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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食道说话的人
本报记者 吴艳

东光患者周庆宇因喉癌做了切除手术后，成为一名不能说话的“无喉者”。
“沉默”3年后，他学会了用食道发声，并帮助更多的“无喉者”重获新“声”——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
霜……”一首孩童朗朗上口的古
诗，从 63岁的无喉者老刘口中
背出，还显得有些生硬。“周老
师，我读得怎么样？”

“老哥，你进步挺快了！继续
练习，说话会更流畅的。”视频电
话的另一端，51 岁的无喉者周
庆宇赶紧鼓励自己的学生。

人们通常有这样的疑问：没
有了喉咙，还能说话吗？

能。周庆宇用自己的经历给
出了答案。

12 年前，周庆宇因喉癌切
除全喉后，不仅重新学会了说
话，而且掌握了用食道说话的技
巧。近几年，周庆宇还帮助 60多
名“不会说话”的喉癌患者重获
新“声”。他已经把说话当成后半
生的事业。他说：“同为无喉者，
失去声音的痛苦，我感同身受。
我希望帮他们找回的不仅是声
音，还有对生活的希望。”

人生被按下静音键

周庆宇家在东光，年轻时从
事销售工作。他能说会道，把生
意做得风生水起。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他 39岁
那年——他被确诊患有喉癌。
北京同仁医院大夫的话仿佛晴
天霹雳一般炸响在周庆宇耳
边：“幸好发现得早，现在进行全
喉切除手术效果会比较理想。如
果不做手术，可能只有几个月的
生命了。”

切除全喉意味着失去声音，
失去声音意味着失去和人直接
沟通的能力，人和人之间没有了
沟通怎么生活……可不切除，连
生存下去的希望都没有。犹豫了
一个月后，最终，周庆宇选择了
手术。

手术后，周庆宇两天两夜没
有合眼。他失去了声音，仿佛也
失去了生命。

周庆宇说：“那段时间，我对
什么都失去了兴趣，加上化疗带
来的痛苦，我一度十分厌世。”

渐渐地，在家人的陪伴下，
治疗接近尾声，周庆宇的心情逐
渐好转，他又像手术前那样去找
病友们“聊天”了。不同的是，周
庆宇是带着笔和纸去的。

手术后 3年的时间里，周庆
宇一直用笔和纸与人交流，他的
人生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他从
没想过自己还能说话。

二次“牙牙学语”

生活还要继续。一天，周庆
宇上网浏览新闻，为再次创业寻
找商机。结果商机没有找到，他
却发现了一条比商机更让他激
动的信息——北京同仁医院举
办“无喉发声食道语培训班”。

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周庆
宇想重新开口说话的欲望一下
就强烈起来。

第二天，周庆宇收拾行装去
了北京。

在那里，周庆宇第一次见识
到神奇的无喉发声。那也是一位
实施了全喉切除术的患者，术后

学会了食道语，这位患者在现场
用食道语朗诵了一首诗。

周庆宇下决心要学会食道
语。

那一年，42 岁的周庆宇仿
佛又回到了孩提时光，笨拙但执
拗地开始了人生第二次“牙牙学
语”。

要掌握食道发声，就必须
学会用科学的方法使气体进入
食管并正确排出。使气体自如
地进入食管是无喉发声的第一
步。

万事开头难。第一天训练，
周庆宇除了吃饭、喝水、上厕所
之外，整整一天的时间都耗在这
件事上。他反复吸气、吐气又打
嗝，好一通折腾，没有任何效果。
虽然当时已是深秋，周庆宇却出
了一身又一身的汗。

最初训练时，周庆宇出现
了严重的头晕、恶心等症状，他
没有放弃。他急切地想重新说
话。

当训练了一周的周庆宇终
于发出“一、二”这两个不成调的
声音时，他觉得自己的声音悦耳
至极。

随后，周庆宇开始尝试说词
语：北京、上海、广州……

周庆宇讲话的声音低沉、含
混、嘶哑，不管是他说还是别人
听，都有些费力。尽管如此，他还
是特别高兴。

用食道说话

为期 10 天的培训结束了，
周庆宇回到了东光老家。他每天
都会站在镜子前练习发声，反复
琢磨，怎样才能说话更流畅，语
调更自然。

通过几年不间断练习，周庆
宇不仅能用食道语流畅的发声，
还可以进行诗朗诵、歌唱。

在一个以全国喉癌患者为
主的微信群中，周庆宇的朗诵视
频得到了北京无喉协会会长的
称赞：“老周的发音和正常人差
不多。”

近几年，周庆宇学会了使用
短视频。他将自己唱歌的视频发
到短视频网站上，常收到一些患
者的求助信息：想学习食道语。
每次，周庆宇都会耐心地帮助这

些患者。
周庆宇从人们口中的周老

板变成了周老师。他很开心自己
身份的这种转变。几年间，他先
后帮助 60 多名无喉者摆脱了

“有口不能言”的困境，重获新
“声”。他们中年纪最大的 72岁，
最小的18岁。

现在，山东的无喉者老刘正
在向周庆宇学习食道语。视频
中，可以看到，年逾花甲的老刘
虽然身材瘦削但精神矍铄。

他的声音有些嘶哑、低沉，
语速稍慢，吐字清晰。在他说话
的时候，记者能不时听到他体内
发出的“咕噜咕噜”的声音以及
有节奏的呼吸声。

半年前，老刘因喉癌做了全
喉切除手术。出院后，他在网络
上看到了周庆宇的视频，并一直
关注他。看到周庆宇在教别人学
食道语后，老刘主动联系上周庆
宇，要拜师学艺。

“做过全喉切除手术的患者
要学会用食管发声，通常要过三
关：打嗝、掌握口型和技巧、反复
练习。”周庆宇介绍，作为一名无
喉病人，要想完整地掌握发音技
巧，顺畅地表达，不是一件简单
的事情。就拿打嗝来说，因为没
有了声带，食管发声要先吸进一
口气，然后排气时震动食管来发
声，光这一点就要练习很长一段
时间。

在周庆宇看来，老刘很有悟
性，进步也很大。

因为学生大多都是外地的，
所以周庆宇大多通过视频电话
的方式传授食道语发声的方法。
每天上午视频教授半个小时左
右，让学生自己练习。下午，周庆
宇再通过视频电话验收学生的
学习效果。

外地学生

有的学生觉得通过视频学
习不直观，直接找到了周庆宇家
里。

今年 9月份，两位喉癌术后
患者先后来到东光，找到周庆宇
要学习食道语。这两位患者一位
来自四川，54岁，另一位来自河
南，56岁。

“两位老哥都是刚做完手
术不久，就知道了有无喉发声
的方法。”对于来学习食道语的
病友，周庆宇都热情接待，耐心
教授。他从不主动询问对方的姓
名和经历，除非对方自己主动说
起。在手机上，周庆宇是这样给
学生们备注的：四川老哥、北京
小伙、西安老弟……

两位慕名而来的学生最初
学习打嗝时，都十分用力，嘴里
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周庆宇就一
遍又一遍地给他们讲解用食管

发声的技巧。
周庆宇告诉学生，可以将手

放在脖子上面，用心去感受食管
位置产生的震动。

“我们只是通过手术把发音
器官切掉了，其他地方比如口、
舌、口腔、鼻腔等都是完好的。只
要通过训练，可以用其他器官代
替喉咙发声。”周庆宇说。

两名学生先后掌握了发声
的技巧，他们与周老师作别，回
到了家乡。

两个月后，周庆宇收到了四
川学生的一段视频作业。视频
中，他给周庆宇唱了一首《团结
就是力量》。

周庆宇说：“作为老师，这是
我最开心的事。我只能教给学生
发声的方法和技巧，要真正发声
还要靠他们的悟性和反复练
习。”

重获新“声”

2021年，64 岁的马先生联
系上周庆宇，想学习食道语。因
为家在黑龙江农村，马先生信
息比较闭塞，不知道有食道语
这种无喉者的说话方式。喉癌
手术后，马先生“沉默”了 4年，
后来在医生的推荐下使用上了
电子喉。

每次说话时，马先生要将
电子喉紧贴在脖子前面正中位
置，靠其震动代替声带发出声
音。

使用电子喉最大的不便是
“少了一只手”——因为要一直
举着电子喉讲话，只能用另外一
只手来做其他事情。“电子喉发
出的声音听上去有点特别，就像
机器人讲话一样。如果不打招呼
突然用电子喉说话，好多人会害
怕。大家没有见过这东西，也不
习惯它发出的声音。”马先生回
忆起曾经在菜市场买菜时的尴
尬。

让周庆宇意外的是，这个学
生的悟性特别高，只用了一天就
能用食道发出声音了。当马先生
亲耳听到自己能够再次发出声
音时，他激动不已。他用还不是
特别熟练的发声技巧，向一直鼓
励他的周庆宇讲出了“谢谢”二
字。

30岁的西安小伙张先生患
了喉癌，为了治病，他将家中的
房子卖了。生命保住了，但他却
失去了声音，也失去了销售的工
作。这样的结果，对于上有老，下
有小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
的打击。

张先生的家人找到周庆宇，
想让他帮助张先生学会说话。通
过视频学习了半个多月，张先生
慢慢地开口说话：1、2、3、a、o、
e……

如今，张先生已经回归正常
工作生活。他向周庆宇报喜：“我
现在从事建筑行业，每天都在用
食道语与其他人沟通交流。”

“其实学习食道语并不难，
主要是有信心，有毅力，勤学苦
练。”周庆宇说，他希望把食道语
传授给更多的病友，带给更多人
重新生活的信心。

（本版照片由周庆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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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年份茅台酒、五粮液、剑南春、郎酒、泸州老窖、西凤、汾酒、董酒、
洋河大曲、古井贡酒、药酒、虫草等。（可打电话咨询，如不方便可免费上门鉴定回收）

地址：沧州市解放路市政府对面尚都烟酒 电话：13785710006

收购各种老酒 名酒 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