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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扫一扫看新闻

“盲人由于视力低下甚至完全失
明，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学习、工作和
社会交往等方面带来许多困难，容易
产生自卑、孤独感、焦虑抑郁、怨恨、脾
气暴躁、敏感多疑、依赖家人、缺乏安
全感等心理问题。”市中心医院精神科
主任、主任医师方向明表示，盲人眼前
的黑暗让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一些特殊
性,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人生也是黑
暗的。让他们走出心理困境，既需要社
会的合理关爱,又需要盲人自身正视
现实，积极调整。

那么，视障人士该如何调整自己
的心态呢？方向明建议：

正确对待失明问题，积极乐观地
生活。

认知决定情绪。要知道，生老病死
是自然规律，任何人都可能生病，无非
是什么时候生病，生什么病，严重不严
重的问题。因此，盲人朋友失明了，要
学会接纳自己的生理变化，这样就会
减少烦恼、不愉快等不良情绪。要明
白，残疾可以是一堵墙，也可以是一座
桥。失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整日郁郁
寡欢无所事事消耗自己的生命。失明
后，人的触觉、听觉等其他感觉器官会
一定程度上弥补视觉缺陷而更具有优
势，更何况我们还有健全的四肢。因
此，世界上也诞生了许多失明的音乐
家、情报专家、匠人大师等等。

积极参加社会交往，提高社会适
应能力。

人是社会的人，是群体动物。每个
人都需要社会交往，通过社会交往获取
各种信息来开阔视野；通过社会交往来
加深亲情，结交朋友并获得一定的心理

支持；通过社会交往使自己心情开朗，保
持心理健康；通过社会交往使自己融入社
会大家庭，提高社会适应能力。通过社交
活动，我们就会发现，原来生活中有那么
多无私奉献、乐于帮助我们的人，世界是
美好的，我们并不孤单。

要保持自尊、自信。
盲人朋友要正确对待自己，要自尊，

要对自己充满信心，不要自暴自弃。要知
道，残疾只是人生磨难的一种，但这丝毫
不意味着你在任何方面比健全人低一头。
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困难和矛盾不逃
避。常向光明处看，不往黑暗处钻，使自己
成为一个心胸开阔的人。

烦心事要说出来，学会不良情绪正
确宣泄方法。

烦心事就像垃圾，闷在心里会让自
己不健康。我们要把这些心理垃圾倒出
去，才能保持心理健康。因此，我们一定
要把烦心事跟家人同事或要好的朋友说
出来。如没有地方说或不好说，就准备本
日记本写出来，或把手机录音功能打开，
把它当作最要好朋友边说边录下来。当
我们感到烦恼、抑郁、愤怒时，要知道这
些情绪都是我们自己的，要接纳它，并通
过运动、唱歌打牌等各种娱乐活动，或用
力吹气球直到把气球吹破等方式，把各
种不良情绪宣泄掉。

有事做，让生活充实起来。
知识就是力量。我们要通过适合自己

的各种学习方法学习新知识，增强本领。
培养更多有益的兴趣爱好，让生活变得丰
富多彩。我们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根据一技之长，找个工作自谋职业。这样，
会让自己觉得“虽然失明，但我是个有用
的人”。

用“心光”把人生照亮

▢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没有人愿意孤独一人走过
此生，都希望身边有人陪伴，一
起经历人生的风风雨雨，在日
升日落间感受着彼此真情的给
予。纵然第一段婚姻失败，伤痕
累累，他们的内心依然渴望觅
寻到新的另一半。

然而，再婚就像穿过一片
荆棘遍地的丛林，越过了才能
得到真正的幸福。

“是不是在感情中，女性永
远是弱者？我为了这个家付出
了那么多，为什么他就是看不
到，我做什么都是错？一次失败
的婚姻已让我痛苦不堪，好不
容易鼓起勇气再次步入，没想
到……”思妍（化名）声泪俱下
地讲述了自己的境遇。

26岁，正是一个女人最好
的年纪，而思妍却在这一年离了
婚，心爱的儿子也判给了前夫。
反观这段婚姻，和前夫4年的感
情，不说是铭心刻骨，但当初彼
此也是真心相爱。思妍感慨，“我
们走到离婚这一步，家人朋友
都觉得惋惜，却无能为力。”

思妍出生在一个特别传统
的家庭，家里的亲戚中都没有
离婚的先例，她从小也笃定牵
手就是一生。关于离婚的原因，
思妍不愿多提。在这段失败的
婚姻里，她觉得最对不起的是
儿子，自己没能给他一个完整
的家，没能让他有一个快乐的
童年。

离婚后，思妍消沉了很长
一段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排解。

“由于每个周末我才能见到孩
子，所以我就想把前五天他缺失
的母爱补偿给他，对我而言也是
一种慰藉。”思妍说，因为自己还
年轻，家人希望她能尽快走出失
败婚姻的阴霾，也尽量给她一个
轻松的环境。就这样过了一年，
思妍在家人朋友的鼓励和陪伴
下，渐渐还原成原来那个爱笑
的女子，不总宅在家里，偶尔和
朋友一起出去玩。

后来，在父母的劝说下，思
妍开始相亲，但并不顺利。她内
心对婚姻有种莫名的抵触，“有
些怕了，我输不起了。”思妍说。

直到 5 年前，思妍遇见了
晓旭（化名）。晓旭比思妍大 3
岁，离异，带着一个女儿生活。

“刚开始，我俩相处得不错，也
是我单方面觉得不错。”思妍
说，晓旭很绅士，有时候不用多
说，他就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
意思。相处两个月后，晓旭开始
带着女儿和思妍一起吃饭。6
岁的女儿长得非常漂亮，很懂
礼貌，思妍和她相处得非常融
洽。也许是因为女儿，晓旭对思
妍敞开了心扉。

再后来，两人开始见双方
父母，一切都挺顺利。“我也曾
问过自己，是不是已经准备好
再次步入婚姻？这次是不是能
经营好？我们能否携手走一辈
子？”思妍说，其实，这些问题都
是没有答案的，但当时的自己
有信心，觉得彼此都经历过一
次失败的婚姻，应该能做到互

相理解，互相包容。在家人的祝
福下，思妍嫁给了晓旭。婚后的
日子最初也很幸福，慢慢地却
滋生了许多烦恼，根源则是因
为孩子。

“每个周末，我儿子会来我
和晓旭的新家，我也会买一些
好吃的，给两个孩子做一桌美
味。我怕儿子在新家会拘束，所
以吃饭时都会给他夹菜，当然
也会顺带着给晓旭的女儿夹。”
思妍说，饭后，她会带着儿子女
儿一起去公园玩，或者是去商
场购物。思妍自认为两个孩子
虽然有差别，但自己已尽量一
碗水端平。可晓旭却不这么看，
也不喜欢思妍的儿子，甚至有
些抗拒，认为思妍偏心儿子，就
拿做饭来说，儿子一来，菜品都
丰盛了起来。

婚后一年，晓旭与思妍商
量是否想再要个孩子，属于他
们两个人的爱情结晶。但思妍
担心儿子会有心理负担，所以
就以工作压力大为由拒绝了晓
旭的要求，并阐述了自己现在
不想要孩子的一些观点。“还以
为他会理解，可是我错了。”思
妍说，也就从那时起，晓旭开始
明显地针对每到周末就来陪自
己的儿子。“他会当着两个孩子
的面说我偏心，说我对儿子和
女儿的态度不一样。”思妍说，
久而久之，女儿对她也有了敌
意，儿子周末也不愿来家里，更
不想跟晓旭接触，以至于原来
定好的每周末陪伴变成了一月
一聚，这让她很痛苦。

思妍也曾想和晓旭谈谈，
但终是不欢而散。晓旭觉得思
妍自私，对两个孩子的态度有
差别，思妍将更多心血倾注在
与前夫生的儿子身上。思妍感
到无语，为什么晓旭不能和自
己一样，平等地去对待自己的
儿子？

如果继续这段婚姻，必然
注定自己和儿子越走越远，思
妍陷入了迷茫。

◎记者手记＞＞＞
婚姻之所以会失败，最大

的原因是彼此互不理解对方，
所以无法沟通，甚至连沟通的
欲望都没有，各自埋怨对方的
不好，甚至不能容忍，导致彼此
渐行渐远，婚姻走到尽头。

再看思妍的第二段婚姻，
虽然与晓旭结为夫妻，但离婚
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她，她一直
沉浸在对儿子的深深愧疚中，
为了弥补，她把每个周末的时
间都献给了儿子。而让两人产
生矛盾的导火索，正是思妍为
了照顾好与前夫的儿子，竟然
成为不生孩子的理由。这样的
做法难免给晓旭一种“人在曹
营心在汉”的感觉，让他的再婚
感受不到幸福，让他和妻子的
心越走越远。

再者，再婚的家庭，不要奢
望新伴侣与孩子一拍即合，这
需要时间来打磨。不过，再婚虽
然是一片“荆棘地”，但只要夫
妻用心经营，学会智慧生活，同
样会收获幸福。

如何走过
再婚“荆棘地”？

案例：一起携手走过了近
30个春秋的夫妻双方程某（男
方）与赵某（女方），因家庭生活
琐事，矛盾不断并愈演愈烈，最
终走上了诉讼离婚的道路。在
法院审理过程中，程某和赵某
有一事始终争议不断，就是位
于市区的一套房产，赵某认为
该房产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予以分割，而程某矢口否决。

法院经审理查明，该房产
是程某在 2006 年向自己的父
母购买的，但奇怪的是，因为该
房产是程某父母的唯一住房，
因此《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
该房屋仍由程某父母长期居
住，程某一家三口也从未居住
于此。并且，法庭上赵某始终无
法提供买卖房屋应支付房款的
途径和凭证。

原来，该房产是学区房，程

某为达到“户房一致”的要求，
与父母协商签订《商品房买卖
合同》，并将该房产过户到自己
名下，并没有真正的资金往来，
不符合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中
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也就不
具有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性。
因此，该房产不能以夫妻共同
财产来主张分割。

法官说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143条第2项规定，
意思表示真实，民事法律行为才
有效力。而程某与其父母的这起
没付房款的商品房买卖交易的
真实意思是为了婚生女儿读书
需要“户房一致”才能被优先录
取这个因素。因此这是一起虚假
的商品房买卖交易，故该交易不
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性，因
此法院认定该房产不能以夫妻
共同财产来主张分割。

房产证上写着你的名字
房子就一定是你的吗？

爱爱能带来光能带来光
照亮照亮黑暗温暖人生黑暗温暖人生

▢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当我们沉浸

于迷人的秋景时，有这样一群人——

身处黑暗，看不到四季的变化，却依然

深爱着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在我们身边，流传着许多关于盲

人的“神话”，比如他们能用耳朵听出

对方是站着还是坐着，比如他们的其

他感官的灵敏度异于常人……

近日，记者走进这个群体发现，他

们虽然经历着难以想象的不便和磨

难，但他们期望自己成为一个自尊自

立的人。为此，他们一直在努力找寻和

捕捉“光”，照亮失明的黑暗。

几十年来，王行（化名）穿
梭于家和工作单位之间的 4 公
里路途上。先天失明的他，借助
站台好心人的提醒登上正确的
公交车次。到站下车后，通过手
杖和对周遭环境的熟悉磕磕绊
绊地走到工作单位。

在王行看来，相较于眼睛
识路，他的做法既不高效，也不
神奇。“我们常常会遇到健全人
意想不到的尴尬。比如，我学的
是盲文，不会写字，需要签字时
很为难。现在很多地方用触摸
屏，我也没法操作。还有，路口
看不到红绿灯而不敢过马路，
盲 道 被 占 用 时 就 不 知 道 怎 么
走，等等。”王行说，他们没有那
些 传 得 神 乎 其 神 的“ 特 异 功

能”，很多时候需要别人搭把
手，行个方便。

快到花甲之年的王行，经营
一家推拿馆维持一家的生计。业
余时间，他喜欢打开收音机听一
听新闻，坐公交车在义乌转一
转。他说，现在残疾人证的“含金
量”越来越高，无障碍设施越来
越完备，政府补贴和关爱越来越
好，这让他感到幸福，同时他也
依然感念于十字路口的搀扶、公
交车上的让座。

“社会上对我们这个群体
还有一些误解。当然残疾是一
种遗憾，但也赋予我们机会感
受亲情的包容、爱情的甜美、友
情的珍贵。”王行说，“所以，请
不要对我们另眼相看。”

“我们不愿意被另眼相看”

燕琴（化名）是一位爱笑的盲
人女孩，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在用
两手的食指配合摸读盲文书籍，
查阅盲人按摩相关知识。

打开一本本盲文图书，燕琴
指尖轻轻地触摸那六个变化不定
的凸点，作为盲人专用的文字，盲
文像一束希望之光照进了燕琴的
生活，盲文图书这条通往知识世
界的特殊桥梁，让燕琴掌握了新
的技能。

今年28岁的燕琴，在19岁那
年突然失去了光明，至今没有明
确的医疗诊断，据母亲说可能是
幼时那年的一次低烧为视力损
伤埋下了隐患。“那时，我很绝
望，曾经色彩斑斓的世界突然变
成了漆黑一片，仅剩的一点光感
让我只能辨别白天和黑夜，我想
过轻生、放弃。”如今，燕琴可以
笑着回忆青春期的痛苦经历。她
说，曾经的她很内向，也不爱表

达自己，看病住院的日子里，同
病房的老人家总是唉声叹气，善
良的她就开导这些病友，与他们
聊天、讲故事，慢慢地她主动向
别人敞开了自己的心扉，温暖了
他们，也治愈了自己。

两年多的治疗无果，燕琴开
始去盲校学习，从头开始学习盲
文、钻研盲人按摩手艺。“现在很
多盲人朋友在为公众号做配音，
我也在家练习，尝试做配音，多
一份收入。”燕琴还说，现在的手
机有读屏软件，和朋友沟通也很
方便。

从逐渐失去视力至今，燕琴
已经在黑暗中行走了近10年。工
作、出行、网购，失去光明的这些
年里，燕琴一直在摸索着、探寻着
打破固有的盲人圈子，她爱点奶
茶、习惯网上购物、乐于接触新科
技，比起被精心照顾和过滤后的
盲人世界，她更渴望科技的发展
能让她平等、有尊严地融入健全
人的生活。

最近，燕琴通过网络接触到
一个“盲人出行计划”，为盲人提
供使用盲杖教学和一些出行“攻
略”，从而提高独立出行能力，她
说：“能独立出行，是我出去工作
计划的第一步，世界那么大，我也
想去闯闯。”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闯闯”

对于视障人士来说，失明带给自
己的是生理、心理的双重打击。方向
明提醒，健全人在与盲人朋友们相
处、沟通时，需要避免以下几种心理：

1. 怜悯。对盲人的怜悯之心是
理解、关心、帮助他们的基础，但仅
有怜悯是不够的。盲人也是与普通
人一样平等的人，他们有自尊，渴望
得到尊重、理解、关心和帮助。

2.恐惧。盲人生活的艰难、外貌
的异常等会让一些人对盲人心存恐
惧。其实盲人和普通人一样，并不可

怕；相反，他们作为视力有残疾的人生
活在社会里，处处都感到不方便，他们
对这个世界也有一种恐惧心理，因此，
我们要经常与盲人交流，给予关心关
爱，让他们有安全感。

3.迷信。一提起盲人，有些人马上
会与“算命”等封建迷信联系起来，觉
得盲人神秘莫测，很“灵验”。其实不
然，他们只是从不同的来者中综合各
方面的信息，进行简单的心理推导而
已。许多盲人都有正常的工作，不能把
盲人与迷信等同起来。

与盲人相处切勿存在三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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