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模学霸的修炼手册

在李云白的朋友圈里，有美食，

有宠物，有旅游，有和小伙伴去“浪”

的照片。微信他总是“秒回”。在没有

见到李云白之前， 从未感觉到他是

一名视障者。

“我是从 14 岁起视力开始退

化的，那是一个衰退的过程。 一方

面来说这个感觉很不好，就像面对

着注定要毁灭的美好，看着它逐渐

凋零却无能为力。但与先天的视障

人士相比，我有更多的时间适应和

学习不同的生活方式，可以在有限

的时间里更认真地体验现在的生

活。”在李云白的自述里，他曾这样

说道。

李云白今年 32 岁， 小时候的

他天资聪颖，是家长口中“别人家

的孩子”。 初中时期就读于位育中

学的他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入选

了学校的素质教育实验班，但到了

初三，他的视力渐渐下滑，班里同

学熟悉的脸庞开始变得模糊。父母

连忙带他去医院检查， 诊断结果

是：视细胞退变，视觉神经正在慢

慢萎缩。

在此后的时间里，李云白经历

了从看见到看不见的过程。十年寒

窗究竟有多苦，对于他来说，体会

比一般人要深刻得多。中考他凭借

自己的努力， 考取了南洋模范中

学，还担任班级的篮球主力。然而，

到了高三，李云白的视力再一次下

降， 他已经看不清黑板上的字，投

篮也开始投不准，只能吃力地完成

每天的学习。

这个佩戴 800度近视眼镜视力

仍然达不到 0.1 的小伙子， 始终不

愿意放弃学业。课堂上，老师对他很

是照顾， 将他的课桌安排在第一排

的位置， 而且板书会特意写到他的

面前。 李云白也努力想出各种办法

应对黑暗。 比如课堂上借助各种设

备学习，使用 DV 机拍板书，再放大

逐字观看。到了后期又依靠助视器、

读屏软件、 电子放大镜等适应视力

的变化。

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 李云白

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学业， 获得了

华师大的哲学学士、 上师大的电影

编剧学士学位，并出国留学，取得了

美国商业艺术硕士学位。不仅如此，

他还培养出了广泛的兴趣爱好。 高

中时， 还曾捧起过上海市南洋模范

中学的篮球冠军杯， 拥有同龄人中

业余选手的最高水平。

“遇到困难就解决困难”

虽然成长的过程中比同龄孩子

要付出更多努力， 但李云白一直很

乐观。他说只要能克服，这些都算不

上困难。而究竟为什么这么坚持，他

有自己的理由。

“在学习阶段，我听到最多的两

个词，一个是‘不可能’，一个是‘不

可以’。 大家觉得你看不见，遇到问

题就会束手无策。 ”曾经的李云白也

担心过此后的人生会像眼睛一样失

去光明。但是，父母日复一日的照顾

和鼓励使他逐渐开朗自信，“其实不

过是换了一种新的活法， 也能拥有

属于自己的精彩。 ”

小时候的李云白， 是个懂事乖

巧的小孩。 他的父亲是一名远洋海

员，常年出海。 正因为这样，他从小

就有“我是大人，爸爸不在家，男孩

子要照顾家庭”的想法，幼儿园的他

就学会自己做早饭， 还会把母亲的

早饭一并准备好。

在得知李云白的身体情况后，

父亲不再远行，在家和母亲一起给

予他最温暖的支持。为了让李云白

的身体能够更加强壮，应对未来不

可预知的困难，暑假期间，父母还

为李云白报名了网球班， 在 40 度

的高温天气来回接送，上课时父母

也在一旁陪伴，一站就是三四个小

时。

“残疾人有困难，健全人也会遇

到困难。遇到困难就解决困难，不是

吗？ ”在李云白的记忆中，父母一直

在成长道路上为他指明方向， 这份

不怕难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李云白，

给了他追逐梦想的动力。

创业路上的酸甜苦辣

2014 年回国后，李云白应聘到

一家著名的建筑设计公司， 负责市

场部采购和亚太区新媒体运营。 工

作近两年之后， 凭着一股子对创业

的热忱、对梦想的渴望，在 2015 年

底， 他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

路———创立了一家文化艺术设计公

司。

对于创业这件事， 周边人一开

始并不看好。 李云白说：“大家都劝

我‘你以为你比别人厉害多少’，亲

戚朋友想让我找份安稳的工作，但

我喜欢创业， 喜欢自由地做自己想

做的事情。 ”

尽管有追求自我价值的信念，

但回到现实生活中， 李云白却四处

碰壁：“因为我们是白手起家， 没有

人脉、没有资源，最初几个月，团队

一度接不到任何业务。 ”

创业后的第一单生意是朋友介

绍的，正巧有单位想要制作海报，李

云白抓住机会， 接下了这宝贵的一

单，经过一次次设计制作，最终交出

了令客户满意的方案。

而创业带给李云白最大的感

受， 就是更深刻地认识到团队协作

的重要性。“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

板， 不要总是拿自己的短板和别人

的强项去比较。在团队合作中，视障

人士也能发挥专长， 在适合自己的

位置上尽其所能。 ”

“尽管眼睛看不见了，但我的脑

子还很好使， 所以涉及到很多动脑

子的活，我可以比别人做得更好。 ”

李云白以自己的工作日常为例，由

于他在管理、 沟通与协作等方面比

较有经验， 因此主要承担着公司与

客户之间沟通的桥梁作用， 后续的

艺术设计工作则交给专业的设计团

队， 这样便能实现团队之间最大程

度上的优势互补。

发挥优势 共同守“沪”

本轮上海疫情期间， 李云白独

自居住，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全都

是自己一个人搞定。不仅如此，作为

上海的一份子，他克服自身困难，主

动报名加入了社区志愿者的队伍，

投入抗疫的第一线。“当时也没顾虑

自己看不见能做什么， 想着先上去

了再说，总有需要我的地方。 ”

李云白发挥自身较强的统筹

管理能力，详细地调研了小区的楼

宇分布，将其分成 5 个片区，分别

由片区志愿者负责内部的组织工

作。

50 多位志愿者在他的安排下

被有条不紊地编入了秩序维护组、

扫码组、信息登记组等各个小组，李

云白成了来回奔忙的人群中“不变

的后方”，成为了连接一个个志愿者

的中心点，让 78 幢楼宇、4000 多名

居民在较短的时间内有序地完成核

酸检测。

对此， 李云白表示，“希望通过

我的志愿服务， 能让视障的朋友们

认识到， 他们可以发挥自己某一方

面具有的优势， 在擅长的领域发光

发热， 也希望更多人看到和发现视

障人士的社会价值。 ”

李云白还记得有次在地铁站迷

路， 原本有些无助的他向乘务员求

助。乘务员扶着他走向目的地，那个

声音对他说：“先生，请慢走。 ”

就是从那个时候， 他觉得自己

和那些“正常人”没有什么不同。“其

实很多障碍是观念上的， 勇敢地迈

出刻板印象，挖掘出自己的优势，视

障人士也能走出不一样的人生轨

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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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的眼睛只能感

知到光，他能做什么？他们的选

择并不多。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平等、参与、共享：新中国残

疾人权益保障 70 年》 白皮书

披露， 中国现有 8500 万残疾

人， 其中视障群体人数接近

1800 万， 他们的就业率不足

30%，95%做的是推拿。

但李云白却创造出人生的

另一种可能性。 作为一名视障

人士，他不仅顺利完成了学业，

留学归来后还创立了自己的设

计公司。在本轮疫情期间，李云

白报名成为社区志愿者， 在抗

疫一线默默作着自己的贡献。

他说：“尽管走进了视觉上的黑

暗， 但何尝不是步入了另一片

阳光之中呢？ ”

◆记者 周韵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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