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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足感恩即幸福 钟俊鸿的幸福哲学 
采访、沈明信 摄影/整理、王万家 图片提供/钟俊鸿 

 因为一场意外，他失去了年少时的理想，

也失去了当一名医生的机会。一路走来，

钟俊鸿生命中的甜酸苦辣，促他鞭策自己

不断努力，不要成为让别人觉得可怜的对

象。整整 4 年，他留在家中自学，一直到

他做好准备，为自己开创新的人生。 

破碎的梦想 
目前在一家广告公司里担任封面设计员的

他，非常喜欢自己的工作。此外，他也爱

好画画及摄影，自己开设绘画及电脑班，

教导学生。 

俊鸿告诉《普门》杂志，在那场意外发生

之前，他是一位很活跃的中学生，学业也很不错。在校园时曾参与很多学会及

运动，结交了很多的朋友。「当时我在学校里是一位非常活跃的学生，什么都

参加、什么都学。找还曾经和队友们一同夺得篮球比赛的冠军！」。 

当时在怡保三德中学求学的他，长大后想当一名福利社会的医生。因此，他非

常勤力地求学，希望有一天能圆满当医生的梦。 

不过好景不常，l989 年，俊鸿 16 岁的那一年，当他与同学们忙著为教师节庆

典进行布置工作的时候，不幸从高处跌了下来，撞伤了头部。从此，他的世界

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当我被送到邻近的医院后，医生们并没有及时为我动手术，过后我辗转被送

到吉隆玻就医。动了手术，昏迷了三四天，醒过来后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 

俊鸿在醒过来后失忆，只记得自己的名字及家人的名字。发生了什么事、怎么

发生、在哪里发生？他一概记不起来。 

更严重的是，他无法移动他的右手，因为左脑神经线受损的原故，他的右手已

经彻底的瘫痪了，连带的右脚也受到影响。 

一切从头开始 
没有同样经历过的人，很难理解他当时的感受及无助。当他从昏迷中醒来，发

现自己残障的事实，脑海马上出现自寻短见的念头。在医院，他每天固定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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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注射三枝针，那种痛，的确难以想像。幸运的是，家人一直都陪在他身

边，陪他走过这一切。 

今年 3l 岁的俊鸿表示，由于跌伤了左脑，他只隐隐约约记得 l6 岁前所发生过

的事，很多往事都得靠家人和朋友们来告诉他。 

「我永远记得父母当时为了照顾我，不停来回吉隆玻及怡保将近两个多月。」

他深信若没有家人的关怀照顾，他不会从残障的阴影中站起来。 

出院后，他每星期还得定时到医院接受物理治疗。丧失了记忆行动不便的他不

能再到学校里求学，连马来西亚初级教育文凭(SRP)都没机会报考。从那时候

开始，他就留在家里自己学习，一切从头开始学起。 

「刚 开始时，我真的很灰心，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失去了未来。要不是家人和朋

友们的支持及鼓励，可能早就自己放弃。我在中学时的成绩不错，只对数理科

有兴趣，从来 没有想过画画。在意外发生后，我听取朋友的劝告，为了要有一

技之长而选择艺术、绘画。」为了家人，也为了自己的未末，俊鸿清楚的知道

他不能永远依靠父母亲 生活，他必须自立更生。 

「我自己从 ABC 开始学，一直到重新掌握华文及英文。右手写不到，我开始

用左手写；读 一两次容易忘记，我就读一百遍!」那时候，他一天用了将近 l2
个小时来练字。学会了写字，他开始学画画；学会了画画，他想要有一技之

长，可以谋生。凭著他 的毅力，加上家人及朋友们的鼓励，他始兴起报读学院

的念头。 

由 于俊鸿没有马来西亚初级教育文凭的基础，报

读艺术学院屡屡遭到拒绝。然而，在 l993 年，他

成功被霹雳艺术学院录取，修读广告设计。学院

的院长非常慈悲， 同意让他尝试读半年，过后才

决定他是否适合继续就读。为了把握这项难得的

机会，俊鸿凭著热诚及努力，不单通过了考验，

也成功修完 3 年的课程，取得广告设计 文凭。 

积极面对人生 
「以前的我很自卑，只要一想起自己没机会当上

医生时，我就会闹情绪、不睬任何人。」提及他

以前的志愿，或是在同学会遇到在各个领域有所

成就的同学时，他心里仍会一阵抽痛。虽然现在

比以前平静很多，但他觉得这些疤痕还需要时间来淡化。 

之 前他常会自问：「为什么别人跌倒，两三个月后会好起来？而我就不会

呢？」他在这矛盾之中徘徊了许久，过后在活跃参于团体活动后自己得到了答

案。能走路、能 画画、懂摄影、有机会工作、有好的老板，比起其他残障的朋

友，俊鸿觉得自己已经是十分幸福了。「这样的观念薰息久了，自然会战胜负

面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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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行动不便，曾经有朋友劝他用轮椅来代步。 

但俊鸿坚持不要，他不想依赖轮椅，更不想轮椅成为他生命的一部份。他就是

从不能走到慢行，再从慢行到快行这样走过来。现在他每天自己步行上班，不

需任何人为他操心。 

「最主要的还是自己愿意站起来，放下过去，勇敢面对未来!」 

谈 及马来西亚残缺人士的情况，俊鸿表示政府在和社会大众应该平等看待比较

不幸的一群。「比起外国，本地的残缺人士较难找到工作。「我有一位残障的

朋友读完大 学，很长的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虽然他现在已经被一间公司录

取，但他的薪水却很低。也有一些朋友找不到工作，靠收旧报纸维生。」 

看 著残障人士受苦不公平的对待，俊鸿有一个伟大的志向：「希望有一天我可

以效仿日本的例子，开一间广告公司，只提供就业机会给残缺人土，让他们也

有为社会奉 献的机会。他们有怎样专业知识，我就提供怎样的就业机会给他

们。」在感受到个中的辛酸后，俊

鸿发愿要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虽 然手脚不灵活，俊鸿多年前就

已活跃于许多慈善团体，其中包括

慈济功德会、仁爱残障协会等，让

他能与这些夥伴们互相鼓励、互相

支持。此外，凭著他画画的天 
份，他也为一些慈善活动挥笔，献

出他的作品。他曾为霹雳州苏丹画

肖像，并受到苏丹当面的赞赏。他

是一个积极的榜样，不断鼓励不幸

的朋友们，再难也要积极面 对生活。 

知足感恩最幸福 
目前，俊鸿靠著自己的努力，有著稳定的工作及生活，但他希望未来能够还有

升学的机会。他开玩笑的对(普门)杂志说：「我现在已经娶了三个老婆，那就

是电 脑、绘画及摄影。对于人生，我不想大富大贵，只要三餐温饱，生活安乐

就很足够了。多余的时间和资源，我愿意奉献于社会，帮助更多的人。」俊鸿

对生活感恩知 足，比起那些不懂得珍惜生命的人，他活得更有意义。 

如果有人间说什么样的人生最幸福？相信答案就和俊鸿说的一样：知足感恩的

人生，就是最幸福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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