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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聯網上，有一個「棄嬰吧」，身世

不明的孩子常聚在一起講述各自的故

事。頁面上，充斥 各種對自己親生父

母惡毒的咒罵。本報記者幾經輾轉，獲

得信任，進入了他們的QQ群。這個擁有

26個人的群裡，有的正在讀中學，有的

已經參加工作，曾被親生父母拋棄過的

相同經歷，讓他們聚到了一起。當中有

個叫雪雪（化名）的女孩，來自河北，

她告訴記者：「我一生下來就被拋棄

了，而且被拋棄了兩次。」

雪雪現在是大學二年級的學生，由於

手指天生殘疾，剛出生的時候，父母就

把她送給了親戚，不出一個月，那位親

戚又把她送給了現在的養父母。22年過

去了，雪雪說她已經判斷不出自己是否

還在憎恨親生父母。

「其實，我知道親生父母是誰，但知

道又怎樣？有什麼意義？」

記者還了解到，重男輕女和身體殘

疾，是雪雪被親生父母拋棄的主要原

因，也正因為如此，本是陽光女孩年齡

的她，敏感而自卑。她對記者

說，她認真地研究過「安樂死合法化」

的問題。
「我與你們不同，你們這些正常人是

無法理解我們這些被自己親生父母拋棄
過的殘疾人，我還會遇到各種不公平的
待遇。」
13歲的靜，是群裡年齡最小的，她說

她是在網絡上無意間發現了這個群，稍
稍猶豫了一下，就加入了進來。
靜告訴記者，她學習成績還不錯，爸

爸媽媽都是很善良很普通的生意人。雖
然生意很忙，但每周都會抽出時間陪她
玩，給她買各種她喜歡的東西，所以，
即使她偶然知道自己並非親生，但從來
也沒有想過要去找親生父母。

記者的「為什麼」還沒有問出口，這

個有 超越其年齡的冷靜與理智的小女

孩說了以下一段話：「拋棄孩子的父母

是沒有臉面再被人稱作父母的。我想不

管是現在還是將來，我都只認現在的爸

爸媽媽。因為被所有人說你是撿的那不

是最痛，被自己的親生父母拋棄，那才

是永遠也醒不了的噩夢。」

害怕面對鏡頭 自卑伴隨終生

記者在福利院採訪時，發現被遺棄的孩

子們最怕面對鏡頭。在目睹了幾次惶恐表

情後，記者只能不安地收起了相機。中山

大學婚姻家庭法副教授魯英告訴文匯報記

者，棄嬰的成長經歷艱難，幼小的心靈容

易被扭曲，時間長了就變成心理障礙。他

們最重要的特徵就是自卑。

廣州市福利院院長徐久說，與正常家

庭的孩子相比，福利院的孩子自卑，不

願意與陌生人交流。為了消除他們在社

會中產生的「特殊感」，福利院在孩子們

入學讀書時，不會幫他們申請助學金，

因為徐久擔心，在填寫申請資料的時候

會暴露他們的身世。對於考上大學的孩

子，福利院還會像正常家庭一樣給他們

購置電腦，「一切都跟正常家庭的孩子

一樣」。

更具暴力傾向 不懂珍惜感恩
東莞福利中心副主任胡淑娟則透露，

與正常家庭的孩子相比，福利中心裡的

孩子更具破壞力，玩具很快就壞了。

「這裡的孩子缺少家庭觀念，不知道珍惜

和感恩。」對此，福利中心的工作人員

花費了大量的耐心去培育棄嬰的良好性

格。對於年齡大些的孩子，福利中心鼓

勵他們參加社工工作，讓孩子們懂得回

報感恩。

幼年或童年遭受拋棄的心理陰影，伴

隨福利院裡的孩子，久而久之形成了逃

避心理。徐久說，福利院往往費盡苦心

為孩子聯繫到了工作，卻因為錢少遭到

他們拒絕。他說，教育的確是個很大的

難題。

「來到福利院的孩子，都遭遇了被拋

棄這個人生最大的挫折，我們不能像普

通家長一樣打罵他們，但是勸導又往往

不見效果。」作為弱勢群體，他們有一

種不願承擔責任的心態，有些治好了

病，或恢復到可以進入社會的程度，仍

不願離開。

由於棄嬰數量不斷增加，福利院護理人
員與社工數量明顯不足。在廣州市福利
院，每位護理人員要看護20名孩子。相比
之下，正常的獨生子女家庭是6個大人看
護1個孩子，棄嬰在接受照顧和關懷上遠
遠不及正常小孩。
廣州市福利院院長徐久表示，由於人手

不足，現在只能維繫孩子們的最基本保
障，即吃飽穿暖，此外便很難再有精力陪
孩子玩耍了。「要知道，這些孩子
都是殘疾

的，不像正常孩子還聽從指揮。」
誠如徐久所言，記者在福利院見到，吃

飯的時候，護理人員是逐個孩子一口一口
餵，時不時還有孩子尿了褲子，護理人員
就要趕忙幫他們換上乾淨衣服。

相關專業培訓缺失
待棄嬰長大一些後，護理和教育的難度

也會更大。這些大點的孩子有了自己的思
維，不願受到約束。他們時常
會偷跑出去玩，工作人員找
不到，只好報警求助。對於
這類孩子，福利院倒是希望
他們能在青年公寓居住，以
減少對幼年孩子的不良影
響。
在調查中記者發現，福

利院護理人員不足的另一
個原因是，沒有相關專業
的培訓。近年來，內地高
校剛剛開設社工專業，尚
未細化至棄嬰照顧與教
育這一領域。現在福利
院中的護理人員分成兩
個部分，一種是來自護
士專業，負責殘疾兒童
的康復；另一種來自教
育專業，教授不同年
齡段的孩子基本常
識，並負責孩子們的
心理輔導。但這兩者
都稱不上專業對口。

廣東省民政廳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處
處長周惠明說，目前棄嬰養育存在三大
問題：康復教育、就業培訓和住房問
題。在他看來，福利院並非棄嬰最好的
養育之地，「最好的成長方式應該接受
家庭式教育」。

福利院裡「兒孫滿堂」
周惠明告訴記者，希望能盡快通過孤兒

成年之後能夠享受廉租房的政策。「像現
在這樣，棄嬰早已長大成人，甚至結婚後
連同兒子孫子依然住在福利院，既不符合
人的基本意願，更不利於真正融入社
會。」
記者也了解到，從1998年《收養法》修

改頒布實施至2010年底，廣東共有5萬多名
孤兒和棄嬰被國內外家庭收養。各地福利
機構還積極開展多種形式的養育模式，形
成以集中供養為主，家庭寄養為輔的局
面。目前各地福利機構有2500多名孤殘兒

童進入家庭寄養。周惠明表示，另
外還有一種「類家庭模式」，一般
是一對父母，帶兩三個孩子，男孩
子住一間房，女孩一間房，不是實
際家庭。

粵探索「類家庭模式」
在東莞，福利中心也就養育模式

進行多方探索。記者在福利中心內
見到，有一排獨立小樓，建立了
「模擬家庭」養育模式。中心聘請
一對爸爸媽媽，養育十到十二個小
孩。據東莞福利中心副主任胡淑娟
介紹，他們還嘗試了「家庭寄養」

和「助養」等方式，孩子的生活費、醫療
費、讀書費都由政府負責，鼓勵孩子慢慢
融入社會，用真實的社會環境培育他們成
長。
但據記者調查發現，目前對棄嬰、棄兒

的救助效果還遠未理想。由於九成以上的
棄嬰、棄兒都有不同程度的殘疾，培育起
來十分困難。殘疾程度較輕的孩子在得到
治療和校正後，被拋棄過的心理陰影卻仍
然存在，因此性格孤僻自卑；殘疾程度較
重的孩子，康復過程非常緩慢，或者根本
無法康復。
在廣州福利院，有的「棄嬰」已經50多

歲，從1957年建院就住在裡面。廣州市福
利院院長徐久表示，像這樣需要政府供養
的殘疾「棄嬰」不在少數，由於他們沒有
行為能力，只能住在這裡。「即使他們有
工作能力，但是因為沒有任何親人的扶助
和祖產可以繼承，他們要獨自在社會上立
足，也是非常困難的。」

■在福利院接受治療的棄兒。 ■各地福利機構積極試行多種形式的養育模式。 ■缺乏專業社工，棄嬰培育非易。 ■幸運的棄嬰被國外人士領養。

在網上和棄嬰群落的朋友交流時，作為一名記者，無論我懷抱 怎樣的熱情或是同
情，都始終無法真正走進這些曾被父母拋棄過的人那敏感而又自尊的內心深處。阿靜的
一句話：「被所有人說你是撿的那不是最痛，被自己親生父母拋棄，才是永遠也醒不了
的噩夢」，讓我的心久久不能平復。這是怎樣的傷痛，讓一個13歲的女孩說出了如此冰
冷而鋒利的話語？與身體上的殘障相比，棄嬰們巨大的心理問題，是他們更嚴重的缺
陷，也是這個社會更危險的隱患。
有多少母愛可以重來？有多少信任可以背叛？從「被拋棄」開始的人生，注定一路曲

折。在整個採寫過程中，讓我思考最多的，是如何真正幫助這些孩子們融入社會，找回
自我。而要做到這一點，除了養，更需育；除了善款，更需長效完整的救助體制。救心
之路，任重道遠。

請把我的生日還給我

在我17歲那年，爸爸告訴我，我其實是在樓道裡撿到的，

由於他們沒有孩子，所以收下了我。我一直默默地聽他講述

我的身世，忍 我的情緒，不說話也不問，也沒有掉眼淚，

其實心快停住了。我不知道該怎麼樣，不知道該怎麼表達，

我只想叫爸爸住口，但我又好好奇。我不敢相信，也不願意

相信這是事實。隨後爸爸拿出了領養證，我愣住了。他說你

找找你親生父母吧。我說我不要，我不要。我一直在重複這

三個字，因為我說不出別的，我怕我掉眼淚，我怕他看見我

掉眼淚會難過。我把我的領養證拍了下來，然後我走了，邁

出門的一瞬間我哭了，好難過好難過，不知道該怎麼辦，不

知道以後該怎麼樣。

其實說實話，已經過了三年了，有的時候我會想知道，生

身的父母究竟在哪裡，我好希望見一面。我好希望知道我姓

甚名誰，我好希望知道我的生日是哪天？我好怕別人問我生

日，因為我知道那是猜的，不是我的。有的時候真的好迷

茫，雖然我很愛很感謝養父母，但是落葉也有根，我只是想

知道我的根，僅此而已。但是爸爸說他們扔我的時候什

麼都沒有留下，也就是說我想找都未必能找到。

我真的好想知道我是誰，尤其請把我的生

日還給我，好嗎？
（網名TT ，20歲，

性別，女）

■福利院積極培養棄兒的勞動技能。

■福利院積極培養
棄兒的勞動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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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被棄，一生傷痛。」

這八個字，是一個幼年即被親生父母拋棄的人，寫

在QQ空間裡的一句話。棄嬰的遭遇，成了他心中一

道永遠都不能癒合的傷口。

官方數據顯示，近幾年，每年新增的孤兒數量高達

2.6萬以上，其中大部分是棄嬰，且多身患重疾。令人

揪心的現狀引起社會各界的

重視。記者在採訪中發現，

福利院長大的孩子，儘管可

以和幾百個人互稱兄弟姐

妹，儘管把照顧自己生活的

叔叔阿姨稱為爸爸媽媽，可

內心的孤獨和自卑，卻讓他

們始終無法釋然。在養父母

身邊長大的孩子，得知身

世之後的隱痛，會像胎記

一樣伴隨終生。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趙鵬飛、沙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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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數據顯示，近幾年，每年新增的孤兒數量高達

2.6萬以上，其中大部分是棄嬰，且多身患重疾。令人

揪心的現狀引起社會各界的

重視。記者在採訪中發現，

福利院長大的孩子，儘管可

以和幾百個人互稱兄弟姐

妹，儘管把照顧自己生活的

叔叔阿姨稱為爸爸媽媽，可

內心的孤獨和自卑，卻讓他

們始終無法釋然。在養父母

身邊長大的孩子，得知身

世之後的隱痛，會像胎記

一樣伴隨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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