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风姿绰约的女性，在 28
岁的大好年华却遭遇了视力骤降
的不幸。至 32 岁，她的世界几乎
被黑暗完全吞噬。这对任何一个
人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历经四
年的挣扎与适应，她从最初的绝望
深渊中走出，学会了与这个无光的
世界和解。心态调整后，她重返校
园，专攻小儿推拿按摩技艺。毕业
后，她开设了自己的诊所，生活由
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如今，60
岁的她，依然保持着对知识的渴
望，深入学习心理学，期望能以更
加积极乐观的心态，为周围的人带
去正能量，活成一束光。

学习针灸推拿 从酸楚到接纳

28 岁至 32 岁的几年，张华的
视力从微弱到仅剩下些许“光
感”。这段时期，她内心的痛苦与
压抑大多自己默默承受，很少向家
人吐露，唯有音乐成为她心灵的慰
藉。2000 年前后，下岗在家的张
华决定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面
对视力日益下降的现实，她通过残
联了解到按摩和推拿是适合盲人的
职业选择。在比较了短期培训与成
人中专后，她毅然选择了后者，期望
能系统学习。然而，当她准备去学
习时，却遭到了丈夫的不解。在丈
夫看来，“推拿按摩”是洗浴中心的
活计，“你今天出了这个门就别回来
了！”张华知道这是个误会，便在周
末带着丈夫去学校详细了解。了解
之后，丈夫这才放下心来。

进入学校后，张华被震撼了：
成人中专学校，除了像她这样的学
生，还有智力残疾等其他类型的残
疾人。“我怎么到了这个地步？”心
中的酸楚突然袭来，让她原本已经
调整好的心态再次崩塌。张华含
泪走进教室，禁不住感叹自己的命
运竟会如此坎坷。但随着时间的
推移，她发现那些能够走出家门、
积极求学的视障者其实大多都拥
有阳光的心态和坚忍的意志。

在这个多元化的班级里，张华
逐渐再次学会了接纳自己。她所
在的班级年龄跨度大，残疾类型多
样，但学习氛围却异常浓厚。张华
从最初的无法接受，到后来的习
惯、融入，再到最后的完全接纳，她
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

重启生活开诊所 受人之助怀感恩

完成学业后，张华开设了一家
按摩康复诊所。随着患者和客户
的认可，她的生活焕然一新。丈夫
对她从事这份工作非常支持，工作
再忙，也会尽量抽时间来接送她上
下班，并在家负责做饭。孩子也懂
事孝顺，父母更是始终如一地支持
张华。身边的朋友、邻居以及在此
地开店的人，都对她帮助有加。只
要她有需要，且他们有空闲，无论
是乘坐地铁还是日常用餐，
都会尽力相助。有时张华
出诊，他们还会主动提出陪
同。

“坦然接受别人的帮助”，这对
张华而言其实还有一个过程。那
时，她的视力还正常，路上看到手
持盲杖的视障者，会主动上前帮
忙。因此，当自己成为“需要帮助
的人”时，心中难免产生落差。起
初她并不愿意接受帮助，只要是自
己能做的事，她都亲力亲为。然而
当她无法独自完成时，就不得不接
受帮助。虽然过意不去，但她试图
以自己的方式来回报这份恩情
——为他人提供献爱心的机会。

终身学习促成长 活成光芒照社会

手机为视障者提供了丰富的
学习资源，使他们不仅能够从事传
统的推拿按摩等职业，还能参与语
言类朗诵、录制书籍、播报小说等
活动。张华结合自身兴趣，再加上
工作的需要，报名参加了在线心理
学课程。自2019年接触心理学以
来，通过几年的学习，她考取了心
理咨询师证书，同时还获得了倾听
师结业证（也是咨询师的一种）。
虽然她的主业仍是小儿推拿，但心
理咨询已成为她的副业，并在工作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学习心理学，还让张华对自己
的生活有了进一步的审视与反
思。回顾视障前后的生活，张华意
识到，命运不会完全按照个人的规
划发展，天灾人祸难以避免。如
今，她将“视障”看作是生命中的一
个小插曲，并告诫自己，“如果我在
家整天愁眉苦脸的，不仅会让自己
心情低落，还会破坏家庭氛围。学
习心理学不仅能帮我更好地接纳
自己，还能让我为社会做出贡献。”

在青岛市盲协担任部分工作
的张华，希望用自己的所学帮助更
多的视障人士。“由于身体障碍，残
疾人可能更容易产生心理疾病，比
如：认为命运不公，或过于依赖他
人的帮助。这种认知偏差可能导
致负面情绪和行为的产生。”为了
改善这一状况，青岛市盲协会经常
组织各种活动，鼓励残疾人走出家
门，参与社交，通过交流和分享来
减少负面想法。

有人说：眼睛是人的半条生
命。张华失去了半条命，对剩下的
半条命就格外珍惜。“把自己活得
更阳光一些，让自己的家庭更幸福
更温暖。这样对孩子也是一个榜

样。”张华希望自己能不
断地提升自己，活成一道
光，照亮自己也照亮他
人。 记者 王丽洁

60岁视障者张华：愿做一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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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岁的蒋民从 2 岁起就患有眼
疾，之后视力越来越弱，直至14岁时
全盲。“突然看不见，可能接受不了。
我是逐渐看不见，这个过程其实已经
适应了。”由于很小的时候就处于视
觉不断缺失的环境中，蒋民早早地就
学会依赖其他的感官，如听觉、触觉
和嗅觉来感知世界，并形成了一套独
特的生活方式。“遇到问题，就去想办
法解决问题！没去解决，怎么就知道
不行？”他在成长过程中很自然地就
把“解决问题”当做生活的必答题。
这也成为他一生中面对坎坷而自然
生发出的态度。

盲校寻出路 退休又返聘

蒋民幼时因出麻疹发高烧，把视
神经烧坏了。当初大夫的诊断是——
没有好的办法，迟早都会失明。到了
十四五岁，他就彻底看不见了。小学
毕业上盲校学习按摩，这几乎是上世
纪70年代视障者唯一的出路。在那个
年代，盲人的最高学历是初中。蒋民
初中毕业后，先是来到青岛按摩康复
医院工作，后又在工作中考取了大专。

由于视觉的缺乏，蒋民在为患者
按摩时，有着更敏锐的触觉和专注
力。这份既锻炼体力又需要脑力的
工作客观上促使他的身体更加健
壮。今年65岁的蒋民看上去比实际
年龄年轻许多。疫情过后，他被社区
医院返聘，担任康复按摩师。

想婚姻幸福 就要诚实相待

蒋民的妻子是他在按摩康复医
院的同事，也是一位视障者。相似
的生活经历和相同的身体状况，让
他们更能理解对方 ，更加珍惜彼
此。无论是工作上的烦恼还是生活
中的点滴，他们都能心有灵犀地相
互理解与慰藉。

结婚43年，两人相敬如宾，蒋民
直言：“夫妻相处，最重要的是诚实，
无论发生了什么问题，千万不要翻旧
账，不要把以前做过的事拿出来说
事；吵了架以后不要好多天不说话，
那样不行。我们夫妻有时候也会发
生争执，但超不过10分钟，其中一方
肯定会主动找另一方说话。先打破
沉默的那个人，也绝不
会提刚才吵架的事儿，
立马翻篇了。”

蒋 民 和 妻 子 年 轻

时，大部分家务都是两人互帮互助自
己做，上了年纪后，有一些活儿就需
要健全人来帮助。于是他们就请了
一个钟点工，每天到家帮忙 3 个小
时。剩下的事情再由两人自助完
成。这样的安排，让他们的生活轻松
又惬意。

活着，就要想办法

蒋民说起自己的家庭，毫不掩饰
内心的喜悦——“我最大的骄傲是有
一个优秀的女儿，女婿也很好，外孙9
岁了，也很好”。

健全人养育一个孩子，从小到大
不知要克服多少困难，何况是一对视
障者夫妇。尤其是当孩子半夜生病
时，这日子可怎么过啊？“怎么过也得
过啊！既然想活着，就得想办法。如
果不去积极想办法，自暴自弃，那就
是健全人也不行。一开始就觉得不
行，你去想办法解决了吗？没去解
决，怎么就知道不行？”

一次孩子半夜生病，光靠按摩不
行，夫妇俩就抱着孩子去医院。深更半
夜，两人相互搀扶，拿着盲杖，边走边
问，一路打车到了医院。那时还没有手
机，蒋民和妻子硬是彼此扶助，再加上
好心人的帮助，最终克服了困难。“不是
我们的心态有多乐观，而是我们遇到的
问题太多了，所以也就把心态磨平了。”

虽是视障者，但他却说“我其实
没有经历太大的波折”。他有过硬的
按摩技术，有相爱的伴侣，有优秀的
女儿女婿，还有健康成长的外孙。健
全人拥有的幸福他一样不差。

以自己的方式感受美好

采访蒋民的两个多小时里，他的
手机就像一个智能机器人，不时播报
最新收到的信息，还有最新的时事新
闻。即使在他给患者按摩治疗的时
候，遇到紧急事务既不需要他人帮接
听电话，也不会耽误处理信息。很多
人纳闷：盲人怎么使用手机？能发微
信吗？能打电话吗？蒋民告诉记者，
现在的电子设备，无论是电脑，还是
手机，或者平板，都有盲人用的“读
屏”软件。“只要打开这个软件，盲人
就可以用。”蒋民对智能手机的使用，
丝滑顺利无障碍。

蒋民还喜欢旅游，这在许多人眼
中或许显得“不可思议”。作为视障
者，他的世界没有视觉色彩。然而，
蒋民对旅游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和
体验。他告诉记者，正因为看不见，
他更倾向于选择富含人文气息的景
点。在之前去四川旅行时，他就喜欢
探访藏民家庭，聆听他们的故事。蒋

民用自己独特的方
式，深刻体验并享受
着生活的美好。

记者 王丽洁

65岁视障者蒋民：活着，就要想办法

10月15日是“国际盲人节”。今年的主题是：促进就业创新，推动共同富
裕。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世界有盲人4000万到4500万。我国有视
力残疾患者近1300万。

上天关上了一扇窗，视障者却用坚强和毅力打开了另一扇门。国际盲
人节到来前夕，记者采访了两位老年视障者，一位是幼年眼盲，一位是在28
岁时眼盲。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他们不气馁不悲观，在一次次的努力和尝
试中接纳现实，超越现实，最终掌控了自己的人生。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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