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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們撐起一片藍天為他們撐起一片藍天為他們撐起一片藍天為他們撐起一片藍天    

  一提到殘疾人，大多數人都會認為殘疾人生活是處處艱苦的，他們都是無

法工作，只能靠家人沒日沒夜地照顧，依賴政府的津貼來糊口的。不過，這只

能代表少數殘疾人，更大多數殘疾人堅信只要有付出就會有回報的信念，以不

同的方式投入社會，在各種領域裡貢獻他們的才幹，有的甚至做到了比健全人

也難以做到的事情。 

  古往今來，歷史上有許許多多的殘疾人克服苦難，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

跡。聽，雙耳失聽的貝多芬扼住命運的喉嚨奏出了讓後人為之一歎的《命運交

響曲》；瞧，霍金雖然身困在輪椅，思想卻已經飛躍至外空，將自己的一生貢

獻給了物理學的研究；看，奧斯特洛夫斯基全身癱瘓而且雙目失明，但他以驚

人的毅力在病榻上完成了長篇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鼓舞了幾代熱血青

年……  

  張海迪曾經說過一句話： “只有我在為他人服務時，我才真正品嘗到生活

的樂趣，懂得了生活的意義。”是的，殘疾的確是不幸的開端，艱難的起點，

是無法改變而且殘酷無情的現實，但決不等於說他們的人生命運就是失敗。其

實殘疾人和我們一樣，都有目標，都有夢想，他們不會因為自身的缺陷而去躲

避現實，躲避社會。相反，他們會努力地投入社會，為證明自己的價值而奮

鬥，哪怕這個過程會比我們正常人難上一百倍，一千倍！這難道不值得我們去

敬佩的嗎？  

  寫到這裡，我不禁想起了去年的那一次義工活動。記得那時我以一名義工

身份來到香港進的一家機構 ——“黑暗中對話”體驗館。在那裡，我們一行人

在完全黑暗的環境下，親身經歷各種日常生活的情景：在公園，看電影，在城



市裡行走……沒有了視覺，我感覺整個人頓時變得無助，儘管知道有隊友在身

邊還是覺得很害怕。在那個時候，導遊親切溫馨的聲音就像黑暗中的一盞明

燈。他每到一個新的地方就會點一次名，生怕我們會有人走散。讓人驚訝的

是，我們一行人的名字導遊他可以記得一字不錯。漸漸地，我開始慢慢地適應

了黑暗的環境， 在沒有視覺的幫助下，聽覺觸覺和嗅覺都變得異常靈敏，甚至

我還體驗到了一些平常生活中體驗不到的感受，原來海鷗的聲音是那麼美妙，

路邊的紅綠燈是按一定節奏打鈴的，橘子不僅表面凹凸不平，而且聞起來有一

股特別清香味……  

  沒有了視覺，我開始對一些其他細節處處留心。雖然看不到，但是可以想

像，想像自己所處的環境。其中有趣的一項是看電影。看完短短的幾分鐘後，

導遊問我們都看到了什麼內容的電影。結果答案五花八門，有的人說看到了沙

漠，有的人說看到了圍圈跳舞的少女們……同一部電影，不同的人就會有不同

的想法，有趣極了。  

  旅程很快結束了，在等待眼睛漸漸接受光線的時候我心裏既有一想到即將

就要重新見到光明的歡喜，又有旅程結束的不舍。這是導遊的一句話讓我驚訝

不已。“你們出去之後就可以重新見到光明，但我們這些視障人士可能一輩子

也見不到光……”我一直以為導遊和我們一樣，他之所以那麼清楚裏面的環境

是因為他曾開燈看過，但我萬萬沒想到原來導遊是一個視障人士，內心百感交

集……  

  經過這次體驗，我明白了原來殘障人士並不一直是需要人幫助的弱體群

體，他們在某些方面厲害過我們。就像我那次體驗活動中那樣，是視障人士帶

著我們走出去的，是導遊幫助我們順利完成整個活動的。有一句在網上廣為流

傳的心靈雞湯是這樣說的：上帝為你關了一扇門，也一定會為你打開一扇窗。

是的，殘疾所帶來的苦難也是一筆珍貴的財富，他們會收穫到許多我們體會不

到的東西，他們的一生也是五彩繽紛的。殘疾人雖然在某些方面有些缺陷，但

並不代表他們在其他方面也是處處不如正常人。所以，我們怎麼可以去歧視他

們，刻意地疏遠他們呢？ 



  其實殘疾人最需要的不是物質上的給予，而是一份尊重，一個可以發揮和

展示他們優勢的機會。他們需要我們為他撐起一片藍天，一片可以任他們施展

拳腳，自由馳騁的藍天。所以，從今天開始，讓我們拋掉那些沒有理由的歧視

和誤解，丟開那些傷人自尊的異樣目光，代之以我們真誠地幫助和充滿溫暖的

關心，學習他們不折不撓的精神，為殘疾人撐起一片愛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