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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不瞞您說其實不瞞您說，，有一個階段有一個階段，，我和他我和他
爸都不能一起談他的事兒爸都不能一起談他的事兒，，只要一談起他只要一談起他，，
我們倆肯定要吵架我們倆肯定要吵架。」「。」「但是現在再回頭來但是現在再回頭來
看看，，我覺得這二十多年來帶康睿如果說有遺我覺得這二十多年來帶康睿如果說有遺
憾和教訓的話憾和教訓的話，，那就是父母一定不要當着孩那就是父母一定不要當着孩

子的面吵架子的面吵架。」。」回首二十多年來一路走過的風風雨雨回首二十多年來一路走過的風風雨雨，，賈靜賈靜
誠懇地向其他父母道出了上面的話誠懇地向其他父母道出了上面的話。。

康睿小的時候康睿小的時候，，賈靜四處帶着他進行各種檢查賈靜四處帶着他進行各種檢查，，求醫問求醫問
藥藥，，但卻沒有任何確切結果但卻沒有任何確切結果，，她為此感到異常痛苦和無助她為此感到異常痛苦和無助。。
而康睿爸爸一度則誤認為而康睿爸爸一度則誤認為，，孩子這樣是不是因為媽媽帶得太孩子這樣是不是因為媽媽帶得太
嬌慣了嬌慣了，，是不是教育的問題是不是教育的問題。。賈靜對此感到特別委屈賈靜對此感到特別委屈，，她覺她覺
得自己天天這麼辛苦地帶着孩子得自己天天這麼辛苦地帶着孩子，，丈夫竟連一句安慰的話都丈夫竟連一句安慰的話都
沒有還要質疑自己沒有還要質疑自己。。於是於是，，夫妻夫妻「「大戰大戰」」經常一觸即發經常一觸即發。。

「「那時他還小那時他還小，，我們倆當着他的面吵架我們倆當着他的面吵架，，他在旁邊好像沒他在旁邊好像沒
聽見一樣聽見一樣，，看上去完全沒有任何反應看上去完全沒有任何反應，，我們也就認為這對他我們也就認為這對他
應該沒什麼影響應該沒什麼影響。」「。」「但是但是，，現在現在，，有時我和他爸在家說有時我和他爸在家說
話話，，有時我嗓門一高了有時我嗓門一高了，，他就會趕緊跑過來他就會趕緊跑過來，，說說『『媽媽生氣媽媽生氣
了了，，媽媽別生氣媽媽別生氣，，我聽話我聽話，，我聽話我聽話。』」。』」在賈靜看來在賈靜看來，，這是這是
夫妻倆在兒子小時候吵架給他無形中造成的陰影夫妻倆在兒子小時候吵架給他無形中造成的陰影，，她對此深她對此深
感愧疚感愧疚。。她反思道她反思道，，父母的情緒其實會影響到孩子的情緒父母的情緒其實會影響到孩子的情緒，，
給孩子造成不安和焦慮給孩子造成不安和焦慮。。

隨着對兒子病情的逐漸認識和了解隨着對兒子病情的逐漸認識和了解，，夫妻二人也慢慢更多站夫妻二人也慢慢更多站
在對方的角度去彼此理解和互相扶持在對方的角度去彼此理解和互相扶持。。賈靜說賈靜說，，後來她漸漸自後來她漸漸自

我調節我調節，，走出了那種負面情緒的困擾走出了那種負面情緒的困擾，，心態心態
也平和了下來也平和了下來。。她意識到丈夫她意識到丈夫

其實無論在經濟上其實無論在經濟上，，還是還是
精神上精神上，，壓力也都非常壓力也都非常
大大，，也很痛苦和難受也很痛苦和難受，，
只是作為男人他沒有表只是作為男人他沒有表
達出來而已達出來而已。。她說她說，，

「「作為父母作為父母，，我們倆我們倆
其實都沒有退其實都沒有退

路路。」。」

和很多自閉兒的父母一樣，在康睿很
小的時候，賈靜就經常發愁，他長大以後
怎麼辦呀？感覺看不到一點希望。如今，
看到孩子長大了，一天比一天懂事兒，並且
在社會和好心人的幫助下，還能夠慢慢地融入
社會，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她由衷感到欣慰。但
與此同時，隨着自己年紀的增加，她又開始為將

來可能面臨的殘酷現實感到擔憂。
「我今年已經五十多歲了，哪天我和他爸爸都沒了以

後，他該怎麼辦呢？」採訪中，堅強而樂觀的賈靜坦言面
對將來難免擔憂。她了解到，現在社會上為低齡自閉症孩
子服務的機構雖然不少，但面向大齡的基本上沒有。
採訪中，談到以前有沒有想過再要一個孩子時，賈靜

說，想過但最後還是覺得如果再要一個的話，那肯定就相
當於把康睿放棄了，他們實在於心不忍。
賈靜和愛人曾設想，將來有一天，一家三口一起去同一

家養老院，然後等他倆沒了以後，兒子可以繼續在那裏養
老。但現實中，卻很難找到這樣的地方，她打聽過的好多
養老院都不接收自閉症患者，而且可能連他們自己將來都
會面臨着因為子女不能做擔保而無法入住養老院的難題。
賈靜希望，將來社會上能有一些給大齡自閉症患者提供

服務的機構。「至少在我們沒了以後，有那麼一個地方能
夠接受他們。我們也不奢望他們過多少好的生活，只要他
們活着時能有尊嚴，快快樂樂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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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有這樣一群人，他們將自

己世界的大門緊緊關上，把自己封閉起

來，外界的愛恨情仇與喜怒哀樂，彷彿

都和他們無關，在外界看來，他們游離

於世界之外，他們孤獨、冷漠、封閉，猶

如黑夜裏的星空，他們就是自閉症患者，

一群被稱為「來自星星的孩子」。康睿就是

其中一員，同時他又是北京一家書店的美術設

計師。從不會說話到設計師，這一切都離不開康

睿平凡而又偉大的媽媽，一位努力走近孩子世界的

天使，一路以來春雨潤物般的愛與付出。

每周四一大早，康睿都會在媽媽的陪伴下準時來到位於北京西三環
的外研書店的畫室進行創作。他主要負責繪製書店的大部分活動

海報，以及一些文創產品的原稿。三年前剛到這裏時，康睿曾因為說
話聲音太大驚擾到顧客，也曾因為把書架上的書按自己的理解擺列而
好心辦「壞事」……但是，隨着人們對康睿和自閉症的認識與了解，
同事和讀者們不再擔心和害怕，他得到了更多的寬容與理解，也逐漸
融入到書店的工作。他畫的活動海報、二十四節氣書籤、大學新生會
員卡等都給廣大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材施教培養畫畫才能
時光倒回到1999年，那一年，賈靜迎來了自己的兒子。她給兒子起
名康睿，希望他健康睿智。然而，當康睿兩歲左右時，賈靜發現他不
會像其他同齡的孩子一樣咿呀學語。三歲多時，康睿終於學會了一句
廣告詞，但刻板行為卻越來越嚴重，甚至連散步如果不走固定線路都
會哭鬧不止。面對這樣的狀況，賈靜深感無助，甚至失聲痛哭。
幾經輾轉，五歲半時，康睿被正式確診為自閉症，並在醫生的建議下進
入北京一家特殊教育學校。那時，康睿既不會跑、跳等大動作，也不會精
細動作，筆只會大把抓不會拿，畫畫對他而言更是不可想像的事。在老師
的指導下，賈靜每天用小軟刷刷康睿的手進行脫敏治療，堅持了一段時間
後，康睿對拿筆不那麼抵觸了。在學校，老師們發現，康睿上課時絕大多
數時候都處於游離狀態，只有在美術課上能集中一會注意力。於是，學校
因材施教，開始着重培養康睿畫畫才能。
慢慢地，賈靜也學到了不少有關自閉症的專業知識，漸漸知道了怎樣可
以幫助到孩子，該如何教育他。她嘗試着盡量去理解兒子，用各種能讓他
聽懂的交流方式，走近兒子的世界。在家裏，賈靜按照老師的要求，給兒
子準備很多紙，給了兒子充分的畫畫空間和自由。「那時候，他在家裏想
在哪畫就在哪畫，床單上、牆壁上……家裏到處都是他畫的東西，甚至連
康睿爸爸的一本本書上，都經常是他畫的畫。」

外研書店伸出工作橄欖枝
其實，早些年，康睿爸爸面對兒子的狀況曾一度非常苦惱和失落。
但是，有一天，當他看到康睿的畫作，發現兒子還「真能畫出一些東
西，還多多少少真挺像那麼回事」時，這位父親由衷地為兒子感到欣
慰和自豪。他隨之一改之前的悲觀消沉，變得積極起來，他開始主動
接送康睿，周末不上班時陪同孩子上課和參加各種活動，父子倆的關
係也變得越來越好。
功夫不負有心人。短短幾年時間裏，康睿的繪畫作品在各種大大小小的比
賽中多次獲獎，家裏的獎盃和證書也堆了一大堆。斗轉星移。2018年，康
睿從特殊學校高中畢業回到家裏，每天無所事事，也沒有什麼與社會接觸的機會。賈靜為此感到焦慮，擔
心花了十幾年幫助兒子掌握的一些社交和生活技能，會因為與社會脫節而被打回原形。在一次畫展上，外
研書店總經理付帥看到康睿的作品後毅然向他伸出了工作的橄欖枝。最近，康睿正在畫五十六個民族的明
信片。賈靜說：「我現在看見康睿在書店、在家裏忙碌地畫畫的樣子，真是非常地欣慰和欣喜。」

幫母捏肩捶背做家務
過去很多年間，不管賈靜多傷心或多難受時，康睿彷彿都完全無動於衷。但是這兩年，有時賈靜
生病難受了，康睿會走過來學着媽媽以前照顧自己的樣子，給她捏捏肩、捶捶背。這些在常人看來
再平常不過的小事，也令賈靜感慨萬千。
現在，有時候，康睿也會和賈靜搶着幹一點家務，他會說，「媽媽，我幫你幹，你歇會兒，你這
樣會老得『慢』。」「其實，他幹得並不好，甚至經常惹出的麻煩還不如我自己幹呢。」但每到這
時，賈靜還是會覺得，「過去這麼多年雖然受了那麼多苦和累，但是還是挺值得的。」賈靜常聽人
說，自閉症的孩子，沒有什麼感情，但她卻堅信，他們其實還是有的，只不過他們可能不會像正常
人那樣流露和表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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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父母沒有退路」

盼社會
為大齡自閉症提供支援

在現有的科學條件下，自閉症尚無法治癒，但是經過科學的感統康復
練習，不少自閉兒能夠取得一定進步。
康睿剛到書店工作時，同事們發現，他不僅可以進行一些簡單的交
流，還詞彙量和知識豐富，且多才多藝，除了擅長畫畫，還能唱幾段京
戲，吹黑管，打籃球。賈靜由衷感慨，康睿之所以能有今天這個樣子，
離不開她和孩子爸爸長年累月的親自陪伴與教導、堅持和耐心，也離不
開學校和社會的支持、幫助、理解與包容。
賈靜說，作為家長，首先逃避不了對孩子應該承擔的責任，如果有條

件一定要親力親為，自己帶孩子，不要輕易將孩子交給其他人帶。她解
釋說，並不是說其他人不負責或不好，而是因為無論是誰，始終都代表
不了父母所能給予孩子的那種愛與耐心。

說得不對及時糾正
在康睿開口學說話後，夫妻二人日復一日不厭其煩地和他說話、交
流、糾正。自閉症孩子剛開始說話時，只會機械地重複，其實並不真的
會用。賈靜只要發現兒子說得不對時，就馬上提醒他，教他應該怎麼

說。「因為如果當時不糾正回
頭再說他就會不知道你在說什
麼了，而且可能經常一句話教
一個月、兩個月都沒有效果，
甚至很多日常生活中的用語，教
了兩年還是不會，但只要不氣餒，一
點一滴的日積月累，慢慢還是會看到效果。」
自閉症的孩子雖然特殊，但賈靜總結自己和認
識的一些朋友經驗認為，在孩子小時候還是要對
他們的行為設立一個底線，不能讓孩子突破這
個底線，一旦孩子突破這個底線時一定要及時去制
止，否則大了以後很多壞習慣就再難以糾正，最後甚至完
全沒有辦法再帶出家門。
賈靜曾遇到一些家長，認為對孩子的一些壞習慣也說過，但不
管用，乾脆就不管了。「但其實不是，可能你當時說的時候，孩子
並不理解你說的是什麼，所以可能不管用，但是如果你不斷不厭
其煩地說，慢慢地不斷強化，孩子總有一天就會慢慢明白並逐漸
改正。」賈靜說，要多鼓勵孩子、肯定孩子，同時該管的時候家長
還是一定要管，不能不管。

●康睿繪畫收穫的獎狀獎盃。 受訪者供圖

●●康睿繪畫作品康睿繪畫作品。。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康睿和媽媽一起康睿和媽媽一起
寫生寫生。。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親力親為 設立底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北京報道

●康睿在外研書店畫室繪畫。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