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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手單腳持家已非易事，鄧英蘭還堅持殘障
前的義務工作，過去36年風雨不改投身義工行
列，「我雖然少了一隻手一隻腳，但我可以坐
輪椅，我仲可以單腳行路上樓梯，我同樣可以
四周圍去幫人。」她更利用自己的幼師專業，
免費幫單親家庭及新來港兒童補習及提供託
管服務，收穫大批「乾兒子、乾女兒」。
為了以身作則、言傳身教，2008年汶川
地震後，鄧英蘭更帶女兒前往四川探訪災

民、做義工，「我告訴女兒，我們不是最慘
的，那些遭遇天災的祖國同胞更慘，有的同
樣失去手腳、更失去親人，但他們的堅毅令
我感動，因此我們更要堅強，也要盡自己所
能幫助有需要的人。」

以身作則 信念不倒
走過高山低谷，才能回味五味雜陳的人生醇
度，鄧英蘭從不埋怨命運給她這艱難的考題，反

而覺得無論是健全人士，抑或殘障人士都會遇上
逆境，只要不放棄自己信念，辦法總比困難多。
「去年我父親盆骨骨折，需要游水幫助身體

康復，但他總覺得老了先來學游水不可能，我
自己就去學游水，證明連我殘障都得，佢無可
能不得，今年我還考了傷健人士浮潛牌。疫情
期間，減少周圍去又無得出香港，我就靠微
信、靠電話、靠支筆去傾聽、去安撫內地的同
胞。」她淡然道。

現年63歲的鄧英蘭自嘲是「三單母親」，即單手、
單腳又單親。28歲前後，她本來有着截然不同的

人生，可說屬於「人生勝利組」：學業成績優異，其後
考獲幼師資格，編織完美人生夢；但28歲後因挨車撞
而徹底改寫其人生二重奏，意外雖沒有剝奪其性命，
卻奪走她左手與左腳，之後更飽受婚姻巨變，開始了
她的「第二人生」。

單手單腳單親 生活一樣精彩
只剩下單手單腳的生活是如何？鄧英蘭交出的答
卷是：「活得一樣咁精彩！」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
到她元朗的村屋家訪，看着她與平常人無異的生活
作息：沒有飯來張口、衣來伸手靠別人照顧，反而
所有家務都是正宗「一腳踢」，她靠右腳掌45度
擺動來移動身軀，從一處走到別處。她說：「我
後生時單腳跳來移動身體，但現在老了，沒有這
氣力，改為用腳掌擺動。」
入廚也難她不倒，圓溜溜、左右滾動的冬瓜被放
在砧板上，她用鐵碗貼住冬瓜，再將身軀靠向鐵碗
固定冬瓜，右手執利刀一片片切成厚薄均等的瓜
片，這就是命運多舛教曉她的本領，不單能自理、
照顧家人，還有餘力做義工回饋社會。

「周圍走」幫人「沒有過不去的坎」
早前，她參加了由愛義同行義工團主辦的一場傾
訴會，向一群單親媽媽講述自己的人生經歷，鼓勵
同路人勇敢向前。「你可能想不到我現在可以開車
周圍走，購買及收集有用的物資，再坐着輪椅入院舍
探訪長者，派發物資。」
失去一隻手、一隻腳，對許多人來說，甚至最初的

鄧英蘭也以為人生完蛋了，但她的經歷卻證明：人生，
沒有過不去的坎。「我還有一張口、一對眼，這些都可
以用來幫助別人，只要你保持初心，努力面對，學會凡事
感恩，便可以笑對人生。」

慘劇帶走「半身」打「逆境波」36年
鄧英蘭原本的人生順風順水，任職幼師，還常常助人及參
加義工活動，大好前途正在她眼前，但36年前她不慎墮進地
鐵路軌，左手左腳被列車輾斷，盆骨也失去三分之一。儘管撿
回一條命，但甦醒過來，躺在ICU病房裏的她無法接受殘酷現
實，曾試圖拔去呼吸機喉管了結自己的生命，「我由小到大成績
優異、能歌善舞，深受師長關愛，人生一帆風順，卻失去了半邊身
體，當時真時沒有勇氣再活下去。」
然而，ICU病房有醫護人員24小時照看，無論她怎樣自尋短見都會
被救回，「既然死不到，那唯有活下去，既然要活，就應該直視眼前
的困境。」在家人的支持與鼓勵下、在醫護人員的悉心照料下，鄧英
蘭的身體也一天天恢復。
7個月經歷7次手術後，身體元氣大傷，康復過程是她面對的第一道難

關。鄧英蘭憶述由ICU病房轉到普通病房時，自己就像一名呱呱落地的小
孩，樣樣都要重新學習，就連最簡單的呼吸和飲水也要學，「插喉時喉嚨已經
爛了，呼吸和飲水都要重新練習，盆骨失去三分之一，坐起同樣需要練習，剩下
的右腳腳趾也不完整，我還要練習單腳碎步走路及跳躍上下台階。有時我笑自
己，就像一條毛蟲一樣，什麼都要從頭開始學。」
儘管失去了一手一腳，當時的男友堅持非鄧英蘭不娶，兩人不顧夫家反對結為夫

婦，婚後誕下一女，她亦如一般已婚婦女相夫教女，一手包辦所有繁瑣的家務，單腳跳
來回穿梭，在屋忙東忙西，一時替女兒換片、沖涼、換衫，一時下廚煮飯，把家庭打理得
井井有條。
以為一切都漸入佳境之際，命運再來作弄，15年前，曾與鄧英蘭山盟海誓的丈夫突然要求離

婚，任由鄧英蘭怎樣力挽也救不了千瘡百孔的婚姻。縱然失去經濟支柱，但鄧英蘭傲骨嶙峋，
「當時堅拒攞政府援助，每個月得4,000港元贍養費，母女兩人就是這樣捱過來。」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加強支援殘疾人士，包括提供津貼鼓勵就業及職業康復等服務。僅餘一手

一腳的殘疾單親媽媽鄧英蘭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很感恩特區政府的支援。疫情後，不少殘疾人士更渴望外出就業、

殘疾長者更需要社會關懷，「我一直鼓勵有能力的傷健人士也出來做義工，不單是行動上，更多的是在精神上幫助這個群

體，也幫到自己。」即使面對傷殘和失婚的一再打擊，她仍自力更生，從退縮到獨力將女兒養育成人，更堅持

當義工，在汶川地震及新冠疫情期間以半邊身軀盡其綿力賑災抗疫，更以自身經歷到處演講，始終堅拒「賣

慘」，「人與人相處要交流，不單是訴苦，也要分享歡樂，甘苦與共、人生先靚，正視困難、笑對人生，這也

是我過去36年來做義工的理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

鄧英蘭婚姻一開始雖然得到了不少人祝
福，卻備受當時的家翁質疑，「我老爺同
我講，『既然你要嫁給我的兒子，不好指
望以後他抱你入廁所沖涼，扣紐扣都要人
幫，家務你一樣要做。』」不僅如此，
兩人結婚後，家翁每周都會上門「拜
訪」數次，被鄧英蘭形容為「考
試」，「我當時真是覺得他是來考
試，監督我做家務，我無時間傷
心、無時間哭，唯有頂硬上，單手
單腳斬雞斬鴨、處理蝦蟹，老公
返工，我什麼家務都要做。」
家翁的嚴苛讓當時的鄧英
蘭沒有機會喘息，但如今的
她對現已過世的家翁懷抱
感恩之心，「雖然當時
好辛苦，但回想，如
果不是他這樣督促
我，我可能不會這
樣自立，可能一
直都抬不起頭
做人。」正
因如此，

即便之後與丈夫分開，鄧英蘭亦對家翁不
離不棄，陪老人家度過人生最後的時光。

無須掩飾柔弱 貴在相互扶持
父母婚姻的變故令當時正值青春期的15
歲女兒一時之間無法接受，更說出令母親
心痛的話：「你是傷殘人士做什麼學人結
婚？結婚就好了，還要生我出來受苦？」
雖然這些話像刀一樣刺進鄧英蘭內心，但

她明白母女倆沒有隔夜仇，她也能夠理解
女兒的感受，主動開解女兒。
許多人以強悍的生命鬥士來形容鄧英
蘭，但她從不掩飾自己的脆弱，因為她
確實是平凡普通人，總有柔弱一面，
「我並沒有裝作堅強，我告訴女兒，
媽媽也會哭，也有痛苦悲傷，也有情
緒，但我們母女要相依為命，相互扶持
走下去。」

嚴厲家翁如「考官」「應試」練就自立本事

穿州過省探災民 幼師之長未偏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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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英蘭雖然失
去左手及左腳，但
無礙其做家務。

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木又攝

◆鄧英蘭單手單腳自力更生36年，仍堅持助人，參與
義工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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