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洁 张静 罗授莲 记者 马冰璐

从20岁开始学习太极拳，合肥市蜀山区汉嘉社区
的77岁太极拳“高手”张正荣已坚持练习太极拳57
年，多年来，他先后义务教授上千人学习太极拳，大伙
都亲切地称呼他“张老师”。

患上神经衰弱，开始学习太极拳
77 岁的张大爷与太极拳结缘于 20 岁那年，那一

年，他来到合肥锻压机床厂担任技术员，由于工作压力
大、过度劳累，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四处寻医问
药，但收效甚微。”对此，他苦恼不已，后来，在医生的建
议下，他开始学习太极拳。

“我的第一位老师是医院的一位护士。”张大爷
跟着她学会了太极拳的基本套路，为了能练好太极

拳，每到周末，他便前往包河公园、逍遥津公园等地，
寻找打太极拳的人，“别人打太极拳，我就在旁边细
心观察。”张大爷说，有时候，他还会上前虚心请教、
学习。

通过勤学苦练，张大爷渐渐掌握了太极拳的要领，
并惊喜地发现，自己练了太极拳后，身体状况有所改
善，“身体更加结实了。”对此，他感到十分高兴，而困扰
他许久的神经衰弱也好转了。

坚持练习太极拳57年
57年来，张大爷每天都会练习打太极拳，从不间断，

“遇到雨雪天，我就在室内练习。”就连在外地出差，他也
雷打不动坚持练习，“没退休前，每次去外地出差时，我一
放下行李，便开始找适合晨练的地方。”他自豪地表示，如
果接连练上两三天，便会有晨练者跑来向他请教、学习
打太极拳。

有时候，他还会拜访当地的太极拳名家，以武会

友，“多与名家交流，可以取长补短，博采众家之长。”张
大爷说，在坚持打太极拳的过程中，他还有了一个“意
外收获”，“通过太极拳，交了很多朋友。”

义务教授上千人学习太极拳
多年来，热心的张大爷还先后收了28个徒弟，并毫

无保留地向他们传授太极拳。 除了收徒授学，这些年
来，他还义务教授上千人学习太极拳，既有同事、朋友，
也有附近居民和慕名而来的陌生人。

如今，每天早上 7 点，他都会在自家楼下，带着 20
余位太极拳爱好者一起打太极拳，“只要愿意学，我就
愿意教。”此外，他还经常应邀去外地授课，“广州、十
堰、安庆、铜陵……我都去过。”

作为辖区西园街道老年人体育协会的会员，从去
年 3 月开始，张大爷每周特地抽出两个傍晚的时间，教
授辖区的居民学习太极拳，尽管离家较远，要转好几趟
车，但他仍然乐此不疲，风雨无阻。

两个儿子相继瘫痪
郝家兵没有一技之长，日常家里就靠种地、

养猪为生，日子过得不宽裕。
1992 年，妻子为郝家兵生了一个儿子，从

此，生活发生巨变。据郝家兵介绍说，大儿子郝
亮刚生下来时，白胖，可爱。可没想到，到了该会
站立、行走的年龄，却怎么也站不起来，更不用说
迈步走路。郝家兵背着孩子去医院诊治，经检
查，儿子得的是肌营养不良症。

“医生说这是一种世界性疑难病，他们治不
好。”郝家兵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变卖家里值钱的
东西，背着儿子到处求医，可花光了钱却没有一
点效果，眼睁睁地看着孩子瘫痪在床束手无策。
2003 年，郝家兵的第二个儿子郝宏凯出生了。
但不幸的是，小宏凯到了六岁即将上小学时，走
路总是没劲，读到六年级的时候，小宏凯已经发

展到不能独立行走，得靠妈妈背着去上学。
“难道老二也得了老大那种病？”郝家兵实在

不敢往下想，但又不得不面对现实。

背着儿子辗转求医
“如果不给孩子治疗，他们一辈子就遭罪

了。”虽然上有七八十岁多病的父母，下有两个患
病的孩子，家中经济比较困难，但郝家兵打定主
意要给孩子治病。

见家境每况愈下，大儿子提出放弃治疗，这
让郝家兵夫妇惭愧不已。

“大儿子虽然站不起来，但脑子很聪明，很理
解家里的难处，他说先给弟弟看病。”日前，在接
受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采访时，47岁的郝
家兵显得十分自责。

由于经济拮据，夫妻俩不得不听从大儿子的
建议。从去年开始，郝家兵背着小儿子踏上四处
求医的艰难历程。

在省城合肥的一所大医院，郝家兵最不愿意
听到的诊断结果出来了：小儿子得的也是肌营养
不良症。一段时间治疗后，见效果不明显，郝家
兵只好又背着儿子上南京、下上海、去北京，找著
名医院求治，但中药、西药都用过了，孩子的病并
没有改善，最后竟发展到手也一点劲儿没有，只
有靠他人帮忙提着才能摆放在桌上。

儿子终于站起来了
今年 3 月，郝家兵从一则电视报道中得知，

江西省新余市一位因肌营养不良症而瘫痪的患
者邹某，在河北以岭医院治疗后已能独立行走
10 米。像在黑暗中看到光明，郝家兵立即背着
孩子来到河北求治。

经检查，小宏凯的四肢肌力只有二级多一
点，连正常人的一半都不到。根据病情，专家组
为其制定了以中医为主的个体化治疗方案。可
喜的是，治疗逐渐起了效果。1 个月后，小宏凯
已能在父亲的帮扶下，迈步行走；到第 50 天，已
能独立行走上百米。第51天，顺利出院。

“据医学专家介绍，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进
行性慢性疾病，宏凯经过治疗病情能够发生这样
的逆转，是个奇迹。”郝家兵告诉记者，坚持有了
成效，非常欣慰。目前小儿子已经出院在家，平
常在家人帮助下锻炼、康复。

“宏凯治疗花了五六万，希望他能早日穿上
鞋子，自己走路上学。”采访的最后，郝家兵说出
了心里话，“再困难，我都不会放弃两个儿子，下
一步，我们攒点钱，再带大儿子去看病，希望他也
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星报讯（石慧 牛红磊 吕子娟 记者 祁琳 文/图） 说声
“谢谢”，对于这样简答的一句话，46 岁的许莉却非常艰
难，说不出来，只能双手合十，一个表达谢谢的动作。对于
74岁的母亲宋在珍来说，这也是用了无数个日夜才让她学
会的。昨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来到合肥瑶海区
铁路二村这母女俩的住处。

宋在珍满头银发，身体还算硬朗，屋子被收拾得井井
有条。许莉在家中排行最小，从小就得到父母的无限疼
爱，可是，在许莉三个月的时候，宋在珍发现女儿的头没法
竖起来，到了一周岁，则不会走不会站，跟别的孩子不同，
带去南京检查，得到的却是先天性智残的结果。

“当时大家都劝我不要了，劝我放弃带这个孩子，可是
实在是舍不得啊。”说起往事，宋在珍止不住地流泪。“住平
房时，炉子就放在中间走廊里，孩子玩，她的屁股撞到了炉
子上，没法躺着睡觉，我就让她趴在我腿上睡。”

小时候许莉还喜欢往外跑，宋在珍也放心她在院子里
玩，也多亏了老邻居的照顾，不过，1984年开始，一家搬到
了现在的住处，从那之后，许莉便不爱出门了。作为妈妈，
宋在珍非常矛盾，一方面，想孩子出去，一方面又怕孩子有
危险。

许莉不会说话，不能跟妈妈交流，平时在家，喜欢叠袋
子，收拾衣服，在她的小屋子里，床边放着一个个袋子，里
面都装着她叠好的衣服，说起照顾女儿的艰辛，一次又一
次的重复教育，一次又一次的用自己瘦弱的身体帮助女
儿，对于这些，宋在珍只说没什么，不过也有让她很欣慰的
事情，“有次半夜打雷，她突然跑到这边房间里紧紧抱着
我，那一刻，我觉得，还好没放弃她。”

宋在珍告诉大家，她帮助女儿办理了遗体捐赠，“因为
个人原因，我们没有对社会作出贡献，希望捐献遗体给社
会，也算是我们的一份贡献。”

郝家兵和两个儿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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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恬逸自足者，为得安乐本。

——《尊生八笺》”
健康快乐周刊

父爱，创造生命奇迹
怀宁好父亲让瘫痪儿子站起来了！

□星级记者 刘海泉 文/图

他只是一名靠种地、养猪为生的农民，却有
着山一样的坚定信念；他看上去身心疲惫，却一
直是儿子生命中最强大的靠山。

安庆市怀宁县雷埠乡曙光村农民郝家兵，多
年来，背着因肌肉萎缩瘫痪的儿子，抱着一线希望，
四处辗转求医，感动了很多人，堪称安徽模范父
亲。令人欣慰的是，如今他瘫痪多年的儿子经河北
一家医院治疗后，已能行走百米，创造生命奇迹。

七旬母亲为智障女儿
办理遗体捐赠

风雨无阻，坚持练习太极拳57年

77岁“太极高手”义务授拳弟子上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