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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1时30分，距离表演开
始还有半小时，9名孩子正在舞台上
排练合唱。台下，家长们一边鼓掌一
边举着手机录制视频，好像正式表演
已经开始一样。拍完视频以后，家长
们反复翻看，看完又继续拍，不愿意
错过一个细节。

这支特殊的乐队由张期畔、张博
远、张表强、陈俊杰、游可莹、文祥锦、
李增强、官瑶、钟正晟组成，他们年龄
大多在 17岁左右，最小的 12岁。心
智障碍儿童数量庞大，真正能得到有
效康复训练的只有百分之几。多年
来，家长们努力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实
现康复训练的这百分之几——音乐
疗法给了他们希望。 正式演出马上
开始，广场上安静了下来，《金色的童
年》伴奏响起，9个孩子的歌声随之
而来。从任何一个角度衡量，他们都
算不上是一流的乐队：半年前，他们
中的多数人刚认识简谱，甚至有些人
发音尚不标准。但大家很喜欢他们
的表演，第一次听到这些孩子纯净的
歌声时，台下的观众和路过的行人
们，都非常感动。一位曾听过这支乐

队录歌视频的观众告诉记者：“我感
觉这是天籁，蕴含让人振奋的力量。”

“心智障碍的孩子组成乐队”，最
初，它被认为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给这群孩子上声乐课，一半时间
老师都在安抚他们的情绪。有家长表
示，他们的期待不算太高：首先希望他
们能唱准，上台后稍微勇敢一点。

经过时间的积累，孩子们终于能
上台合唱出一曲，第一次表演时观众
为他们纷纷送上掌声。此后，他们开
始对这群孩子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十几岁的年纪能够克服身体上的限
制，在音乐方面表现出意想不到的能
力，他们看似曲折的生命表达出了明
朗和欢乐，反而治愈了每一个听过他
们歌声的人。

去年8月，一场面向成都市范围
内 10至 18岁的心智障碍儿童，包括
孤独症谱系人群、智力发育迟缓、脑
瘫伴有智力障碍、唐氏综合征人群等
的海选在龙泉驿区龙泉街道举行。
通过活动筛选加上残疾人协会的推

荐，一支由9名心智障碍儿童组成的
乐队初步成立。龙泉驿区智力残疾
人及亲友协会主席、龙泉驿区心驿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副理事长彭黎敏告
诉记者，多年前她就意识到将艺术与
疗愈结合，当语言不足够去表达的时
候，音乐疗愈也可以作为一种语言帮
助心智障碍儿童打开心扉。2023年，
她偶然得知有一个财政支持资金项
目。她找到八音艺术学校，不久后

“艺彩童年”心智障碍儿童艺术疗愈
示范项目开启，乐队成立。彭黎敏的
儿子也参加了海选，可惜最后落选，
但并不影响她坚持为之努力。

引领孩子们抵达舞台的，不仅是
天资和机遇，还有日复一日的准备和
努力。去年8月开始，从最基本的吐
字和音准开始，9个孩子在社区的排练
室里开启了每周两次的训练之路。虽
然他们从小表现出对乐曲的敏感，但
他们之中一部分患有自闭症，一部分
发育迟缓，还有一部分患有唐氏综合
征，在他们的世界里，自闭不是通常使

用的网络词汇“我自闭了”，这是一种
真正的疾病，一种至今仍没有找到病
因，更没有治愈方法的疾病。

上课开始，有的孩子无法集中精
力，手头拿起一点纸就会想要撕开、
揉碎再扔掉；有的孩子刚学了一会
儿，突然间情绪就会失控、抗拒学
习。这时，声乐老师何鎏就会停下手
中的教学，花费大量时间安抚他们的
情绪。从音乐基础知识，到练习发
声，再到学习歌曲的节奏、旋律和歌
词，学习完这些后，又来到几个酒吧
舞台上“实地彩排”。 现在，他们站
在真实的舞台上，终于开始了属于自
己的表达，自信心也在慢慢树立，甚
至主动争取上台表演的机会。记者
了解到，乐队受邀参加过一些表演，
多数是公益性质的。怎么能够让更
多的人看到他们？工作人员们又想
到了新方法——录歌，在录音棚采用
专业的设备录制歌曲再上传到网
上。一开始，网友们被动听的歌声吸
引，深入了解后发现这些背后的歌手
更是“不简单”。逐渐的，转发评论多
了起来，乐队也慢慢被大众所知晓。

彭黎敏告诉记者，其实“艺彩童
年”心智障碍儿童艺术疗愈示范项目
已于 2023年 12月结束。目前，为了
支持乐队继续走下去，他们和八音艺
术学院商议，部分课程以10节课300
元钱的低廉价格为孩子们继续提供
培训，经费则由龙泉驿区智力残疾人
及亲友协会、龙泉驿区心驿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还有爱心人士和社会组织
众筹而得。

过去，如果给乐队定下一个主
题，彭黎敏觉得是“让音乐疗愈发挥
更大的作用”。现在，她认为是“希
望”，希望通过努力能够把乐队继续
办下去，希望越来越多的市民和机构
关心和支持这些孩子们。

（据《成都商报》戴佳佳）

一人一轮椅，他玩遍了大半个中
国。来自湖南长沙，今年 90岁的黄
海林正在进行一场关于勇敢和梦想
的旅行。“我生过一次很严重的病，病
愈后想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不留下
遗憾。”4月 1日，刚结束旅行的黄海
林又在计划着下一次的出游。

“这是我在北京拍的照片。虽然
坐在轮椅上，但是该玩的都玩了。”整
理着在北京游玩的照片，黄海林开心
地分享着自己旅途的快乐。深圳、南
京、武汉……黄海林的手机相册中，
存满了各个城市留下的专属回忆。

这场有些“勇敢”的出游缘于
2004年的一场疾病。2004年，从教

师岗位退休 10年的黄海林突然中
风，躺在病床上的他，第一次真实
感觉到生命的流逝。“其实我很早
就想出去玩，感受世界的美好。年
轻时因为工作没有抽出时间，后来
退休了，又因为各种原因耽误。我
不想再等了。”2007 年，中风痊愈
后，他决定不再犹豫，尽早完成自
己的旅行梦。

“一开始我拄着拐杖，2014年后
两个拐杖都走不了，女儿就给我买
了一张轮椅，让我坐着出去玩。”黄
海林告诉记者，一开始家人不放心
他独自出游，出行基本是跟团游。
随着出行次数增多，黄海林对旅行

越来越得心应手，2023年他开始独
自出行。

“一个人出去玩并没有很多人想
象中那么不方便，无论是高铁站的工
作人员还是路上的行人、景区的游
客，对我都很热心。随着城市建设的
发展，城市、景区无障碍通行设施越
来越人性化，轮椅出行同样便利。”外
人看来的艰难出行，在黄海林看来，
却是别样的温暖旅程。高铁站工作
人员的悉心照顾，每个城市陌生人的
温暖陪同，还有无数愿意为他拍摄纪
念照的年轻人……一切的一切，都温
柔地印在了他的心中。

（据《三湘都市报》田甜）

9个心智障碍孩子组了支乐队
唱响“不一样的天籁”

4月2日是“世界孤独症关注日”。3月31日下午，四
川成都市龙泉驿区万达广场，一场特殊的街头表演在这
里举行——一群来自成都的心智障碍儿童纷纷上台，乐
队演奏、独唱，还有乐队表演等一一呈现。

其中，由9个心智障碍孩子组成的乐队引起关注，这
些孩子一部分患有自闭症，一部分则是发育迟缓，还有一
部分唐氏综合征的患者。他们克服身体上的限制，唱出
了明朗和欢乐，吸引了广场上众人的目光。

可能不少人都在社交网络上刷到过这些孩子唱歌的
视频。记者了解到，这支乐队从2023年8月成立至今，已
参加过多次演出，尽管“轻车熟路”，但每次在台下陪伴的
孩子家长和老师们依然感动地掩面抹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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