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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澄在教授

盲人學員學習人

體解剖學。

本報福建傳真

借助語音引導，王永澄正忙㠥用電腦寫文件。
他笑道，「科技發展了，也給我們提供了許

多方便，別人總是懷疑我怎麼寫政協提案，其實只
要有語音提示，一切都很簡單。」46歲的王永澄如
今已能笑對失明的現實。19歲那年由於醫生誤診令
他的世界陷入了黑暗。「那種痛苦不是每個人都能
承受的，當時除了輕生別無想法。」在最初的一段
時間裡，他曾拜師學「藝」，在三明的鄉間卜卦算
命，成天流落街頭，還時常徒遭人白眼。

苦學不輟 盲人按摩闖出名堂

經歷痛苦彷徨後，王永澄在親友的鼓勵下，捧起
盲文書自學，在1992年考上河南省盲人按摩學校。
北上求學的生活異常艱苦，拮据的生活只能餐餐以
饅頭果腹。因為沒有一點光感和盲文功底不足，學
起來非常吃力。但刻苦的學習終有所得，3年後，
王永澄以全班第2名的優異成績畢業。

剛畢業的時候，王永澄本欲南下廣東深圳發展，
但當時他恩師的一句話改變了他的想法，「永澄，
做人要學會不能忘本，希望你能在家鄉打出一片自
己的天地。」恩師的一番提點，讓本欲到深圳發展
的王永澄決定返回三明老家打拚。在三明市殘聯等
有關部門的支持下，王永澄租了一間簡陋的門面，
創辦了三明市第一家盲人中醫推拿保健所。

一間十幾平方米的房子裡，擺放㠥兩張床，炎炎
夏日裡也僅能靠一台鄰居送的老舊電風扇消暑。

「剛開始根本就沒有人知道什麼是盲人按摩，無論
是盲人保健還是盲人醫療都沒人懂，就只能做些義
診，收費的話根本就沒人來！」所幸憑借熱情的服
務和嫻熟的按摩推拿技術，王永澄逐漸打響了名
氣，成了受人尊敬的「王醫生」，很快他的診所就
應接不暇。

不久，他又先後開辦了兩間診所，並承諾「為盲
友免費授課，為困難群眾免費治療，對養老院、福

利院上門服務」，這個信念堅持至今。

傳授絕活 數十載桃李遍八閩

「哪怕是一顆流星，也要將自己全部燃燒，照亮
長夜的一瞬間！」王永澄在《我是盲人》的詩中這
麼寫道。數十年間，他先後為福建各地的盲人開設
了40多期的技能培訓班和知識講座，培訓人員上千
次。「王老師每多培訓出一名按摩師，就意味㠥多
了一名生意場上的競爭對手，但他似乎從來都沒在
乎過。」他的學生感歎道。在王永澄的積極推動
下，福建成立了集盲人按摩技術研究、盲按培訓、
盲人就業和對外服務於一體的公益性機構福建省海
峽盲人按摩指導中心，他將自己的「絕活」毫不保
留地傳授給盲人學員。如今，他培訓的盲人學員遍
佈福建全省，就業率高達98%。

「創傷會長出新的皮肉，挫折能磨
練我們的意識。」王永澄認為，苦
難是對他最好的磨礪。在探尋心靈
之光的路上，他遇見了一生的伴侶
周檢發。

比王永澄年輕4歲的周檢發是王永澄
外婆的鄰居，在照顧奶奶生活起居的
日子裡認識了王永澄。周檢發的質
樸、善良、吃苦耐勞的精神打動了王
永澄，而王永澄如兄長般的溫情同時
也深深地打動了周檢發。但兩人的相
愛引起雙方家庭的強烈反對。王家人

認為這是不現實的，而周檢發家人一
邊為其介紹對象，一邊施壓不許來
往，甚至不惜斷絕關係相逼。由於算
命先生的經歷，附近的人都以為是王
永澄對她施了「符咒」。直到1990年
底，兩人才結束了3年的苦戀，終於步
入了婚姻殿堂。

愛的來之不易，和妻子的不離不
棄，更加堅定了王永澄的決心，他笑
言，自己是與死神搏鬥過的人，還有
什麼是過不去的。對闖出一條光明磊
落的人生之路，他充滿自信。

眼前的孫冕，想叫他一聲「大哥」。 因為沒
架子，做別人敢想不敢做的事，江湖人稱

「老爺子」。他創辦的《新周刊》拚搏、冒險、
革新的精英色彩，成為內地知識分子、文青、
白金領的掌中寶，有「中國最新銳的時事生活
周刊」之稱。

刊如其人，他提出國民黨老兵「養老送終」計
劃，發動民間志願者找到2,000多名抗戰老兵。他
說，抗日時期的中國，是共產黨、國民黨一起打
下來的。內地，倖存的抗戰國民黨老兵，是弱勢
群體，生活境況不好，戰爭落下眼瞎、斷手腳、
半身不遂⋯⋯是權力主體下的敏感人群，沒有獲
得好的照顧。要讓老人活得有尊嚴，「歷史不是
人寫的，是肉血寫的」，誰沒有父母呢？

受父影響 關愛弱勢群體
父親的光榮史，影響㠥孫冕的一生。抗戰時，

其父為響應孫中山「航空救國」號召，隻身跑去
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做空軍，後因病終身耳
聾，被送回鄉後，僅用筆談、比劃交流，還每天

讀《參考消息》，搞讀書會閱讀《鐵流》、《鋼鐵
是怎樣煉成的》，自編自刻「讀書會刊」影響一
批青年打游擊，平日給孩子哼抗戰歌，連搖籃曲
都是。後在偽《光華日報》做副刊編輯，寫進步
文章，是不怕槍林彈雨的真漢子，雖早已去世，
捨身為國的氣節一直在。

打抱不平，當兵，當英雄是孫冕的夢想。戰
爭、饑荒、進步文學、知青、改革開放⋯⋯使他
性情、正義、瘋狂、專注，敢想敢做敢拚。小學

「少年兒童千千萬，離不開親愛的領袖，離不開
親愛的黨」成他最喜歡的歌。1979年邊境戰爭，
天天看《解放軍報》關心誰在流彈中消失；在歐
陽海「如果需要為共產主義的理想而犧牲，我們
每一個人都應該，也可以做到臉不變色，心不
跳」中備受鼓舞；唱《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
眼含淚花⋯⋯

這種全心全意貢獻裡面，竟有㠥如此巨大的愉
快⋯⋯為什麼人們能在忘我的犧牲中，獲得無上
的喜悅。他淚水再也忍不住，回憶把他帶進血肉
橫飛的時代。

隨㠥事業的發展，王永澄在業務上
不斷進取，成為福建唯一同時獲得保
健按摩最高資格技師和醫療按摩副主
任醫師資格的盲人。2008年，他當選
為福建省盲人協會主席，開始了投身
於保障盲人的權利的新征程。「以前
自己得到很多人的幫助，現在，自己
有能力了，能為他們說說話，做做
事！」

飲食起居不規律、深夜工作、久
坐，再加上眼睛不便，很少外出導
致鍛煉不足，不少盲人按摩師的身
體出現各種疾病，甚至還有人患上
尿毒症。王永澄以福建省政協委員
的身份，到處奔走，呼籲加大醫保
範疇，更好地保護這些弱勢群體的
身體健康。

三赴台促兩岸視障合作

2011年福建省啟動了「十二五」100
家省級「福樂盲人按摩店」的評選認

證。若達到 「聘請5位以上的盲人」
的規模，就能獲得福建省海峽盲人按
摩指導中心每年定點下撥的5萬元款
項，專項用於盲人員工的醫保、社
保。「如果100家按摩店，每個店有5
名盲人員工，全省就有500名盲人受
益。」當然，王永澄坦承，即使這樣
受益面也很有限。「更多的盲人分佈
在農村」，而且農村的保障體系薄弱。
對此，他期待能在農村推動盲人的免
費體檢。

王永澄曾3次赴台考察，希望取長補
短，互惠互利，促進兩岸視障福利事
業的相互了解與學習，共同發展。
2010年，王永澄帶領福建省首個盲人
代表團赴台訪問，開展「閩台兩地視
障福利事業交流」，並與台灣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簽署了《卓越交流合作備
忘錄》，促進閩台兩地福利事業的合作
交流，幫助解決盲人就業和健康保障
等問題。

王永澄義助4000盲人就業

閩版海倫．凱勒
點亮盲人心燈

不少人都讀過海倫．凱勒的經典

著作《假如給我三天光明》。這位19

世紀的美國偉大的盲聾女作家，以

自強不息的毅力完成了一系列經典

著作，並把她的一生都獻給了盲人

福利和教育事業。在福建省，有一

個人的故事和海倫．凱勒的故事十

分接近，他就是王永澄。戴㠥一副

墨鏡，衣㠥齊整的王永澄時常露出

爽朗的笑容，一場意外奪走了眼中

的五彩斑斕，卻沒有阻斷他追求心

中光明的路途。他不僅自強尋找生

活希望，還幫助4,000多名盲人實現

就業、創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傅龍金 福建報道

他敢說，人生就是一坨屎，過得自在，讓狗吃了也

幸福；他敢上，是從北側登珠峰頂年齡最大的華人；

他敢做，以公正的歷史態度，以媒體人的敏感身份，

提出國民黨老兵「養老送終」計劃。他是內地一家著

名新聞周刊的社長，他，就是孫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霍蓉 雲南報道

行者孫冕：為抗戰老兵養老送終
■孫冕看望當年參加抗日戰

爭的老兵。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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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障盲人權益
四出奔走永不言倦

三載苦戀 有情人終諧連理

■王永澄時常看望孤寡的盲人長者。 本報福建傳真

■19世紀美國盲聾女作家海

倫．凱勒的經典著作《假如

給我三天光明》。 網上圖片

■王永澄幫助4,000多名

盲人實現就業、創業。

傅龍金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