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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樹縣發生7.1級大
地震，香港義工阿福（黃福榮）不顧個人安危，救出3
名孤兒和教職員後不幸遇難。玉樹地震5周年之際，本
報記者踏訪阿福罹難地玉樹慈行喜願會孤兒院和香港黃
福榮傳愛基金，採訪阿福當年救出的孤兒，及以他為榜
樣的兩地義工好友，採寫出「阿福五年祭」系列報道。
本報分兩天推出這組專題，向阿福精神致敬。

五年祭五年祭 二之一二之一福福阿阿

香港好人阿福離開我們已經五年了。他默默奉獻、捨身救

人的精神曾感動無數人，被譽為「香港之光」。「4．14」大地

震5周年前夕，本報記者來到阿福罹難地，感覺他從未離開

玉樹。走進孤兒院，一間10多平方米的阿福紀念堂映入眼

簾，五彩哈達和寄語卡片簇擁供奉着阿福的遺像，孩子們和

教職工日日為阿福焚香。一個孩子寫給阿福的卡片深深打動

了記者的心：「感恩，阿福哥，你是我們的佛，無私奉獻，將

來做一個像你一樣的人。」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王岳、肖剛玉樹報道 「「我們有阿福我們有阿福
我們是一家我們是一家」」

2014年，玉樹州政府曾與慈行喜願會創立
者、孤兒院院長更確木蘭協商，計劃將孤兒院
併入當地公立孤兒院。木蘭考慮後認為，災後
重建的州公立孤兒院條件更優越，遂動了合併
的念頭，但公立孤兒院有規定，只接受孤兒，
慈行喜願會還有部分單親家庭的孩子並不會被
接納。
木蘭決定採取折衷的辦法，符合條件的孤兒

進公立，條件不符的單親孩子繼續留下，宣佈
這一消息時，平日裡聽話的孩子們卻出奇地與
院長對抗起來，不論是否符合條件，沒有一個
孩子願意離開，而孩子們的理由更是讓院長毫
無「還手之力」：「我們有阿福叔叔，我們是
一個家庭，誰也不能把我們分開。」

家屬接力善行 香港捐款不絕
阿周告訴記者，阿福的家人一直在持續接力

他的善行，他們前後三次到孤兒院看望孩子，
每年不定期寄來現金、衣物、文具，還會隔三
差五以電話、微信的方式向院長、阿周問訊孩
子們的現狀。在阿福義舉的感染下，截至目
前，孤兒院收到來自香港各界的捐款已達60餘
萬元。
阿福遇難後，情難自已的阿周寫了一首詩

《天堂裡的恩人——致阿福》，有感於阿福的
大愛無疆，玉樹籍作曲家才讓巴桑義務譜曲，
玉樹籍著名女歌手央金蘭澤義務演唱了這首歌
曲，告訴世人：阿福，玉樹不會忘記你。

有一種心靈 潔淨如雪山

有一種博愛 無邊如大海

背着離鄉的行囊 曲徑通幽

你堅強的信念 將大愛灑落在雪域高原上

點着一盞燈 懷念你 天堂裡的恩人

如果有來生 請踏過雪山 走過草原

帶走我們的祈願和祝福

唵嘛呢叭咪吽……

有一種品格 輝煌如陽光

有一種意志 堅韌如磐石

聽着善念的催趕 全心全意

你用你的生命 將希望留給了藏家兒女

唱一首歌 讚美你 天堂裡的恩人

如果相逢來世 請記得此情 勿忘此生

接受我們的感激和謝意

唵嘛呢叭咪吽……

《天堂裡的恩人——致阿福》
詞：阿周 曲：才讓巴桑 唱：央金蘭澤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當然是最寶貴的，捨去自己的生命挽救毫無相關的人，你
就是我們的另一個父親，沒有哪位父親不是真心愛着自己的孩子，你視我們

如寶石，我們視你如父親，永遠不會忘記。」被阿福給予第二次生命的女孩更卻巴毛
在自己的筆記本上寫道。
經歷過地震生死劫難，更卻巴毛如今已是13歲的少女了。剛到孤兒院時她右耳失

聰，所以學習慢，地震後她在愛心人士的幫助下做了手術，學習成績大步提高，學習
上的用功程度在孩子們中首屈一指，成為其他孩子公開的「小老師」。

「照顧別人才活出意義」
另一個被阿福所救的藏族女孩白吉今年已11歲。她依然清晰記得和阿福在一起的情

景。「阿福叔叔高高瘦瘦，愛笑，剛開始我們聽他說話，他聽我們說話很費勁，不過
我們喜歡聽他說話，因為他說話就像電視裡的（指香港影片）。」白吉說，「阿福叔
叔喜歡和我們一起玩遊戲，只是剛玩一會兒他就要休息（阿福患糖尿病加之高山缺氧
體力不支）。」
白吉印象最深的是，當阿福聽到孩子們稱呼木蘭院長為阿布（藏語：大哥）時，拉
着白吉的手告訴她：「木蘭不只是哥哥，他還是爸爸、老師，你們要繼承、學習他，
做一個善良的、有理想的人，長大了也去幫助別人。」
白吉目前暫時離開孤兒院回到了家鄉，一邊上學，一邊照顧孤身年邁的奶奶，「像
阿福叔叔一樣，照顧需要照顧的人才活得有意義，我先從照顧奶奶做起。」小小白吉
說。

「我的生命是阿福給的」
同樣被阿福從地震廢墟中救出的藏族女孩仁青措毛今年已11歲。由於父母車禍雙

亡，仁青措毛兩歲即被木蘭院長帶到了孤兒院，她是所有孩子中最沉默寡言的一個。
聽到記者提起阿福，仁青措毛說，她的腦海裡一直記得阿福，只是很害怕回想過
去，說着說着抽泣起來，「我的生命已經不是我自己的，而是阿福的，我不會浪費生
命，我會讓阿福的愛和精神傳遞下去……」說到這裡，她已泣不成聲。
仁青措毛雖然平時話很少，但對孤兒院其他孩子的照顧稱得上無微不至，自發幫小
女孩梳頭打扮，還幫她們換洗衣物。

「將來做像你一樣的人」
「感恩，阿福哥，你是我們的佛，無私奉獻，將來做一個像你一樣的人。」一張孩
子寫給阿福的卡片上說。
慈行喜願會秘書長阿周是全孤兒院陪伴阿福生前身後最多的人。他表示，自從阿福
離世後，孩子們以寫卡片思念阿福，一直延續至今，幾年下來達逾400張，有時阿周
想把卡片內容上傳到慈行喜願會的網站，但孩子們表示不願，因為這是他們和阿福之
間的悄悄話，是留在心底的紀念。
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發生當天，得知消息的孩子們將湊起來的80多元錢交到阿周手

中，「此前有位到孤兒院捐助的人隨手給了每個孩子幾元零花錢，但我沒想到孩子們
會把這些錢攢起來，在完全沒有老師組織的情況下，自發奉獻愛心，那一刻，我在心
裡默默念了一句：『阿福，你看見了嗎？』」阿周說。

福

將於明天（4月14日），即玉樹地震5周年正式開放的玉樹抗震
救災紀念館樓高兩層、近3,000平方米，館內立着唯一一尊個人雕
像「阿福」。他目光深邃，似在凝望着他獻出生命的玉樹孩子
們，消瘦的臉頰上掛着淡淡的笑意，胸前的紫荊勳章標誌着他的身
份，那頂陪伴他走過祖國大江南北的帽子握在右手中，下方是青藏
高原巍峨的群山。
紀念館工作人員才仁巴毛告訴記者，這尊雕像既是對阿福崇高精
神的紀念，也是祈願阿福以他無疆的大愛永遠護佑他為之獻出生命
的玉樹。
紀念館的牆壁上還有阿福的事跡介紹和他與孩子們在一起的照
片，整個紀念館內佈滿了祈禱的酥油燈，還有刻滿六字真言的白色
嘛呢石堆。「虔誠的藏族佛教徒相信，只要持之以恆地把日夜默念
的六字真言刻在石塊上，就會有超脫自然的靈性，引領阿福這樣善
良偉大的靈魂走進上天淨土。」才仁巴毛說。

「5年過去了，常常很想
他。我想說：阿福哥，不管
如何，我都會堅持做好公
益，就像原來約定的，將這
條路健健康康地走下去，帶
着你的方式和遺願，繼續行
走在西部的大山、草原、沙
漠中。」阿福的結拜「三
弟」趙林說。
趙林是西部愛心公益網創

建人，因為共同的追求，他
與阿福、四川什邡胡大姐結
拜為兄妹，阿福為大哥，胡
為二姐，趙林為三弟。2010
年，趙林在蘭州接待了阿
福，並送他去了玉樹，阿福
遇難後，傷痛欲絕的趙林前
後幫忙料理後事。
阿福給趙林印象最深的一

句話是：「我要做一些真正
的事情，不是作秀或者只是
走走看看」。趙林說他從事
公益十多年來，接觸過很多

的公益人士和愛心人士，但阿福是真正發自內
心地幫助他人。他不追求光環，只是默默、踏
實地付出。
「我們幫人要徹底，而不是為了表現數量，

今天這裡幫一個，明天那裡幫一個，又不徹
底，這樣對孩子不負責，也對拿錢的人不負
責……」阿福當年這樣對趙林說，這些話語時
常伴着阿福的音容笑貌出現在趙林的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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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紀念館立雕像致敬抗震紀念館立雕像致敬

■更卻巴毛（左）和仁青措毛，兩名被阿福給予第二次生命的孩子正在
健康地長大。

■■孤兒院的孩子們在紀念堂內點亮酥油燈孤兒院的孩子們在紀念堂內點亮酥油燈，，齊誦六字齊誦六字
真言真言，，祈願阿福叔叔在天堂裡一切安好祈願阿福叔叔在天堂裡一切安好。。

■■阿周依然能找到當阿周依然能找到當
年阿福遇難的位置年阿福遇難的位置。。

■■明日開放的玉樹抗震救災紀念館內的阿福雕像明日開放的玉樹抗震救災紀念館內的阿福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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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行喜願會孤兒院內的阿福紀念堂慈行喜願會孤兒院內的阿福紀念堂，，五彩的哈達簇擁着阿福的遺像五彩的哈達簇擁着阿福的遺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