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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普通的夏日午後，一

段伴隨着琴聲的發聲練習，

從遼寧省瀋陽市瀋河區少年

宮的音樂教室內徐徐傳出。

此時，正是音樂教師李璐給

她的「特殊」學生——31歲的大齡孤獨症患兒金馳

上課的時間，也是這個公益課堂最平常的一節課

時。4年前偶然開始的一次義務音樂課，讓非特殊

教育出身的李璐用音樂叩開了一位孤獨症患兒的心

門。從此，她免費開辦的「陽光課堂」，已經讓20

多個患有孤獨症的孩子，漸漸學會了與這個世界友好地溝

通。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瀋陽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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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介入治療，是近年治療孤獨症等精神障礙疾病的一種新探索，越
來越多的患者家屬開始轉向音樂尋求幫助，李璐的義務「陽光課

堂」便是這樣應運而生。「在這之前我對孤獨症了解不多，當時一聽說要
給孤獨症孩子上課，還有點害怕，」孤獨症又稱自閉症，是廣泛性發育障
礙的代表性疾病，由於他們像天上的星星在夜空獨自閃爍，患者也被稱為
「星星的孩子」。面對這項直到2006年才首次被納入精神殘疾範疇的疾
病，李璐的反應和當時大多數人一樣，陌生甚至懼怕，「如果不是當時金
馳媽媽的堅持，可能真的沒有今天。」

母性呵護「反覆」付出
2012年9月的一天，一個陌生的老大姐敲開了剛下課的李璐聲樂教室的

門，「老師，請你教教我的孩子唱歌，」金馳的母親李普開門見山，甚至
忘了寒暄。聽完李普對當時已27歲的金馳的簡單介紹：「典型孤獨症、伴
隨智力障礙，希望將音樂作為他的業餘愛好並幫助康復，」李璐有些猶
豫，但為人母的同理心特別是李普的堅持讓她決定「試試教」，並當即決
定完全免費上課。
李普後來回憶當時見面的情景，「因為離家近，我就跟這裡的傳達室打
聽到聲樂教室在哪，就來敲門了，沒想到李老師一口答應了。」就這樣，
李璐在從教的第20個年頭迎來了第一個孤獨症學生，金馳也開始了第一次
一對一聲樂課。沒有聲樂基礎、無法消除緊張感，讓金馳的第一堂課進行
得磕磕絆絆。但大齡孤獨症的金馳就像個大孩子，總讓她想起自己讀初中
的兒子，因此李璐也漸漸消除了擔憂。「沒事，別緊張，對，就這樣唱，
真棒！」就像之後4年裡她面對當地精神障礙兒童服務機構「陽光之家」
中的20多個孩子一樣，李璐始終用鼓勵和無私的愛呵護着這些孤獨的心。
由李普牽線，李璐從2013年開始利用休息時間在瀋陽大南街道的「陽
光之家」義務上課，她的故事被口口相傳，慕名而來的不少家長為了讓她
收下精障患兒甚至表示「願意付出高於普通聲樂的學費」，而李璐仍堅持
分文不收，「我有自己的職業和工作，而教這些孩子，我僅僅是想幫他
們，我不能收錢。」
每周3至4次1小時左右的聲樂課，以發聲、學唱、讀歌詞等音樂教學為

主，穿插其中的生活溝通等基本能力訓練為輔，李璐總結出一套自己的特
殊教育法則：更快速、實用性、不強調專業性，生活化、自然化、複雜事
情簡單化。「反覆訓練坐姿、站姿，反覆教他們接物待人、與人對話的禮
儀，反覆告訴他們什麼是鼓勵的、對的，什麼是壞的、錯的……」李璐只
用幾個「反覆」帶過了這4年來無法言說的付出，她深知，她的辛苦加上
患兒父母成倍的努力才有了一個孩子艱難而細微的進步。

主動示好 努力「懂你」
金馳後來面對記者時的一番話，令李璐動容也頗感

欣慰，「李璐老師很有愛心，我唱錯的時候她不嫌我
煩，耐心一遍遍教我，讓我從一個聲樂零基礎的人，
變成能上台為大家演出……」而這也是記者見證的，
沒有排練、不是「學舌」的一個孤獨症患兒的心聲。
在李璐看來，溝通的前提是要懂他們的世界，
「金馳原來喜歡看動畫片，《多啦A夢》、《大耳
朵圖圖》，我也去看，他不會笑的時候，我就逗
他，說他像大雄，他就馬上開心地笑了。」不過，
她也明白，由於每個人不同的性格特點和病情，音
樂教學的經驗是很難複製的。
如今，在她堅持義務教學的「陽光之家」，幾乎

不會說話的智殘女孩鄒石（化名）已主動與人握手
表達友好；8歲的孤獨症孩子薛達（化名）可以安
靜地上完一堂課了。而李璐傾注最多心血的金
馳，其變化也逐漸化開了母親李普的滿面愁容，
「過去，金馳從不敢抬頭正眼看人，但自從跟着
李璐老師登台，去年春天還登上了中央電視台的
專業舞台，他就變得陽光不怯場，笑得也特別自
然，最重要的，整個過程中他的表達、理解和溝
通能力都提高很多，他已經可以說很多有深度的
話了，」知識分子出身的李普深知這些變化將帶
給兒子的諸多益處，「他爸堅持教會了他自己買
菜做飯，甚至坐公交車去遠地方蹓躂，但與人溝
通、特別是深入的談話，是他未來能獨立生活的一
個基礎。」
最近，李璐有了新的期待：借助網絡技術搭建起
可實現多地實時共享視頻課程的雲課堂「陽光教室
在線課堂」，能夠實現更多患者和家屬實時觀摩她
在「陽光之家」的課程。這同樣也是一項公益行
動，「現在每次連線上課的時候，我都帶着金馳，
讓他從搭設攝像頭、調整設備角度、連接線路接口
等一些輔助性工作開始，希望給他尋找一個回歸社會
的路。」

第二次來到距離瀋陽市中心30多公里的華
生靜安醫院，李璐已從之前的慰問演出者變成
了客座老師。從孤獨症患兒起步，李璐開創性
的將音樂康復訓練帶到了這裡。她的「陽光課
堂」嘗試幫助重度精障患者紓緩情緒。

在這家位於瀋陽棋盤山風景區中的精神衛
生心理康復醫院中，精障患者中老年人比重
較大，此時十多位康復較好的重症患者，已

迫不及待參與到李璐第一次的音樂康復教學
中了。琴聲響起，這些六七旬的老人，有的
因為老花眼不得不伸遠手臂、瞇起眼睛看歌
譜，「大家先跟我讀一遍歌詞，好不好？」
在清脆女聲的帶領下，高低不齊的朗讀聲響
起，一首《讓我們蕩起雙槳》勾起他們對遙
遠童年的溫暖回憶。

據院方介紹，這十多位患者在此之前，通

過在線課堂遠程觀摩過孤獨症孩子的音樂康
復訓練，他們一直盼着李璐的到來。同時，
院方也看中音樂對精神疾病的積極作用，希
望與李璐搭建長期合作的平台，引入「陽光
課堂」也是期待在這一領域開展有益嘗試。

「哪位同學願意到前面來給大家唱首
歌？」李璐把目光投向台下，一位滿面倦容
的老嫗被大家推舉出來，「我最喜歡《最美

的歌唱給媽媽》，」她隨即唱了起來，與說
話時的直白和冰冷相比，她的歌聲飽含深
情，台下有人開始小聲哼唱，李璐也自然地
輕聲和唱，這一切在午後三點的陽光裡顯得
溫馨而輕鬆。

近一個小時的課程結束了，李璐和她的歌
聲餘音不止，散場很久後的走廊盡頭，那首
《最美的歌唱給媽媽》還在傳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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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一兒童可能患自閉
孤獨症（Autism），又稱自閉症或孤獨性障礙等，是一類起病於3歲前，

以社會交往障礙、溝通障礙和局限性、刻板性、重複性行為為主要特徵的
發育性障礙的統稱。世界上第一篇關於孤獨症兒童案例的報告，是1943年
由美國兒童精神病醫生首先詳述的。
中國在1982年確診了第一例孤獨症，直到2006年的「第二次全國殘疾人

抽樣調查」首次將兒童自閉症納入精神殘疾範疇。該調查顯示，中國0歲至
6歲精神殘疾兒童佔該年齡段總人數的 0.11％，其中自閉症佔兒童精神殘疾
的七成。2014年，中國殘疾人聯合會披露，我國自閉症患病率和世界其他
國家相似，約1%，推算出我國患者或超1,000萬，0歲至14歲患兒數量或
超200萬。
去年一份自閉症教育康復行業數據顯示，世界包括中國在內的自閉症患

病率在快速增長，根據美國診斷標準估算出的患病率從1975年的1/5000升
至2014年的1/68。目前，中國尚無對自閉症的全國流行病調查，民間機構
推測出的患病率為1/100。

國家投入50億助康復
近年來，官方聯合多方開始着力開展孤獨症相關救助扶持工作。2011年

至2015年間，我國在康復機構中接受康復訓練的孤獨症兒童達7.7萬人，投
入經費4.32億元人民幣，連續實施的「貧困孤獨症兒童康復項目」讓3.6萬
名貧困孤獨症兒童得到救助。2015年，首次以關注孤獨症兒童為主題的
「全國助殘日」活動大規模推廣舉行。政府支持機構和民間自發組織先後
成立，全國部分城市的培智學校、普通學校、幼兒園也開始吸收自閉症兒

童隨班就讀。
今年8月由國務院印

發的《「十三五」加快
殘疾人小康進程規劃綱
要》特別提出，「十三
五」期間國家投入近50
億元，通過實施「七彩
夢行動計劃」等重點項
目，為孤獨症等貧困殘
疾兒童提供了康復訓練
等服務。

談論生死透悲涼
記者第一次在少年宮的聲樂教室中見到金馳時，已有些

佝僂的李普坐在一旁下意識地打開一個很厚的筆記本，翻
到靠後的空白頁，拿出筆，隨時準備記錄。後來，記者才知道，那個本子
密密麻麻寫滿的是金馳上課以來的課堂內容、上課表現、點滴進步……
有人說，孤獨症孩子確診的一刻就宣判了父母的「死刑」，家有一個孤

獨症孩子，則至少需要一個人放棄工作全職照顧，金馳的家亦然。然而記
者在與李普連續幾次的接觸之中，感到的是石縫中生出的希望之苗在默默
生長，她和丈夫從未放棄這個孩子。

「等我們沒了，他們怎麼辦」
至今，曾經走出家門都成難題的金馳大方而莊重地登上專業舞台，許多

外地家長慕名而來尋求經驗幫助，但隨着上世紀80年代第一批確診的孤獨
症患兒長大成年，「等我們老了沒了，他們怎麼辦」的擔憂開始蔓延——
一批批孤獨症康復計劃相繼推出的欣喜之餘，一個迫近的現實也刺痛着早
已麻木的心，那就是呼籲良久的孤獨症患兒終身服務體系仍未見端倪，偶
爾見諸報端的個別就業案例也難解群體之渴。
「大姐你別擔心，你們沒了，我和愛人幫你照顧金馳。」李璐曾多次向

李普表達了好意，談論死亡已經從殘忍成為需要。而金馳更是在10歲就知
道死亡對他的意義，「媽，我一定得死你前面。」面對多病的李普，金馳
不尋常的話又何嘗不透着孤獨的悲涼。

醫院「陽光課」照亮患者心

■■李璐悉心教導金馳李璐悉心教導金馳。。 記者于珈琳記者于珈琳攝攝

■■李璐把李璐把「「陽光課堂陽光課堂」」帶到了醫院的精帶到了醫院的精

神病患者中神病患者中。。 記者于珈琳記者于珈琳攝攝

■■在李璐的教導和父母的
在李璐的教導和父母的堅持下堅持下，，金馳逐漸掌握了金馳逐漸掌握了不少獨立生存的技能

不少獨立生存的技能。。
記者于珈琳記者于珈琳攝攝

■■李普對金馳的點點滴滴都記錄在心
李普對金馳的點點滴滴都記錄在心。。圖為金馳的父母陪圖為金馳的父母陪

他作聲樂練習他作聲樂練習。。
記者于珈琳記者于珈琳攝攝

■■李璐與金馳參加瀋陽殘聯愛心助殘晚會李璐與金馳參加瀋陽殘聯愛心助殘晚會，，
演唱歌曲演唱歌曲。。 本報遼寧傳真本報遼寧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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