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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生发出第一声啼
哭起，命运就宣布了对她
的不公平。

由于先天患有软骨
病，这个叫肖岚的女孩的
骨质要比常人脆弱得多，

童年的她不仅不能与其他
的小伙伴嬉笑玩耍，还要

忍受别人异样的眼光。然
而命运对她的残忍不止于

此， 12 岁时，亲生父亲的
离世更让她不幸的生活雪
上加霜。但她不仅一次次
用微笑抗争命运，还开通
了“肖岚热线”，用自己

不幸的的身世和乐观的态
度，去鼓励、抚慰生活中
遇到挫折的求助者。

她说的：施比受更为
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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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玻璃璃””女女孩孩的的

施施爱爱坚坚守守
本报记者 王琳

接受央视记者采访

和“瓷娃娃”小妹在一起

肖岚为每一位拨打热线的求助者都
做了详细记录，方便以后“回访”

▲肖岚在医护人员的陪伴

下，危重病母亲过生日

生来就是“玻璃娃娃”

她慢慢理解了父亲的苦心和他常说的那句话：

这样的身体，如果再不好好学习，怎么会有出路

3 月 24 日，在奎文区苇湾小区，肖岚的家中，记

者见到了这位身高只有 1 .4 米多点的女孩。

白皙而细腻的皮肤，一双乌黑光亮的眼睛，仿佛

真的会说话。长长的头发十分干练地绑在脑后，细碎

的刘海慵懒的躺在光洁的额头上，坦白说，如果不是

身体的畸形，她是个漂亮、完美的姑娘。

她放下手中的相框，轻轻坐到沙发对面的圆凳

上，她讲起了她的故事。

1981 年，她出生在一个十分普通的工人家庭。母

亲是橡胶厂车间里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工人，父亲是

个老师，尽管家庭并不富裕，但是身为家中的独生

女，她是父母手中的明珠，快乐的成长。可是，两岁那

年，她总是伸不直的两条腿引起了父母的注意，去医

院检查的结果无异于晴天霹雳。由于患有软骨病，小

肖岚骨质疏松，严重缺钙。受医疗条件的限制，她的

病很难根治，只能通过拼命补钙缓解病情。

一转眼到了上小学的年龄，由于身体的原因，平
时的体育课她从来都不能参加，看着其他同学在外

面嬉耍打闹，年幼的肖岚心中很不是滋味。

终于有一次，她有机会参加班里的放风筝活动，

兴奋的她还没来得及将手中的风筝放飞，一个手里同

样拎着风筝的男生背对着朝她跑来，肖岚狠狠被撞飞

了出去。随着一声惊呼，她应身倒地，左胳膊骨折。经
过这次意外，老师、家长统统对她下了“禁令”，更不会

再因为她的苦苦哀求
而同意她参与活动，这

让肖岚从此彻底与体

育课“绝缘”。

这时候，要强的

肖岚便总是躲在班里

学习，或是出黑板

报。由于能画

一 手 好

画，成绩

又稳居班中第

一，肖岚在同学中慢

慢有“地位”起来。

“直到小学毕业，期中、期末考

试，我的成绩都是双百。”肖岚说，身为老

师的父亲对她的要求十分严格，只要哪次考试

不是第一名，总是免不了挨一顿狠揍。

那时候，她对父亲的“残忍”并不能体会，直到后

来，她才慢慢理解了父亲的苦心和他常说的那句话：

你这样的身体，如果再不好好学习，怎么会有出路？

咬牙放弃求学机会

一个月过去了，肖岚挣到了人生“第一桶金”，细

细算下来，挣了 400 多元，比母亲的退休金还多呢

肖岚说，进入初中的第一年，父亲心肌梗塞去世

了，当时她就觉得，家里要塌天了。

当时只有 12 岁的肖岚，还不懂得咒骂命运的不

公平，她只是单纯地想，为何比起其他同学，自己这么

“特殊”，如

此“倒霉”。

父亲去世后，养家的重担就落到了母亲一个人身上。

那时，娘俩住的是只有不到 20 平米的平方，自然没有通

自来水，她们用水需要走过一条街，到公共打水处去抬

水。常年在车间高强度工作，已经压垮了母亲的身体，因

患风湿性关节炎和强直性脊柱炎，她根本没法一个人挑

水回来。而肖岚的身体更是承受不了那样的重量。

每到周末，肖岚的亲姨就会到她家中，帮着她母亲打

好一缸水，娘俩必须省吃俭用，以靠到下个周末。生活就
这样艰难地前进着。

周围一个邻居，看她们母子相依为命十分可怜，便给
她母亲介绍了一个前妻去世的男人。如果他们能重新组
建家庭，相互扶持下，生活能稍微轻松些。

“那时候就想，我和妈妈终于不用再去求别人给我们

抬水了，没什么不好。”乐观的小肖岚用她独有的“孩子思

维”接受了这位继父，没有排斥，亦没有欢喜。毕竟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即使再勇敢，也需要依靠的力

量。

说到继父，肖岚脸上充满了尊重和感激，她说

幸亏有他，十多年来不离不弃，照顾卧床不起的母

亲。1998 年，肖岚的母亲终于够了退休年龄，从橡
胶厂退休下来后，本以为可以享受轻松的生活，可
是第二年，她的风湿性关节炎和强直性脊柱炎病

情却突然加重。由于关节疼痛难忍，她的母亲只能

卧床休息，这一趟便是十几年。

那时的肖岚刚刚初中毕业，父亲辞去工作专
心照料母亲已经没了收入，全家人只靠母亲三四

百元的退休金根本无法维持生活。纵使心里有十

万个不情愿，学习成绩一向优秀的肖岚还是忍痛

放弃了上高中的机会。

肖岚曾做过一年的小买卖。那时候正值夏天，

刚刚毕业的肖岚想不出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快速

来钱”，这时她想起以前在潍坊老技校门前有一位
卖冰棍的阿姨，每天都有很多学生光顾，生意非常
好。想到这里，她找到这位好心的阿姨，向她请教

卖冰棍的各种“技巧”，从哪里进货，如何冷藏，怎

样开口叫卖等等。学了“艺”，她开始有样学样地做
起了冰棍生意。

一个月过去了，肖岚挣到了人生“第一桶

金”，细细算下来，挣了 400 多元，比母亲的退休

金还多呢。

听到骨骼断裂的声音

直到现在，她的腿上依旧钉着钢板，从大

腿根部一直到膝盖处

虽然生意都非常成功，但是肖岚却越来越

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没有一技之长，是不可能

在社会上立足的。她开始报名参加各种技能培

训班，美容师、化妆师、营养顾问等等。

肖岚说，那时她就希望自己能是一个有用

的人，不比任何人差。2001 年，她应聘到一家互

联网公司做网站推广，工作性质决定了她需要
四处奔走拉客户。

此时城区市场已经接近饱和，肖岚便每天

坐上长途汽车，跋涉几十公里向县市区跑。肖

岚说，当时自己不少客户都是昌乐宝石城的商

户。“我的同事也曾经去找他们谈过业务，但是

都被拒绝了。”肖岚当也曾被拒绝过，但她不认

输，一次谈不成再去一次，甚至有些客户是在

被她“骚扰”过十多次的情况下才同意与她合

作的。

在这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将近一年的时间

里，肖岚的业绩一直保持着名列前茅，甚至几

次都是第一名。很多同事开始对她刮目相看，

毕竟，每天乘坐三四个小时长途车，步行好几公里四处拉

客户是健康人也很难做到的，何况是这个身形残疾的女

孩。“说不苦不累是假的，但是我不想比别人差。”肖岚倔

强地说，由于骨质疏松，长时间站立、走路时腿部会异常
疼痛。好几次，疼得受不了了，她就会坐在路边休息一下，

好些了继续走。

本以为生活就会这样下去，但厄运却再一次找上她。

2002 年的秋天，肖岚本打算去一个朋友家，替她做美容，

可是走到朋友家楼下时，一不留神从楼上摔了下去，左边
大腿骨折，腿上钉了钢板。肖岚正在从事的网站推销员的

工作只能停止。在家休养了一年半多的时间，肖岚的腿部

骨骼才慢慢恢复。

为了尽快赚钱贴补家用，她没来得及撤掉腿上的钢

板，便匆匆干了另一份职业。不料，命运没有放过她，依旧

开着恶劣的玩笑。2006 年，她在上班的路上不小心踩到了

一块香蕉皮，摔倒的那一刹那，她清楚地听到了骨骼再次

断裂的声音，她再次打了钢钉。直到现在，她的腿上依旧

钉着钢板，从大腿根部一直到膝盖处。

肖岚的家不大，但是很温馨。客厅里最扎眼的，便是

她和爱人那张大大的婚纱照，几乎占去了半面墙。在其他

橱柜上面，也同样摆着大大小小、各种姿势的婚纱照，两

人笑得默契而甜蜜，看得出来，他们的感情很好。

“我们是在救助一位患病少年的时候认识的，有些共

同的理想和追求。”肖岚顺手拿起桌角上一张照片，轻轻
抚去相框表面的灰尘。

成立“肖岚热线”

毕竟自己是一个吃过苦的人，对旁人

来说，她的经历就像一味药，谁要觉得生

活苦了，可以从她身上寻求“安慰”

2007 年，在家休养的肖岚意外地迎来

了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省里一位领导在

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到苇湾小区走访

贫困户，与她谈话期间，发着这个不幸的

女孩骨子里透着坚强和乐观。当被问到是

否愿意用自己的事迹鼓励其他人时，肖岚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肖岚说，自己小时候起，就很喜欢听

广播节目，也很喜欢打热线电话进行参

与。尤其是在腿摔骨折以后，每当她躺在

床上休养感到无聊时，都会参与广播节目

打发无聊的时间。后来，自己的腿伤好点

以后，还多次作为嘉宾，被请到广播电台

“客串”主持人，一起参与节目主持。

她曾经芽萌发过自己开通热线，为别
人疏导心情的想法。毕竟自己是一个吃过

苦的人，对旁人来说，她的经历就像一味

药，谁要觉得生活苦了，可以从她身上寻
求“安慰”。

在社区工作热人员的帮助下，2007

年 10 月份“肖岚热线”成立。

挽救白血男孩

有时是作为一个倾听者，有时是作为

一个出谋划策者，有时是充当一个“执行

者”

从此每天晚上 9:00 — 10:00，她都会

拿出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接听热线电话。

有时是作为一个倾听者，有时是作为一个

出谋划策者，有时是充当一个“执行者”。

肖岚开通个人心理咨询热线以后，不

断有残疾朋友打电话过来与肖岚交流想

法。一次，家住安丘的 23 岁王瑞(化名)小
时候受伤，落下了腿部残疾，他会干家电

维修，但因为身体原因至今未找到工作。

苦闷之余，王瑞拨打了肖岚的热线。

肖岚鼓励他后，突然想起曾有一位闫

先生打过热线，其在寿光一家福利厂分管

残疾工人安置。肖岚马上与闫先生联系，热

心的闫先生表示福利厂的招工时间已过，

但他帮忙为王瑞联系到海化集团下属的一家福利厂
工作。

偶然一个机会，晓岚得知一名名叫杨阳的在
校大学生患上了白血病，离开学校回到潍坊开始
在人民医院住院化疗，本来就贫困的家庭，更处在
水深火热中。自此，肖岚便经常组织志愿者去医院
看望杨阳，并通过“肖岚热线”倡导社会各界对杨
阳进行捐助。每逢周末，肖岚就会利用自己本来就
有些微薄的生活费，买上营养品和水果也看杨阳，

陪他说话、为他打气。

一晃四年过去了，可能当时很多关心过这个
不幸男孩的好心人已经渐渐遗忘了他，可是肖岚
没有。“他已经好了，是个奇迹。”肖岚兴奋地告诉
记者，杨阳从当时一个月化疗三次，到去年几个月
化疗一次，今年春节后经过复查，他身体的各项指
标已恢复正常，完全康复了。

有轻生念头的，

一定会“回访”

第二天，肖岚再次拨回电话时，女孩说，准备

回家了，要重新开始生活

热线开通这么久，到底接到多少个电话，鼓励
过多少人，肖岚说她已经记不清了，“上千个是有
吧”。肖岚把每位求助者的情况、手机号码都登录
在一个笔记本上，对于情况格外严重、有轻生年头
的人，她是一定会做“电话回访的”。

一次，一个自称姓王的女孩夜间突然给她打

来电话，说自己就在河边，想跳下去。因为女孩发

现，相恋三年的男友竟已有妻室还有一个儿子，一

怒之下，她要用自杀来让他“后悔”。

这个女孩告诉肖岚，自己已经离家出走两天

两夜，如今生无可恋。肖岚同样用自己的不幸经历

鼓励她，问她是否考虑了父母的感受。男友或许会

后悔，但后悔之后会继续生活；朋友或许会难过，

但难过之后也会继续生活；只有她的父母，没有了

这个女儿，他们的下半生就彻底在绝望中度过。女

孩沉默一会，扣了电话。第二天，肖岚再次拨回电

话时，女孩说，准备回家了，要重新开始生活。

肖岚说，以前她曾帮助两个患有“脆骨病”的

“瓷娃娃”联系到了北京的“瓷娃娃协会”，眼下一

名家庭家贫困的昌乐女孩赵玉(化名)已经获得免

费救助的资格，每年都可以到济南接受免费三次

治疗，现在已经能站了。另一个潍坊市区的女孩，

她几乎每个周末都去看她，陪她说话、鼓励她，希
望她想自己一样，因为身体脆弱，内心要更坚强才

能面对今后的人生。

讲述自己的故事，肖岚的脸上始终带着浅浅
的微笑，像清晨的阳光，温暖又不刺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