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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让我帮你唱支歌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　张海迪）　　《耳蜗》是一本让
我感动的书，因为她充满了爱与同情，我希望更多的人读到这本书。
　　也许有人会问&ldquo;耳蜗&rdquo;是什么？
我想告诉人们，耳蜗是人体的听觉器官。
好的耳蜗会让我们听见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春天，走在原野上，你会听见轻柔的风唱着歌，飘向远
方；夏天，在窗外的星空下，你会听见小虫们快乐的哼鸣；秋天，在悠远的天空中，你能听见大雁告
别北方家乡，呼唤同伴的叫声；还有冬天也是有声音的，下过一场大雪，你一定记得踏在雪地里咯吱
咯吱的脚步声。
对于健康人来说，生命中有那么多值得回忆的声音，而要听到声音，就要有完整的耳蜗。
　　但是，生活中总是有一些遗憾，比如，有一些人永远都听不到声音，他们听不见大自然中的一切
，也听不见亲人的呼唤，他们在失去听力之后，也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他们活在一个寂静的世界里，
那里如同宇宙还没有诞生前的沉寂。
可是，内心孤独无助他们多想说出自己的心声啊！
有一次，我用手语和一群美丽的聋哑少女说话，我被她们丰富的内心世界打动了，于是，我为她们写
了一支歌：　　亲爱的人／不要问我／不要问我爱什么／那花开花落悄无声／却是我心中的歌／我多
想对你说／说那春的风／说那夏的花／说那秋的雨／说那冬的雪'　　亲爱的人／不要问我／不要问我
爱什么／我的泪花一朵朵／那是心中星光在闪烁／我多想对你说／说那山高水长／说那绿浪清波／说
那落日红似火／说那天空多辽阔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有60多亿人口，其中有6亿多残疾人，中国就
有8500多万残疾人。
这个庞大数字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内容。
&ldquo;残疾人&rdquo;这个词汇叠加着无数痛苦和不幸，也蕴含着残疾人的美好梦想、热切渴望，还
有不屈抗争的精神。
其实，从生命的历程来看，每个人都潜在面临着残疾的威胁，只是造成的原因、发生的时间、持续的
长短和造成的影响不同。
　　生命的残缺是人类进化和发展的必然代价，因此，很多人都承受过残疾的痛苦，肉体的，精神的
。
其实，无论是健全还是残疾，生命的本质都是高贵的，都应该享有阳光、空气和水。
世界上有哭泣和悲伤，也有欢乐和幸福，所有这一切都是由生命来感受和品尝的。
生命的形态总是不完整的，这种不完整性正是人类进化的必然，不完整促使人们认识什么是完整，并
且为美好的生命前景作不懈的努力。
痛苦是幸福的比照。
残疾人承受的痛苦让人们看到了什么是幸福、自由和健康。
因此，我对那些忍受残疾之痛，而依然能面带微笑生活的兄弟姐妹始终怀有深切的同情和敬意。
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帮助他们呢？
　　残疾人只有很好的康复，才能过上有质量的生活，康复意味着重新走向社会的开始，也意味着生
产力的解放。
它使残疾人获得生活的信心，也让家庭的负担得到最大限度的减轻。
我国有2780万聋哑人，很多聋哑人都需要安装人工耳蜗补偿听力，特别是一些聋哑孩子，他们更迫切
地需要安装人工耳蜗，安装得越早，语言能力就恢复得越好。
康复应该是残疾人工作的重中之重。
抢救性的康复甚至如同给人以新的生命。
所以，我们希望医学科学不断进步，不要让人们再承受残疾之痛，我们希望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能让
残疾人得到新的功能补偿。
　　20多年过去了，我国的残疾人康复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已有1500万残疾人得到不同程度的康
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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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残疾人得到了康复的机会，安装了人工耳蜗的孩子重新学会了说话，他们像健康孩子一样走进小
学、中学和大学的校门。
这让我们从事残疾人工作的人感到无比的欢欣！
　　这些年，我们国家大力关心和支持残疾人事业的发展，社会各界的朋友们也向残疾人提供了很多
的帮助。
《耳蜗》一书中描述了很多关注失聪者的热心人，其中包括台湾企业家王永庆先生，他曾为残疾人事
业的发展倾力相助，帮助很多聋哑孩子实现了说话的梦想。
还有许许多多的医学康复专家，无数的志愿者，大家都在为残疾人消除各种障碍，为他们能够过上幸
福的生活而努力奋斗。
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听到他们关爱的话语，这世界仿佛开遍了美丽的花，吹拂着绿色的风。
　　我常想，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精神，要尊重、理解、关心残疾人，积极消除
一切有形和无形的障碍，让残疾人生活得更美好。
我们要努力让生活更符合我们的理想而存在，要为有障碍的人、有困难的人、行动不便的人考虑得更
周到一些，做得更细致一些，想得更长远一些，让每一个日子闪烁人性的光芒，让世界成为阳光普照
、充满温情的家园。
这就要我们大家激扬爱的精神，有了这样的精神，未来就会无限美好。
　　我喜欢《耳蜗》这本书，她有真情故事，让你感动和流泪，她又兼具一些科普知识，通过人工耳
蜗发展的历史，让人们更加珍惜生命，热爱生活。
让我们都来关心帮助残疾人兄弟姐妹，帮助那些需要恢复听力的孩子们。
期待这个春天，《耳蜗》一书播下爱的种子；相信秋天，爱的信息一定会飞向海角天涯&hellip;&hellip;
　　一本好读的书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执行理事会理事长　汤小泉）　
　这是一本好读的书。
　　好读和好看不一样。
说它好读是因为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写满爱的声音。
打开书，这种久违的声音，就在耳边响起来，清晰、明亮又澄澈。
似微风呢喃，溪水清唱；似鸽哨划过晴朗的天空，孩子们无羁的笑声由远而近传过来。
甚至冬夜里，一朵雪花从松枝坠落的那一团气息，都被听到了。
忽然觉得人间喧嚣和躁动的声音都渐次退隐，逐渐消弭。
天地安静下来了。
　　是不是，我们的耳朵已疏于听见爱的呼唤？
　　一个没有爱的世界难道不是越繁华越荒凉吗？
　　说《耳蜗》好读，是因为在这里能读出爱的声音。
这个声音从捐助者的心里发出，从那些致力于聋人的医治和康复的科学家、医生、护士、听力师和康
复教师的心中发出，汇成了今天这个激越宏大的爱的交响。
起初，这个声音是微细的，后来，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越来越多的爱心汇聚过来，这个音流
便一日比一日更雄伟、更壮阔、更浓烈。
读《耳蜗》好像在听一曲爱的交响，人会情不自禁地陶醉其中，从耳畔到心田，动人的旋律不绝如缕
，久久回荡。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34％，如此庞大的一个群体，需要爱心关注、救
助和支持。
是的，我们党和政府有很好的政策和措施，我们有各级残联，但是，这远远不够，我们需要的是整个
社会的行动，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份爱和责任。
拿什么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进步和文明程度呢？
最好的标准应该是整个社会对于残障人士和弱势群体的关注度。
哈佛大学校园里刻着一句话：&ldquo;希望再也不要看见在一个一无所缺的富有的世界里还有人一无所
有。
&rdquo;　　物质世界的贫困是容易摆脱的，但是，精神世界的赤贫，不被关爱、被世界遗忘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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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他们需要我们的手牵着他们的手，一路同行。
慈心善举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不应该是口号，需要有人不断地去提倡、昭示。
我们的社会良知好像嗜睡的人，要不断地被推、被摇、被叫醒。
　　《耳蜗》一书的出现，不啻给我们装上了一个耳蜗，由此，我们清楚地听见爱的呼唤和回声。
　　我们说残障人士的生存现状堪忧，不单是指他们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更多的是指他们的精神
世界。
高科技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有多少是惠及他们的？
手机产品更新换代，令人眼花缭乱，如果他们是听不见的和不能说话的人；电视屏幕有大有小，大到
足可以遮挡一片天，小到只能驻足在指尖，高清、数字，清晰到可以读出肌肉的纹理和眼睫毛的间距
，如果他们是失明的人；说香格里拉的风怎样柔，水多么美，空气有多么甘甜，对于一生只能扶着自
家门框的人来说，所谓人间天堂比那真正的天堂更加遥不可及。
　　在人世间，爱是不能缺失的空气。
慈善事业不是口号，不是运动，不是项目，应该是融汇在一个民族血液里的细胞，是可以传承下去的
基因，是弥漫在天地之间的气息，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日臻成熟的标志。
　　说《耳蜗》好读，是因为在这里既可以触到现实的脉动，又能感受到未来的希望。
据了解，编写、创作本书的3位朋友历时数年之久，跨越近10个省市，穿越海峡两岸，采访和调查的范
围甚至远至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东岸，书中的人和事全部是真实的，每一个细节都来自生活的现实。
从他们的字里行间，我读到了爱、使命和对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那一份舍我其谁的凛然担当。
　　《耳蜗》里这些生动、鲜活和富有崇高境界的故事，绝不是当下大多数写作者宅在家里能够编造
出来的。
　　再说《耳蜗》好读，是因为她有一个宏阔大视野，天地无垠，无远弗届，从台湾王永庆先生的捐
赠到今天国家政府的倾力投入和支持，两岸医疗、康复专家以及众多为残疾人事业辛勤工作的人士，
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信心守望，完成了科学研发、生产和临床以及培养和带领队伍的跨越式发展。
来自方方面面的资助，大大帮助和提高了我国听障人士的生命、生活质量，近10年来已形成健康自然
的发展态势，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我们的信心、决心和力量，在医学理论和实践上都走在了世界的前
列。
　　小小的耳蜗，让有需要的人们听见了世界，同时也让世界听见了我们。
　　《耳蜗》一书讲真情故事，有真知灼见，兼具科普功能，透过对人工耳蜗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生
动地塑造了医务、康复工作者的群像，大企业家无私奉献、巨额捐赠的心路历程，更写了患者的命运
故事，几条线自然编织，成就了美好的画卷，吸引读者不知不觉读下去。
是现实的报告，真切、生动，也是文学，而且是好文学。
　　《耳蜗》好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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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历时数年采访创作而成的长篇纪实文学，真实质朴而诗意盎然地讲述了成千上万聋儿
回归有声世界的真实感人故事，展现了人工耳蜗在我国近20年的发展历程。
从聋哑人治病求告无门，到如今公益人士、各级政府、医疗部门等众多集体和个人积极寻找需要救助
治疗的聋哑人，《耳蜗》全景式展现了两岸共同为祖国大陆做的一项社会福利事业，从台湾王永庆先
生的捐赠到今天我国政府的倾力投入和支持，两岸医疗、康复专家以及众多为残疾人事业辛勤工作的
人士，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完成了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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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文勤，诗人、作家、影视制片人。
曾任职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编导。
现从事专业创作、影视拍摄制作及海内外文化交流工作。
著有长篇小说《冰酒窝》、《生死流》、《玄缘》；中短篇小说《最后五十步》、《姓甚名谁》等；
《汪文勤诗集》、《汪文勤诗选》，散文随笔集《捕风的日子》⋯⋯散文《童话里的童话》获2008年
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捉迷藏》获第二届“漂母杯”全球华文母爱主题散文大赛一等奖，等等。

　　丁冬，作家，文化策划人。
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60万字，出版《饮食本草》、《高士其画传》、《改变人类历史的二十种
瘟疫》、《联合国采购指南》等著作。
创办天润安鼎动画公司，三维动画电影《动物狂欢节》获华表奖优秀动画片奖；水墨动画《源》获出
版总署数字出版物优秀奖；首部全毛发长篇动画剧《小狐狸发明记》，获2011年优秀国产动画片大奖
，等等。

　　章江红，曾任报社记者、编辑，采访撰写了大量新闻稿件，采访、编辑的稿件多次获奖。
现任职于北京某集团公司，从事投资管理工作，以及影视剧编剧及文化交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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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次活动的录像让王永庆知道&mdash;&mdash;同仁医院是可以信任的。
他当即作出了一个决定。
　　黄俊生通过电话把王永庆的决定告诉韩德民：王永庆先生说，继续给中国大陆捐人工耳蜗。
这次捐200套。
　　韩德民不太肯定自己听到的数字：&ldquo;你说多少？
200套？
&rdquo;　　黄俊生肯定地说：&ldquo;200套，24C型的。
&rdquo;　　韩德民想：从5套一下子猛增到200套！
200套人工耳蜗，价值3800万，真是大手笔啊！
　　黄俊生说：&ldquo;这个数字很大，做起来是一个大的工程，要有一个系统的计划。
周末我就去北京，见面细谈。
&rdquo;　　让王永庆一举作出捐赠200套人工耳蜗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2004年6月他第一次踏上
故乡福建安溪的土地，在安溪特殊教育学校度过的那一个半小时。
那些可爱又可怜的聋哑孩子，使他那一颗悲天悯人的心更加柔软，他要帮助这些孩子听到声音，回到
有声世界来。
就像他捐赠人工耳蜗给台湾的听障儿童一样，他也要帮助他故乡的孩子们。
只是他担心：中国大陆有没有好的医院和医师来实施手术，有没有好的康复机构来完成手术后的言语
康复。
　　在黄俊生带回来的这些录像片里，王永庆看到了孩子们术后的康复效果，他完全放心了。
现在，他的心愿可以实施了。
　　他对黄俊生说：无偿捐赠200套人工耳蜗给中国大陆，唯一的要求是其中的100套分配在福建，尽
量照顾安溪的耳聋孩子。
　　这个要求，表露了一个海外游子对故土的赤子之心，拳拳之意。
　　黄俊生在周六夜晚的9点到达首都机场。
他在中国大陆的助手蔡庆涌接上他，到酒店安顿下来已经是晚上11点钟。
明天是星期天，他要与韩德民商量决定许多重要事情，然后在星期一一早返回台湾，他在长庚医院还
有很多的工作。
　　这时的黄俊生还不知道，这将是他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工作状况，他只能用周末到周一的时
间在台湾与北京之间往返飞行，他两个星期就要做一次这样的飞行，而且会安排密集的会议、商谈、
考察、讲话等活动。
这对于一个已经70岁的老人来说，是十分辛苦劳累的。
　　两个月里，韩德民与有关政府部门和几家基金会商谈，并把商谈结果及时传递给黄俊生。
黄俊生两个星期来一次北京，在韩德民的安排下和有关方面会谈，并考察医院和康复机构。
经过多方洽谈，到2005年1月初，尘埃落定，一个项目构架基本建立。
　　2005年1月11日晚，在北京长安俱乐部，举行了捐赠项目工作协调会。
参加协调会的有长庚纪念医院、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
、同仁医院、协和医院、三〇一医院、厦门第一医院、厦门中山医院以及福建等地残联、康复系统相
关代表。
会议讨论通过了《听力重建  启聪行动实施方案》。
　　2005年1月12日上午10点，&ldquo;台塑关系企业暨财团法人长庚纪念医院王永庆董事长向中国残疾
人福利基金会捐赠人工电子耳（人工耳蜗）200套（价值3800万元人民币）捐赠仪式&rdquo;在人民大
会堂北京厅隆重举行。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邓朴方，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统战部副
部长陈喜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王新宪，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汤小泉，教育部、民政部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等部委领导以及北京同仁医院、解放军总医院、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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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聋儿代表，Cochlear公司亚太区总裁Mark Salmon先生等一百余人出席了捐赠仪式。
　　长庚纪念医院决策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德朗教授把&ldquo;台塑关系企业暨财团法人长庚纪念医院王
永庆董事长向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人工电子耳（人工耳蜗）200套（价值3800万元人民币
）&rdquo;的捐赠牌交给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邓朴方。
　　王永庆的女儿王瑞慧代表父亲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刘雪冬签署了捐赠协议。
　　全国残疾人康复工作办公室为此下发了《转发听力重建  启聪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全康办
［2005］4号），要求有关省残联认真贯彻落实，做好项目工作。
　　项目第一步是前期筛查工作。
　　福建省安溪县的筛查是最早开始的，在项目确定之前6个月就开始了。
在王永庆访问安溪特教学校后的24天，即2004年6月27日，黄俊生就由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副主任孙
喜斌陪同，来到了安溪特殊教育学校，为全校聋哑学生做了全面的听力测试。
黄俊生仔细检查了有残留听力的学生，对不能发音的学生配发助听器，帮助他们补偿听力，对重度耳
聋的送到厦门第一医院做全面检查，符合手术条件者准备植入人工耳蜗。
　　2005年3月27日，孙喜斌带领听力门诊主任龙墨等听力学专家组到达福州，与福建省康复中心会合
组建筛查分队，在福州、厦门、泉州、安溪四地进行筛查。
当到达安溪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一个壮观的场面，近两百个聋儿在家长的陪同下，浩浩荡荡，排着长
队等待筛查。
　　筛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很多项内容：听力评估，智力评估，家庭教育评估，康复现状、儿童
听觉言语康复状况评估，年龄政策、家庭经济状况评估。
许多项评估里包含了多条细则。
这需要逐项检测、询问、填写，需要细心、耐心、一丝不苟。
　　孙喜斌和他的专家队伍必须严格做好术前的筛查，以确保人工耳蜗植入的万无一失。
　　从2005年2月至9月，福建省残联康复处配合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共筛查了548名聋儿，上报项
目办公室136名，最后确定手术95名，实际手术90名。
　　安溪县筛查343名，上报项目办公室31名，实际手术11名。
　　今天，人们最容易看见的就是一些数字，这些数字的背后有多少心血和汗水，多少长途的跋涉和
多少的不眠之夜，应该向支撑起这些数字的人们献上深深的敬意，他们永远不应被忘记。
　　2008年5月，记者随同韩德民院长一起去台北，向王永庆董事长汇报人工耳蜗捐赠项目在中国大陆
的进展情况。
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记者深深为台湾同行在他们专业领域里的敬业精神，他们服务患者、注重效果
的踏实务实的工作态度所打动。
也就是在这一次的工作汇报中，记者有幸和黄俊生教授和科林集团的林文正董事长有了深入的交谈，
他们虽然有各自负责的领域，但他们都是一样务实的人，注重细节，为人低调。
林董事长完全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管理自己的公司，清晨的早读和分享数十年如一日，&ldquo;以人
为本，服务至上&rdquo;的公司经营理念，为在此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员工们一致认同，并积极践行。
透过一整套为听力重建、康复服务的系统，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服务台湾社区和祖国大陆的听力重建
事业，既有先进的运作模式，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服务理念。
　　那一次的台湾之行，记者有幸与王永庆先生进行了长达近两个小时的愉快交谈；同时，还认识了
一群新的朋友，大家在共同的事业当中，相互激励，结下深厚的友谊。
　　转眼四年时间过去了，林董事长赤脚在阳明山上健行的身影长留在我们心中。
他好像一个生活在当代的古人，侧耳觅松风，举目唤白云，日复一日的修行练就了他一身的仙风道骨
，虽没有一字半句的高言大志，但他心思缜密，情系弱势群体。
他说：我是个生意人，但已不是个纯粹的生意人了，我心里更多的是想做好事情，帮助有需要的人。
其实，要感谢他们，他们让我们变得有用，他们需要听，让我们懂得了以呼唤去回应，能为他们效力
是我们的缘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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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没有声音的世界是死寂的，正如没有图像的世界是空洞的。
让失聪失明的人重新回到鲜活的世界，感受到生命的无穷活力和魅力，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善举？
只能称之为功德无量。
　　&mdash;&mdash;易中天（著名学者、作家）　　让我们都来关心帮助残疾人兄弟姐妹，帮助那些
需要恢复听力的孩子们。
　　&mdash;&mdash;张海迪（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残联主席）　　《耳蜗》以生动的事实表明，科学
是人类的福祉，慈善之心、仁爱之心更是人类的福音。
　　&mdash;&mdash;陈建功（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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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是谁创造了哑巴说话的奇迹？
人工耳蜗的发明经历了哪些曲折而奇妙的过程？
人工耳蜗是怎样呼唤和寻找着那些听不见的人们？
聋人家庭和帮助他们的爱心人士之间有哪些跌宕感人的故事？
为创作《耳蜗》，三位作家历时数年采访创作，跨越近十个省市，穿梭海峡两岸甚至远赴海外，从大
量真实材料中提取出生动的人物和故事，展现了社会各界关爱聋人、推广人工耳蜗的感人进程，同时
普及了相关知识，给需要的人们带去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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