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女兒果果，是一個有夢想的13歲女生。她
喜歡文學，曾在網絡論壇上模仿《哈利波

特》的文風，寫了連載小說，至今還有很多書迷催她
更新；她充滿靈性，有一次她爬上一米高的樹，在樹
杈間坐着看書，我提醒她危險，她卻說『我和樹是一
體的』，這句話現在回想起來，雖然詩意，卻又彷彿
是一句不太好的讖言。」郭爽說。
2016年9月，果果因腦血管畸形導致腦部位大量出

血突然離世，從病發入院到宣告不治，不到48小時。
「宣布果果腦死亡的時候，我們在巨大的悲痛下，精
神是恍惚的。醫生說，你們還有一個選擇，把孩子的
器官捐獻給有需要的人，我和孩子的爸爸幾乎異口同
聲：我們同意。那是一種本能，是我們能為女兒做的
最後一點事情。」郭爽說，經過重慶紅十字會人體器
官捐獻協調員介入協調，果果捐獻的角膜、腎臟和肝
臟，使五名病人重獲新生，也讓五個家庭得到拯救。

聽到受捐者錄音 彷彿女兒回應
由於器官捐獻必須以「雙盲」為原則，郭爽夫婦並不
知道女兒的器官現在跳動在誰的身體裏，受捐者也無從
得知捐獻器官者的身份。但在一次電視台的採訪中，郭
爽夫婦幸運地聽到了兩段媒體提供的受捐者錄音。
「我是一名有着14年透析經歷的尿毒症患者，感
謝你們作出了器官捐獻的決定，這個決定讓我重新拾
起了對生的希望。受捐的腎臟在我的身體裏一直健康
地住着，我常常對它說，我們一定要好好地活着。」
這是一名用重慶方言說話的女子。
「我是一名大學四年級的女孩，當我患上右眼角膜白
斑症後，便一直在等待角膜移植手術。我一直以為我的
後半生會在黑暗中度過，但我沒想到的是，我意外獲得
了你送我的光明禮物。是這隻珍貴的眼角膜，讓我重新
返回課堂，重新拾回光明。在這裏我想對你們說，謝謝
你們的無私。」
他們的聲音真實而有力，余江、郭爽夫婦彷彿聽到
女兒在遙遠地回應，不由得淚流滿面。在郭爽的朋友
圈中，她寫道：「果兒的故事不僅僅是我們家的事，
也許能推動國家人體器官捐獻的發展，讓更多人了
解，生命的長短我們不能決定，但讓果兒的生命永恒
精彩，是我們此生作出的最有意義、最有價值的決
定。」

感謝受捐者 讓女兒得「重生」
如今，郭爽夫妻從捐獻志願者成為一名器官捐獻的
傳播者，在各種活動中宣傳器官捐獻。在全國人體器
官捐獻緬懷紀念暨宣傳普及活動上，郭爽說：「我們

覺得女兒沒有離開，她依然跟我們一起呼吸着同樣的
空氣，沐浴着同樣的陽光和雨露，生活在同一個星空
下，女兒還和我們在一起。我感謝接受女兒器官的
人，是你們讓我女兒的生命得到重生！」
去年6月，郭爽在北京參加中國移植運動會暨中國
器官捐獻日活動，當看到那些因為接受器官移植而重
新奔跑的身影時，她不禁熱淚盈眶：「死亡自然而然
就發生了，而通過器官捐獻，讓生命更永恒，那是我
們唯一能做的事情。」

開設輔導中心 解決家庭問題
郭爽的本職是一位從事家庭健康教育的社

會工作者，也是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2016
年10月，果果離開還不到一個月，郭爽用
親朋好友的慰問金成立了crystal水晶基金，
並購買了價值10萬元人民幣的100份「愛心
1+1」孤兒重大疾病公益保險，捐贈給偏遠
山區的100名孤兒。她還創立了藍海幸福家
庭心智輔導中心，幫助更多家庭解決困難。
「從前，果果很自豪我有這份事業，她常常
對老師和同學們介紹，自己的媽媽是一個幫
助家庭走出困境、幫助『問題學生』走出消
沉的人，她為我的事業自豪。」郭爽說，果
果走後，她將大部分精力用於幫助更多家庭
走出困境，果果如有知，會為自己的母親感
到驕傲的。
每周三晚上，郭爽都會主持召開家庭教育講座，與許
多父母們一起討論分享育兒中的難題與解決辦法。「現
在許多家庭，父母與子女關係緊張，比如孩子沉迷手
機，是父母非常頭疼的問題。我常常講述一個觀點，在
孩子小的時候，父母用手機、電視代替了親子活動時
間，孩子長大後理所當然認為手機是快樂的源泉，不可
以強制性去剝奪孩子們的快樂，孩子是家庭的鏡子。」

引進公益項目 助童建安全感
2018年，郭爽將關愛留守兒童的公益項目之一
「開心屋」公益項目引進重慶。這是一個植入心理學
元素的兒童遊戲，旨在為6歲至12歲缺少關愛的兒童
建立心理安全感，改善兒童與老師、同伴、父母的關
係，讓孩子健康發展。在「開心屋」的活動中，郭爽
不斷向孩子們傳遞「你是被允許的，你是被接受的，
你是被愛的」這樣一個訊息。她希望，通過「開心
屋」項目讓更多孩子笑起來，擁有一個健康快樂的童
年。孩子們非常喜歡郭爽，有的稱呼她「哥們」，有
的稱呼她「姐姐」，還有的稱呼她「郭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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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智慧是重慶首位器官捐獻的協調專員，目前重慶
有四分之三的器官捐獻案例都由她經手參與，她的工
作需要24小時隨時待命，無論是凌晨還是正午，只要
有生命垂危的病人願意捐獻器官，她就必須在捐獻者
死亡前趕到現場，陪伴家屬與死者告別，見證實施捐
獻手術……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幾千年來都信奉「入土
為安」的國度來說，「器官捐獻」是對傳統的挑戰，
有時，米智慧還會接到不理解的人打來的辱罵電話。
此外，米智慧也需要尋找潛在捐獻者。最初，她和
同事們跑20個「潛在者」，只有1個人願意捐獻。好
在這些年，情況一點點發生變化，實際捐獻率也在逐
漸擴大。如今平均10個「潛在者」就有1個願意捐
獻，雖然數據離米智慧的期望值依然差很遠，但從這
項工作的發展來看，正朝着一個好的方向行進着。

望器官捐獻成社會常態
提到郭爽夫婦，米智慧印象非常深刻：「果果一家
是非常難得的捐獻者，他們毫不猶豫地信任、支持器

官捐獻事業。如果我們的社會像郭爽這樣的人更多一
些，我們器官捐獻協調員就可以『失業』了，我最大
的願望是早點『失業』。如果有一天，我的職業消失
了，那就意味着器官捐獻已經被大多數人接受了。我
希望大家都能形成器官捐獻的共識，讓器官捐獻成為
一種常態。」

面對媒體時，郭爽一次又一次
提起女兒的過往，但她不懼怕屢
屢追思帶來的悲痛，她享受着、
反覆咀嚼着記憶深處母女相處的
甜蜜。「我永恒的女兒，讓我們
做了永恒的父母。」郭爽引用作
家周國平的話說，「我女兒以另
一種形式活着，我常常能感受到
我們母女之間的連接，每每思念
她，也是在觸碰她、連接她。」
她的手機備忘錄裏，有許多關

於果果的記錄片段。比如2015
年6月，郭爽在自己的手機裡寫
下這樣的日記：「傍晚，小丫頭
說要完成一篇自然筆記。是什麼
呀？我好奇地問。女兒說，我也
不知道，出去看看唄……我們手
牽手出發了。女兒說：『媽媽，
你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媽
媽』，你有兩個身份……後來，
小丫頭找到開着水葫蘆花的小池
塘，她拿着小板凳、包包，在池
塘邊專注地邊觀察邊畫畫。」這
樣的「媽媽日記」，郭爽每換一
部手機，就把它們重新導入，精
心保存着。
她還展示了手機相冊裏女兒與

爸爸的合影：「這張是我們去釣
魚，這張是和她爸爸一起看書，
這張是在江邊，孩子和爸爸一起
扔石頭……」郭爽邊翻看照片邊
介紹，眼底流露着溫柔。「我很
遺憾，沒有我自己太多與果果的
合影，大多數時光我是拍攝者，
他們父女的合影是不少的。」：早點失業是最大願望

採訪前的準備，曾令我深感艱
難：如何採訪一位失去女兒的母
親，如何提出諸多殘忍問題，如何

讓一名母親再三講述悲痛經歷中的瑣碎細節……但採
訪時，這些在郭爽女士懇切誠摯、深情款款的講述
中，漸漸全部消融。

「我是一名資深的心理諮詢師，擁有國家二級心理
諮詢師認證，但是在女兒離開我的那段時間裏，我覺
得什麼都抓不住。我是麻木的，我的先生也是麻木
的，我們把自己鎖在創傷膠囊裏。她走的第二年，我
通過冥想，與我的果果對話、傾訴、正式告別。後
來，我又使用了心理學專業領域內許多處理悲傷的方

法，終於可以勇敢前行。」
郭爽女士說，採訪的前一天，她坐在公園的鞦韆上，

想着「我家果兒最會蕩鞦韆，不用誰推就能蕩很高，媽
媽就一直學不會」。然後神奇的事情就發生了，郭爽身
體稍稍前曲，竟然自己蕩起鞦韆——和女兒一樣。「這
是一種神奇的連接，我們能感知到彼此。你說對嗎？」

郭爽告訴我，女兒的骨灰盒至今放在家中，她與丈
夫常常躺在女兒的床上，或靜靜地捱上一時片刻，或
有一句無一句地聊聊生活。「孩子的爸爸平時不顯露
什麼，但他每次去女兒的房間，都待很久很久……」
郭爽女士將對女兒的愛與思念娓娓道來，這份愛因博
大而高貴，這份思念止於哀傷、臻於慈悲。

手機保存日記
記錄當年甜蜜

思念止於哀傷臻於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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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智慧（右一）見證民眾填寫「志願捐獻登記
表」。 受訪者供圖

■果果生前與父
親余江的合影。

受訪者供圖

■郭爽展示手機留存的女兒照
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攝

■女兒去世後，郭爽投身兒童公益事業，幫助更多家庭走出困境。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