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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对我们兄妹从没放松过
教育，母亲除了照顾好父亲，再忙
再累也不忘关心我们的学业，并引
导我们如何做人。 父亲的自强不
息，也感染了我们。”曾令超儿子曾
洪波如是说。

曾洪波获得过法律硕士学位，
现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公务员。先
后在法院，县政府法制办，高桥镇
人大工作。工作主动积极，任劳任
怨。通过司法资格考试，担任过民
一庭副庭长，金峰法庭庭长，获得
邵阳市青年岗位能手，邵阳市优秀
法官。多次受县政府嘉奖，受到政
法委、县人大奖励。

曾令超女儿曾洪晖，现为县司
法局法制宣传教育股股长，工作兢
兢业业，年年评为先进个人，多次
受到县人民政府嘉奖，三次被县人
民政府记三等功，今年被评为全省
“六五”普法依法治理先进工作者。
曾令超还充满了爱心，尽力去帮助
那些弱势群体。湘潭市残联副主席
吴斌， 在他人生最无助的时候，是
曾令超伸出友爱之手关怀他，像个
大哥哥样经常嘘寒问暖。在他的鼓
励下，他学会了按摩。二十多年的
拼搏， 他成了远近闻名的按摩师，
拥有了自己的产业链和一个幸福
美满的家庭。

“没有曾老师，就没有我的今
天。” 新宁籍在长沙一家企业任高
管的江世军先生逢人就说曾令超
的好。 他曾因刑事犯罪被关进高
墙。在对人生失去信心之际，他读
到了曾令超的散文集《跋涉光明》，
深受感悟。他试着给曾令超写了一
封信， 没想到， 很快收到回复。从
此， 他们书来信往成了忘年之交。
在曾令超的帮助下，江世军不再自
抱自弃，在狱中参加了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 通过数年刻苦的自学，取
得了"文学创作"专业的大专文凭
和法律本科文凭；熟练地掌握计算
机操作。并已在省市级刊物上发表
作品60�余篇。2007年10月， 国家
知识产权局他他颁发了“车辆轮胎
自动报警衡压气咀”实用新型专利
证书；2008月1月9日，国家专利局
再次对他颁发了实用新型专利证
书，专利名为“自行车储能器”。特
别是“车辆轮胎自动报警衡压气
咀”专利，填补了国家空白，经专家
论证作价为1亿元人民币，目前、美
国、意大利及国内的一些汽制企业
或风投公司正在和他洽谈合作开
发事宜。 他成了全省改过自新模
范，很快获得新生。

2003年，曾令超被评为全国自
强模范；2005年6月，蒋妹作为“湖
南扶残助残”先进代表，到各地进
行巡回演讲。2005年11月，曾令超
的第 10部作品《天平至上》问世。
书一出版， 立刻受到全国读者好
评，《邵阳晚报》、《湖南残疾人》等
报刊相继连载。1999年，曾令超蒋
妹一家被评为全国五好文明家庭，
2015年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
2016年被评为第一届全国文明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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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相伴跋涉光明
———记首批全国文明家庭新宁县曾令超家

“12月12日早上，我们到京西
宾馆大礼堂排好队，9：30分左右，
人群中有人说领导来了， 接着就看
到习近平总书记、刘云山、刘延东、
刘奇葆等领导同志挥手致意迈步向
我们走来，习总书记身材魁梧，面带
微笑，很亲切，人群中顿时响起雷鸣
般的掌声,刹那间，我眼里涌出了激
动的泪水……”12月27日， 新宁县
盲人作家曾令超的儿子曾洪波向记
者说起首批全国文明家庭表彰会的
情景，依然难以掩饰内心的喜悦。

曾令超，现年68岁，新宁县法院
退休干部，中国作协会员、全国首个
盲人一级作家；妻子蒋妹，65岁，新
宁县委政法委退休干部； 儿子曾洪
波，法律硕士学位，现在县人民政府
办公室工作；女儿曾洪晖，县司法局
法制宣传教育股股长。 这是个令人
羡慕的家庭， 当地人一谈起这个家
庭，就有说不完的故事。

“曾令超是条硬汉子！”新宁县政
法委副书记文经伟对曾令超充满了敬
意。 三十多年前他亲眼目睹了那次突
发事件。

1981年12月12日一大早，文经伟
与县法院新招收的 3名干部随曾令超
去县人民医院做体检。到达医院时，一
个腰缠炸药的歹徒正搂着医院的一名
收费员行凶，见此情景，身为法官的曾
令超没有丝毫犹豫，挺身而出。可亡命
的歹徒却在此刻拉响了缠在腰间的炸
药，一声巨响之后，歹徒与那名收费员
当场身亡，曾令超则倒在了血泊之中。

当休克了三天三夜的曾令超从死
亡线上挣扎着苏醒后， 那双明亮的眼
睛却再也看不见这世上的万事万物
了，色彩成了他永恒的记忆。

治疗时， 医院给曾令超服用了大
量的激素药物， 他的脸虚肿得像个瓜
瓢。由于急需营养，加上激素的作用，
曾令超食量大得惊人， 一餐就能吃完
10个馒头，一公斤猪肉，但苦于家中经
济拮据， 蒋妹只能是尽量给丈夫买鱼
端肉， 而自己却在一旁啃红薯、 干馒
头，吃萝卜、白菜。时值严冬，身子虚弱
的曾令超躺在医院病床上手脚冰凉，
在县城解放小学教数学的妻子蒋妹就
经常把丈夫的脚搂在怀里， 用自身的
体温为他添温增热。没钱买牛奶，她就
把还未完全断奶的女儿放回娘家带
养，提前断了奶，用自己的乳汁滋润丈
夫一度绝望的心田。

日子一天天过去， 曾令超病情也
慢慢地好转。但他心情依旧十分沉重，
他绝望地对妻子说：“我现在双眼失明
了，成了废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妻
子安慰他，要他别多想，先安心治好伤
再说。

正当他迷茫时， 挚友郭笃先来到
他的身边， 鼓励他说：“你不是大学中
文系毕业生吗，有文学功底，向保尔·
柯察金学习，搞文学创作。”曾令超闻
之眼前一亮， 决定圆自己少年时的文
学梦。

妻子蒋妹看到丈夫有了人生的新
目标，她暗暗发誓：做丈夫第三只眼，
给丈夫锻造出一轮太阳， 重燃生命之
光。

但是，说来容易，做来难。
由于失明，曾令超的字迹像歪
七扭八的蝌蚪，没人能够看得
懂。

蒋妹为了支持丈夫，买来
一块塑料薄板，然后在薄板上
精心割出均匀相等的横格来。
这样，曾令超写字时就按照格
子摸索来写。 但即便这样，写
出来的字还是“天书”。为了认
识丈夫写的这些“天书”，蒋妹
就像教启蒙的孩子一样，教曾
令超从简单笔划的字开始进
行练习，她却站在一旁，认真
研究他走笔的规律， 努力去认
识他写出的字。 记不清多少
次，曾令超辛勤笔耕写出来的
一叠文字， 拿给蒋妹誊写，而
她因辨别不清仍感茫然时，心
浮急躁的曾令超也急得大发
无名火：“你真笨！” 这时的蒋
妹， 总是擦擦眼说：“老曾，别
急，慢慢来，我一定会认得的，
一定会认得的……”

经过三个多月的磨练，蒋
妹终于能识别曾令超写的“天
书”。 于是， 蒋妹除了教书上
课、备课，带儿女、干家务之

外， 又多了一项工作--翻译
并誊写曾令超“天书”。曾令超
每写好一篇文章，蒋妹就誊写
两份，一份留底，一份向外发
稿。这样，她一人常常忙到晚
上12点也休息不了，睡眠时间
经常不足5个小时， 曾多次累
得生病住院。

不久，曾令超的处女作《我
心中的神像》在《娄底日报》副
刊发表了， 并获得全省好作品
一等奖。 这给曾令超巨大的鼓
舞， 激发了曾令超强烈的创作
欲望。他写作更加勤奋，经常为
了字句斟酌而废寝忘食。

为了开阔曾令超的视野，
找到创作灵感，蒋妹又主动承
担起替曾令超读书念报的任
务。然而就在她挤出一分一秒
为曾令超读书的时候，发现自
己声带越来越嘶哑， 一检查，
声带里长了个瘤，必须去省城
长沙动手术，手术后医生嘱咐
她：住院绝对禁声10天。蒋妹
住了5天院就开溜，第7天就给
丈夫读书了。

据不完全统计 ，20多年
来，蒋妹给丈夫念读的各种作

品、报刊、文章、教材达到1000
多万字。她就像一只啼血的杜
鹃，不惜自己的生命，支持着
丈夫的文学事业。

经过辛勤的耕耘，洒下的
心血和汗水获得了丰收。1993
年， 曾令超的首部长篇小说
《一个女人的调动》出版后，见
诸于各种报刊的作品越来越
多……从此，他的作品在全国
各地报刊如连珠炮一般地轰
响，并接连不断地获得全国性
的大奖，“盲人作家”的名气越
传越远。为帮助学生们提高写
作水平，老曾先后到邵阳市内
8所中小学上义务教育课，鼓
励学生们发奋图强，赢得广泛
赞誉。

三十年来，曾令超先后发
表作品近300万字， 蒋妹共誊
抄文稿近600万字。目前曾令
超已出版了诗集《铸造太阳》、
长篇纪实文学《警魂雄风》、散
文集《人生在世》、 长篇自传
《跋涉光明》等11本书，曾令
超因此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成为全国首个盲人国家一级
作家。

妻子苦译“蝌蚪文”

言传身教树楷模

挺身而出负重伤

曾令超相亲相爱幸福一家。 杨坚 摄

邵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周迎春(左一)、新宁县委书记秦立军(右一)在看望曾令超。杨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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