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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前只有22歲的岑幸富，不
幸遇上交通意外被迫截肢保命，因
無法接受傷殘的自己，他在家中當
了7年隱蔽青年。最終受家人、妻
子、朋友和舊同學的愛所感動，終
於走出低谷，積極面對人生。他希
望以自己的格言勸勉大家：「人不
會完美，但要用完美眼光，去欣賞
不完美的自己。」

匿家七年 心灰意冷
幸富憶述，他在意外發生後傷重
昏迷，清醒後見到自己的左手臂血
肉模糊，才知道已被截肢，這個就
是真實的自己，他頓時感到崩潰，
非常傷心。之後他一直因無法接受
這個自己而心灰意冷，在家中隱蔽
了7年。

親友鼓勵 走向社會
時間一年一年過去，幸富說，其
家人為他付出了很多，如因擔心他
在家中做傻事，也留在家陪伴他，
完全沒有了自己的生活，令他逐漸
意識到：「自己匿埋並唔只係自己
嘅事」，也令愛他的人受影響。
他又說，朋友的不離不棄也令他
感激，如他曾訴說沒有手未能戴手
錶，多位朋友一起為他示範如何

戴；他不能自己剪指甲，有朋友教他如何用腳剪
等。之後遇上現在的妻子，更令他了解到，要養
妻活兒就必須投入生活、融入社會。
他坦言，最初找尋工作面對不少困難，如任職

電話訪問員的薪金甚低微，投考保安牌照後應徵
保安員，卻被對方反問有否見過截肢的保安而不
被聘請。及後他在主題公園當演員扮鬼，「利用
自己的缺陷變作缺陷美」，因造型神似而獲賓客
寫信讚賞，令他的自信開始慢慢建立起來，之後
擔任其他工作時更得心應手。
他認為，每個人的生命都有其價值，不會因失

去肢體而受影響，因此必須欣賞當下的自己。
他經歷了7年不開心，原因是想變回以前的健

全，但這已經不可能。他希望透過自己的故事，
勸勉其他同路人應盡快融入社會，因時間和青春
很重要，不應浪費。他近日亦撰寫了第一本書籍
《假如我再次健全》，鼓勵同路人。

患有先天性小眼球症及視網膜缺損、年幼已被診斷
為中度低視力患者的11歲女童黃凱霖，雖然天生視
障，但性格樂觀積極，更擁有一把好歌喉，是心光學
校合唱團的小隊長。她期望長大後，能成為一個既有
愛心又出色的音樂老師。

常遇歧視 堅毅面對
凱霖自幼只能以左眼看東西，右眼只能看到光與

影，生活上會遇到一點不便，如路面和梯級是同一種
顏色，就會看不清。可是最令她不快的，是在街上會
有路人用奇怪的眼光望着她，曾有人在街上指着她大
叫，又有人會覺得視障者均是無知，她認為這些都是

歧視，令她很不開心。

公開演唱 勤學鋼琴
惟她覺得，雖然自己看東西不清楚，但其他器官仍
有其作用。她現在不時作公開表演，為大家唱歌，就
是希望讓大家知道，視障人士也是正常人，擁有不同
長處，都會有進步。而健全人士可以做到的，他們也
可以做得到。
唱歌是凱霖的最大樂趣，小學一年級已加入學校合
唱團。現時她正學習彈鋼琴，已考取至二級，雖然在
看樂譜時會有困難，但她承諾會努力下苦功，未來希
望成為一個既有愛心又出色的音樂老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年伊
始，港人回顧2018年及展望2019年，
有什麼新年新願望？有調查發現，近六
成受訪港人表示過去一年感到生活快
樂，而港人三大新年願望依次是身體健
康，家人開心及婚姻美滿。不過，面對
樓價高企，「上車」願望相對排得較
後，只有7%受訪者視之為新年願望。

自認不快樂佔3%
觀塘一商場於去年12月收集530份問

卷，讓受訪巿民回顧去年及了解他們對
2019年的新年願望。調查結果顯示，有
58%受訪港人表示過去一年感到生活快
樂，有39%受訪者則感到「一半半」快
樂，但亦有3%受訪者認為自己生活不
快樂。

最盼「上車」僅7%
展望2019年，調查發現最多人希望

的是身體健康，有21%；其次有19%希
望家人開心；亦有11%希望婚姻美滿。

至於置業「上車」，由於樓價仍高企，
只有7%受訪者視之為新年願望。

17%希望社會和諧
整體社會方面，有20%受訪者希望今
年社會經濟繁榮，19%人希望民生問題
能獲改善，亦有17%人希望社會和諧。
另外，在政府施政方面，有20%人希望
政府能檢討教育政策，17%人希望政府
加強經濟發展，14%人希望政府改善貧
富懸殊。

新一年新開始，市民掃走煩憂，

追夢前行！元旦日，「香港新希望

2019分享會」於大埔一家商場舉

辦，主辦機構邀請多位身體有殘

障、曾經歷不少苦困的朋友到場，

與大家分享如何憑堅毅不屈、勇

往直前的精神，去面對生命的種種

挑戰。他們並各自許下新年祝願，

希望散發更多正能量，讓大家在遇

上逆境時，也能像他們一樣，不會

輕言放棄，努力地克服難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健文

勇士勇追夢
新年新希望

六成受訪港人 去年生活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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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希望2019分享會」昨日舉行，生命鬥士們各自許下新年祝願，希望傳播更多正能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健文 攝

視障女童
■■ 先天弱視先天弱視
女童黃凱霖女童黃凱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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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患罕見病女生袁翠雪身患罕見病女生袁翠雪。。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健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馮健文 攝攝

眼前的袁翠雪開朗健談、行動自如，
但誰會想到6年前她大學畢業那一年，
曾因病發數個月不能行走，受盡疾病折
磨，更曾情緒崩潰，直至現時仍需每天
吃藥以防病發。雖然疾病纏身，但她沒
有氣餒，仍努力生活和工作，並加入病
人互助組織，希望將自己克服疾病的經
歷，與病友和市民分享，讓大家都以正
面心態面對逆境。
現年27歲的翠雪憶述，當時就讀大學
最後一年，她和同學們均忙於準備畢業
功課及求職，惟一直身體健康的她，突
然一晚左手左腳麻痹，當時還以為因天
氣寒冷和少做運動導致，惟之後竟出現
頸部也麻痹情況，即時到急症室求診，
經過多重檢驗也未能找出病因。直至半
年後，才確診患上罕有疾病——多發性
硬化症。

「我今年畢業，唔應該喺醫院！」
她說，當還未知所患何病時，曾出現
情緒崩潰情況，半夜在病房內嚎哭，頭
暈時因對治暈藥物敏感而不能服用，更
不斷嘔吐，實在令她難以承受，當醫生
巡房時她只能哭訴：「我今年畢業、根

本唔應該喺度！」其後經過醫生、家人
和朋友的無限支持和鼓勵，她終能走出
陰霾。
她表示，多發性硬化症是一種攻擊自
我免疫系統的腦神經疾病，可以影響身
體不同機能，如出現視覺障礙、說話困
難、吞嚥無力等症狀，嚴重更會失禁、
癱瘓，目前沒有根治方法，只能靠藥物
控制病情。猶幸她首次發病即進行治
療，加上有政府資助的合適藥物服用，
才令病情得以穩定。

加入病人組織 互勉渡難關
她指，現在偶爾也會病發，出現手腳
麻痹或視力模糊等情況，所服藥物也有
副作用，但她坦然面對自己的疾病，除
積極工作，並加入香港肌健協會，希望
與病友分享自己的經歷，因負面心態會
影響病情，必須時刻保持正面想法，也
因為醫學愈來愈昌明，祈望現時未能治
癒的病種，很快也有根治方法。
現時香港人都面對很大壓力，翠雪認

為，人生不單要面對疾病，還需面對工
作、感情等各種問題，她勉勵大家以正
面的心態面對，必定可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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頑症女生

截肢硬漢

■■岑幸富因遇交通事故需截肢岑幸富因遇交通事故需截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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