拐杖，有同学打球扭了脚

或是不小心受了伤，它就派上了用场。

谢东红发现有学生放假前，把厚重的

棉 花 被 快 递 回 家 清 洗 。“ 父 母 挣 钱 不 容 易

呀，运费不便宜哦。”她将棉花被芯掏出来，

把被套洗好、晒好，再将被子装好，等学生

放假回来直接领取。

学生王天宝有一次参加活动借了套西

服，西服裤子有些长，谢阿姨得知后用胶带

把裤脚粘起来，在不破坏原样情况下，把西

裤“缝”好了。第二天王天宝回宿舍时，谢阿

姨又主动来问裤子是否得体、合身。“阿姨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会持续关心你，在不

经意间用言行温暖你，就像是一位妈妈在

爱护着她的孩子。”

还有一次，一个学生将钱包忘记在共

享单车车篮中。谢阿姨拿出宿舍楼登记名

单，对 着 钱 包 中 身 份 证 上 的 名 字 ，一 个 个

查，终于查到失主。

谢东红觉得，现在很多孩子不够独立，

离开父母在外求学，自己想成为他们的知

心朋友，就主动去观察孩子们。

发现有同学情绪不对，她会主动给对方

倒一杯热水，聊几句家常，让对方平静下来。

“我想成为一名‘万能阿姨’，只要同学们来找

我，我都希望能够帮上忙，帮他们解决问题。”

“ 你 对 学 生 付 出 真 心 ，他 们 也 会 对 你

好。有时候下小雨，我在门口扫地，会有学

生帮我撑伞，我心里暖暖的。”谢东红说。

这是谢东红的第二次退休。她从芜湖

市公交公司后勤岗位退休后，到安徽师范

大学担任宿舍管理员。工作 6 年，她从没和

同学发生过口角或不愉快的事，被很多男

生亲切地称作“芜湖妈妈”。

3 月 28 日，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48
栋宿舍楼一楼大厅，自发的“欢送仪式”从

早上持续到晚间。宿舍一楼的服务台桌面

乃 至 空 地 上，摆 满 了 学 生 送 来 的 鲜 花、牛

奶、水果、零食、蛋糕。

“能不能等我毕业再走”“您退休计划

还可以改吗”“今天是我的生日，特意给

您带了一块蛋糕”⋯⋯400 多名学生陆续

前来与宿管阿姨谢东红道别，相互拥抱、

合影留念，还有学生

把自己的女朋友都带

来了。

谢 东 红 走 之 前 ，

反复叮嘱接替自己的

宿管阿姨说：“只要孩

子 们 开 口 ，我 们 就 要

想办法办到！”

安徽师

大

：四百多名男生

自发欢送

﹃
万能

阿姨

﹄

4 月 2 日，人们在成都市烈士陵园缅怀革命英烈。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指战员在成都市烈

士陵园举行悼念追思活动，深切缅怀长眠在这里的革命先烈和四川木里救火勇士，成都各界干

部群众也前来参加祭扫活动。 程雪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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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 心

暖 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吴晓东

已经萎缩的左臂藏在米色外套里，袖

管看上去有些空旷，没有知觉的左手无力

地垂在座椅扶手上，身体却透着挺拔。坐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对面，蔡磊最有感染力

的，是坦诚的微笑和自信的目光。

被确诊渐冻症一年多，几个月前，他的

右臂也有了左臂一开始的感觉。他不知道

留给他的时间还剩多少，但一个愿望却越

来越强烈：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和病魔抗争。

43 岁 的 蔡 磊 身 上 有 一 连 串 代 表 成 功

的标签：京东集团副总裁、“互联网+财

税”联盟会长、中国电子发票推动者、改

革 开 放 40 周 年 “ 中 国 改 革 贡 献 人

物”⋯⋯直到成为渐冻症患者，他的人生

目标开始转向，他要跟时间赛跑，用尽自

己的全部能量为这种“无药可救”的疾病

找到救命药，为自己、也为帮助更多的病

友摆脱病痛，寻找一分生的希望。

渐 冻 症 又 称 ALS （肌 萎 缩 侧 索 硬

化） ／MND （运动神经元病），位列世界

五大绝症的首位，排在艾滋病、白血病、

癌症、类风湿之前，而症状只是“逐渐肌

肉萎缩”——轻描淡写的 6 个字背后，是

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和痛苦，甚至是对人

性的考验。

蔡磊说：“同样是绝症，后面那几种

慢 慢 都 有 了 一 些 治 疗 方 法 ， 包 括 免 疫 治

疗，一些先进药物的治疗，至少给一部分

患者带来生存希望。而运动神经元病全世

界至今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几十年没

有任何重大的药物突破，这才是这个病最

残酷的地方。”

像大多数渐冻症患者一样，蔡磊经历

了艰难的确诊过程，前后历时近一年，这

也是这种病的一个特殊性。

2018 年 8 月，忙碌中的蔡磊第一次发

现左小臂持续有肉跳，一开始也没在意，

以为是工作压力大的身体反应，打算像之

前对付偏头痛一样，歇歇就好了，直到症状

持续半年后才不得不去了医院。从 2019 年

年初开始，北京的协和医院、宣武医院、天

坛医院，跑了个遍，做过各种检查之后，专

家含蓄地建议他去北医三院看看，说如果

能排除运动神经元病就没事儿。

“其实那时候我的肌肉已经开始萎缩

了，可还在问医生，运动神经元病，那是

个啥？”蔡磊遭遇了生命里最沉重的一次

打击。

在 北 医 三 院 ， 蔡 磊 住 了 4 个 星 期 ，

“ 主 要 任 务 不 是 治 疗 ， 也 没 有 治 疗 方 法 ，

就是全面进行检查、排查，最终确诊。”

蔡磊清晰地记得确诊时和医生对话的

每一个细节。“很不幸，都排除了，只有

这一种的可能性。”医生的坦率给蔡磊的

第 一 感 觉 是 不 真 实 ， 他 甚 至 开 玩 笑 地 反

问：“难道我就快死了？”

在同事朋友眼里，蔡磊是个超级抗压

的工作狂。加盟京东近 10 年，几乎没休

过一天年假，前 3 年基本没回过自己房子

住，生病前的六七年没跑过医院。蔡磊也

自以为年轻力壮百病不侵，直到那一天，

“痛苦、绝望，为什么是我？大脑嗡地一

声，差点站不起来了！”

蔡磊连续一周吃不下饭，半年睡不好

觉，勉强睡着了，后半夜也要醒四五次，

“ 在 绝 症 的 阴 影 下 ， 所 有 安 慰 都 失 去 作

用，只有在工作和与人交流时，才能暂时

忘了身体的病痛，一旦躺下，潜意识中的

绝望和焦虑马上就来了”。

同期入院的病友中，除了蔡磊，全部

瘫痪，几乎都不能说话。而再前面一批住

院的病友，已经有 1/3 死亡。更为残酷的

是，患病之后，中国患者的存活时间平均

只有两年。

随着病友一个又一个离去，蔡磊反而慢

慢变得坦然：“死亡成为常态，习惯了。”一年

前他已经做好准备，面对现实，接受死亡。

在住院排查时，需要检查恶性肿瘤致

病的可能，蔡磊有一项指标呈弱阳性，尽

管 这 同 样 意 味 着 绝 症 ， 但 毕 竟 有 治 疗 手

段，“全世界恐怕只有一个群体会为得了

恶性肿瘤而开心吧”。当时病房病友为他

欢呼雀跃的场景，对蔡磊触动很大，“即

使身临死亡的深渊，但他们为身边的朋友

存有被拯救的机会而开心”。

一位大姐甚至多次主动申请做活体解

剖研究病因。她对蔡磊说，你们还年轻，

是社会的栋梁，我已经子孙满堂，此生无

憾了。

病友们的善良和无助，激励着蔡磊从

绝望中爬起来，他要和时间赛跑，和病症

对抗，他要帮助渐冻症病友，在绝望中寻

找希望，创造生命的奇迹。

“神经系统疾病，是人类最难攻克的

疾病。病因不明，怎么去搞药物研发？仅

凭 着 多 种 假 想 去 研 发 ， 很 多 药 都 折 在 一

期、二期、三期了。”蔡磊说，目前世界

上只有一款口服药物，平均也只能延长生

命 3 个月左右，价格不菲，医保条件很好

的 北 京 也 只 能 报 销 50％ ， 很 多 病 人 只 能

放弃治疗。

住院的那段日子，蔡磊认识了不少病

友，也加入了多个病友群。现在，他手机

里 的 微 信 病 友 群 已 经 十 几 个 ， 一 共 数 千

人。死亡，曾经那么遥不可及，现在却是

病友们的日常话题。

一位病友对蔡磊说，自己想死，但农

药放到面前，自己都喝不了，想咬舌自尽

也咬不动，希望安乐死，但是中国法律不

允许。

随着病情的加剧，每一秒对他们都是

煎熬。能痛快地死去，对渐冻症患者，是

一种解脱，对其家人也是一种解脱。

持续的多种药物试验让蔡磊真实感受

到了死亡的逼近。有一次腰椎穿刺术碰到

神经了，整个屁股、腿、脚，持续麻痛。那一

刻，他想到死，“如果让我每天忍受 3 小时

和死亡之间作出选择，我选择后者”。

更多时候，蔡磊开始重新感受和珍惜

生 命 。 站 在 病 房 的 窗 口 向 下 看 ， 人 来 人

往，捡垃圾的老奶奶，拄着拐的残疾人都

是他羡慕的对象。

“ 我 既 然 还 有 时 间 ， 就 应 该 做 点 事 。

如果我这个病人都不做，更没有人能做，

所有的病人和家属无比悲惨，他们身体、

家庭、经济陷入绝境，多数没有太大社会

影 响 力 ， 也 没 有 钱 ， 没 有 资 源 。” 蔡 磊

说，也许这就是自己被赋予的使命。

在和医生们的交流中，蔡磊了解到，很

多医生一辈子也见不到几个渐冻症病人，

加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症的特效药，最

终救不活一个病人，他们会感觉没有成就

感，不愿意一辈子去钻研一个罕见病。

即使作为中国 ALS 研究最权威的医院

之一，北医三院所掌握的 3000 多个病例

也只是冰山一角。“有统计，国内每年新

增病例 2.6 万人或更多，10 年就是近 30 万

人 。 实 际 上 很 多 农 村 病 人 没 确 诊 就 去 世

了，这些人肯定不在医保数据之中。”

为了让更多的病友被看见，被救治，

蔡磊开始和时间赛跑。

建立罕见病患者科研大数据平台，打

通患者、医生、医院、药企之间的阻隔；

成立生物科技公司，筹集资金推动科学家

团队、医院和医学家做前沿药物研发；搭

建生物实验室，多次以身试药，加快推动

罕见病药物的临床试验，他甚至还想成立

个公益基金会。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全

力助推渐冻症有效药物的研发，“能早一

天，就不要晚一天，每天都有大量的病人

在死亡”。

这次创业，蔡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

战，“去筹资融资的时候，回来累到话都

说不出来。几十年没有任何突破的领域，

大家都不看好。谈 100 个人，也许只有三

四个有意向，最终只有一个给我钱”。

“ 一 款 药 物 的 研 发 起 步 就 是 几 亿 元 ，

药企都愿意做常见病的药，比如糖尿病 1
亿人，一人挣 100 元，就是 100 亿元。”蔡

磊说，和渐冻症同为重大神经退行性疾病

的帕金森病、阿尔兹海默症，病程长、不

致 命 ， 还 有 一 些 药 物 和 办 法 去 治 疗 或 缓

解，但是 ALS 没有。

为了说服药企研制相关药物，蔡磊给

药企详细算了笔经济账：运动神经元病，

中国每年新增患者 2 万至 3 万人，发病人

群大多在 40 岁至 60 岁，都是家庭和社会

的中坚力量，为了治病，投入会非常大。

“ 任 何 一 种 药 物 也 救 不 了 100%的 病

人，但我尽最大努力。人最有意义的就是

要 对 社 会 有 价 值 ， 这 也 是 我 一 直 的 价 值

观。”当被宣布生命进入倒计时，蔡磊更

不舍得浪费时间。搭建团队，建立联系，

建立信任，整合资源，他似乎又找到了之

前对待工作“拼命三郎”的快感。而他的

战斗力也在一点一滴感染着群里的病友，

让更多人重燃生命的希望。

有朋友安慰蔡磊，看你状态挺好的，5
年到 8 年你没事，等那时候，药就出来了。

他苦笑着回应：“谢谢，我也这么认为。”但

他心里非常清楚，以现在药物研发的效率

和进度，5 年到 8 年，自己包括现在活着的

病友们 90%全都会死亡，即使等到也没有

意义，因为病情不可逆，全身瘫痪、无法说

话、无法吞咽、无法呼吸的状态，极少人能

撑下去。

“得了这个病，谈恋爱的几乎全部分手；

结婚的，家庭多数难以支撑。”得知自己身患

最残酷的绝症，蔡磊第一反应就是离婚。

“这个病致残率百分之百，自己不能继

续工作，也就没有收入，随着病情恶化，穿

不了衣，吃不了饭，说不了话，最后呼吸都

需要借助呼吸机或直接气切，随时可能死

亡，需要 24 小时护理，家人辞掉工作也照

顾不过来，还要请保姆，护理设备也很贵，

整个家庭都会陷入绝望。”他不想让妻子承

受这些，他想保持最后的尊严，“我不想考

验人性，对谁都好”。而妻子坚定地拒绝了

他的离婚请求。

被确诊的时候，孩子才出生几个月，对

蔡磊来说，最揪心和痛苦的是，孩子将来不

会记得父亲的模样。现在他已经不方便打

字了，给孩子留下不了多少文字的东西，或

许是此生最大的遗憾。

疾病不等人。一年前住院确诊时，蔡磊

身体还基本正常。几个月前，除了肌肉力量

下降，他的右臂和右手都还没发现问题，而

现 在，已 经 不 能 自 己 穿 衣 服 了 ，吃 饭 用 筷

子，稍微重一些的东西也夹不上来。他开玩

笑说，等我右手也不行了，就没法出门了，

“我上不了卫生间啊！”

对 自 己 的 病 情 ，蔡 磊 太 清 楚 了 。从

2020 年年底开始，右手肌肉也开始萎缩 。

左手指早已抬不起来，力量为零，按照左手

左臂的发展经验，很快右手就要不行了。

一年多来，蔡磊一直坚持“以身试药”，

国内外的药物、实验室的药物、包括各种偏

方和保健品、针灸、中药、自然疗法、气功、

干细胞、基因疗法等都去尝试，各种期待经

常瞬间降到谷底，“这就是现状，现在所有

药物最多也只是在微弱地延缓病情。到今

天为止，我已经看到了成效，经过自己一年

多的极速奔跑，不断沟通，很多科学家和药

企开始更多关注这个病，已经有不少人愿

意投钱支持研发。我非常有信心把这件事

干成”。

“ 绝 症 一 半 是 被 饿 死 ， 一 半 是 被 吓

死，我不会，我坦然面对死亡。在没有希

望的时候我依然能够看到希望。”蔡磊的

时 间 太 紧 张 了 ， 一

天 恨 不 得 掰 成 八 瓣

过 ，“ 也 许 在 药 物 出

来 的 黎 明 之 前 我 倒

下 了 ， 可 是 在 加 速

自己病情和推动药物

研发之间，我愿意赌

一把”。

点亮渐冻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