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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祸致瘫全靠母亲照顾
2007 年，喜欢唱歌、打球的曲原才 18

岁，还有两年就要从医药大专毕业，不想遭
遇飞来横祸。当年的10月 7日晚，刚从出
租车上下来的他，被一辆急速驶来的肇事
车撞飞，导致高位截瘫，颈部以下没有任何
知觉，大部分时间只能平躺在床上。

“每个关节每处肌肉都要帮他活动，这
样才能促进血液循环。”母亲张荣玲每天都
要给儿子进行3次全身按摩，每次至少30
分钟。虽然常年按摩导致手变形，但正是
17年的坚持，儿子没得过褥疮。下肢虽然
没知觉，但因血液流通顺畅，没有变形，身
体各部分肌肉也没有萎缩。

张荣玲每天都要把儿子背下床，每次都
是先把他挪到床边，将上半身拉起来，再弯
下腰让他靠到自己的肩膀上，接着用双手
抱着他，挪到轮椅上……曲原身高1米83，
体重170斤，而张荣玲体重不到130斤，每
次把儿子背下床或是从轮椅上背上床，张

荣玲都累得一身汗，歇半天都缓不过来
气。“一天要好几次，全靠巧劲，年龄再大点
真吃不消了……”

娘俩靠张荣玲的退休金生活
张荣玲是一个很要强的人，结婚第 3

年，因为一些原因离了婚，之后一个人照顾
儿子。接送儿子上下学、教育儿子学习
……她把全部精力都扑在儿子身上。“他就
是我的精神支柱，我的全部希望都在他身
上。”

曲原遭遇车祸后，张荣玲几度崩溃。
“我当时没法接受这个事实，想过一死了
之，我的全部希望破灭了。”张荣玲说，儿子
出事后，她的头发一个星期就白了，几天瘦
了十几斤。孩子爸爸刚开始还帮忙照顾一
下，后来就再没过问，全靠她一个人照顾。

2012 年、2013 年，张荣玲先后两次用
轮椅推着儿子到上海、北京求医。“我一个
人带着孩子去外地看病真的十分艰难，有
一次出站台时，因为要下台阶，没有控制好

轮椅，曲原从轮椅上直接摔了下去，我一个
人根本弄不动他，最后多亏别人帮忙，才把
他扶上轮椅。”张荣玲说。

为了照顾儿子，张荣玲在45岁时就办
理了内退手续，每天围着儿子忙前忙后。
现在正式退休了，每月4000多元的退休金
成了母子俩唯一的生活来源。

帮助儿子圆了音乐梦想
从18岁到35岁，曲原躺着的这17年，

唯一的爱好就是唱歌。
2007年，曲原在医院抢救时，为了保住

他的命，医生建议切气管后用呼吸机辅助
治疗，但张荣玲知道切开气管儿子就再也
不能唱歌了，果断决定保住儿子的气管。

让曲原坚持唱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瘫
痪病人肺部机能会受到影响，张荣玲希望
儿子能靠唱歌锻炼肺部机能。儿子刚出院
时呼吸困难，张荣玲就推着轮椅带他去
KTV唱歌练肺活量。“刚开始我一唱歌就发
烧晕眩，特别难受，但在妈妈的鼓励和照顾

下，我的身体慢慢有了好转。回想起来，这
个过程真是漫长又艰难。”曲原说。

在公益组织的帮助下，2015年的青年
节，曲原在家中举办“曲原个人演唱会”，来
自徐州市慈善总会的 30多名义工到场助
阵。彭城公益电影制作人曹阳与摄制团队
来到现场，邀请他参加同年5月8日的彭城
公益电影启动仪式。当天现场，曲原演唱
了影片主题曲《最爱》。

因为媒体的报道，有好心市民把曲原引
荐给一名音乐老师，曲原每周都去上课，进
步也很快。2018年他坐着轮椅参加了音乐
选秀节目“中国新歌声”，不仅成功晋级，还
拿到徐州赛区“十佳歌手”的称号。

17年时光，是母亲的陪伴与关怀让曲
原重新振作，日益坚强。“这么多年一直都
是母亲照顾着我，她在我最低谷的时候帮
助我走出阴霾，她一直坚信有一天我身上
能出现奇迹，我还能站起来。”曲原说。如
今，母亲张荣玲带着他加入公益组织，希望
用自己微薄的力量，为社会奉献爱心。

纯手工制作微缩瓷器，能当
摆设能使用

郭晨超和陶湘琦都是景德镇陶瓷大学
2011届陶瓷艺术专业学生，一直在上海工
作生活。2021年女儿1岁时，二人决定到
陶湘琦的家乡常州经开区横林镇创业。

陶湘琦有一颗“少女心”，喜欢娃娃，接
触过BJD（球形关节人偶）。BJD爱好者不
仅会为人偶订购各式衣服，还会定制迷你
的家具、摆件，进行布景。这一现象风靡日
本和欧美，但在国内却一度冷门。夫妻俩

“脑子一热”，踏上转型之路。今年年初，他
们开始做给娃娃“用”的微缩瓷器。

郭晨超向现代快报记者介绍，他们做
的微缩瓷器最小的直径1厘米，都是1：1还
原物件，大小是原件的1/6。

“目前做的主要有两类，摆件类的有花
瓶、罐子等，生活类的有盘子、碗、茶壶、咖

啡壶等。虽然是微缩的，但都是无毒无害
可以正常使用，茶壶能出水，盘子能装菜，
我们自主研制的‘百花不落地’青花瓷罐能
插小花。”郭晨超说，买家一般会用来布置
微缩场景。

反复烧制5遍以上，每件作
品都是“唯一”

“你看，这个青花瓷盘子的边缘有小气
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交了不少学费。”
郭晨超说，他把所有能买到的同款釉都试
了一遍，结果不理想，后来陶湘琦提议去景
德镇咨询，他俩还问遍在景德镇工作的同
学。“每个人都给了方法，每种方法都不一
样，我都试了一遍，最终发现是喷釉和烧制
时间的问题，再一点点调整，最终呈现出比
较完美的成品。”

不仅如此，根据订单要求，有的瓷器需
要绘制图案，用到的颜色较多，要反复烧制

5遍以上。微缩瓷器一般只有 0.5～0.7 毫
米厚，与普通的比，制作时更容易破损，对
技术和耐心的要求都很高。但对郭晨超和
陶湘琦而言，享受每一件瓷器的制作过程
似乎更重要。“从拉坯到烧制、上色，每一步
都是手工制作。”郭晨超拿出一个成品碟
子，对准光源，薄薄的碟子能透出光来。

郭晨超会结合客户的需求，制作不同
类型的作品，每个类别往往只做一两件，回
购率很高。后来他还开始尝试“坑烧”，将
麻绳、香蕉皮等一起和作品烧制。那些有
机物燃烧后的痕迹与器具融合，形成唯一
的作品。海外客户很喜欢“坑烧”作品，最
近瑞典的一名买家刚购入一套9件，用作家
中装饰。

让更多人沉浸式体验传统文
化的魅力

由于制作工艺复杂、报废率高，微缩

瓷器的市场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工作室的
微缩瓷器依据不同款式，价格基本在几十
元至数百元不等，这也为夫妻二人招来不
少非议。“很多人觉得小小的一个物件，怎
么价格这么高。”陶湘琦告诉现代快报记
者。

创业过程中，一些人也不看好他们，认
为微缩瓷器和人偶周边都太小众，而他俩
做的是小众中的小众，前景不乐观，劝说他
俩放弃。而一直“跟着感觉走”的夫妻俩，
却因为直播间里大家关于情绪价值的讨论
坚持了下来。

随着两人的名气逐渐打开，不少顾客
慕名而来，甚至有了来自马来西亚、瑞典的
线上订单，直播间的成交额从第一场的700
元涨到如今的2000多元。“我们有很多老
客户，回购率很高。”郭晨超说，他想把工作
室打造成陶瓷制作共享中心，汇聚热爱陶
艺的人们，让来这儿的人能沉浸式体验传
统文化的魅力。

17年日夜照顾

这位母亲助瘫痪儿子圆音乐梦
今年 35 岁的曲原，18

岁时因车祸瘫痪，此后每天
的一日三餐、刷牙、洗脸等
都由母亲张荣玲照顾着。
17年来，母亲不仅为曲原撑
起一片天，更是鼓励他勇敢
追梦。在母亲的支持下，曲
原获得“中国新歌声”徐州
赛区“十佳歌手”称号。

通讯员 张景良 秦媛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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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夫妻打造指尖上的瓷器世界
一度不被看好，如今订单最远来自瑞典

比指甲盖还小的盘子，放
在指尖的果盘，花生米大小的
茶壶竟能倒出茶水……在常州
经开区横林镇，“藏”着一家微
缩瓷器制作工坊，这里出品的
瓷器都只有正常物件的1/6大
小，小巧玲珑十分可爱。经营
这家工坊的是一对年轻的小夫
妻，他们做出的拇指大小的微
缩瓷器，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
的，受到人们的喜爱。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陆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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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原进入“中国新歌声”徐州赛区十强张荣玲给儿子洗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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