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筆下心澄︰彩虹下的感動 

愛因斯坦曾說：每個人都是天才，但如果你靠爬樹的本領評斷一條魚，那魚會一輩子相信自己很

笨。 智障精神科病人很多時未必懂得表達自己的情緒，於生活及復康路上容易出現較多的挫敗

和困擾，因而產生較多的問題行為。  

立德是一名智障病人，他從小就在不同的評價和期待之中掙扎。在社會的眼光中，他總是有些不

同，但這並未阻止他尋找自己的天地。彩虹活動中心成了他探索才能的樂土，一個能讓他自由表

達、無需擔憂被誤解的地方。中心每周舉辦各式各樣的復康活動，其中包括繪畫、音樂和手工

藝。立德對繪畫情有獨鍾，每當他拿起畫筆，臉上總會露出純真的微笑。在這裡，他不是一名需

要被照顧的智障病人，而是一位自由自在地創作的藝術家。  

在一次復康活動中，護士提議學員們畫一幅代表家的畫作。立德畫了一朵盛放的鮮花，花朵由不

同漸變的花瓣組合而成，每一朵都代表家中的一個成員。他的畫風純真而有力，色彩濃烈卻和

諧。機緣巧合下，當他的家人來到中心欣賞他的作品時，這幅畫引起了他們的注意。  

立德的母親看到這幅畫時，眼中不禁盈滿了淚水。她意識到，立德用他的方式表達對家的愛。這

幅畫不僅是彩色的果實，更是立德對家的深刻理解和情感的流露。這一刻，她深刻感受到立德的

內心世界豐富多彩，他以自己的方式在社會中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位置。  

這件事成了他們探病期間的一段美談。立德的家人開始更加支持他參加各種復康活動，也更加

積極地與病房職員交流，以便更好地理解立德的需求和潛能。他們開始鼓勵立德展示他的才華，

他的作品也在屯門醫院主座大堂展出，在社區中尋找更多表達自己的方式。社會或許不應用一

種標準來衡量所有人。立德以他的畫作，不僅觸動了家人的心，也啟發了社會對智障人士潛能的

重新評價。  

在有限的資源中，彩虹活動中心致力為病人提供最佳的訓練，有見及此，中心會不斷「開源」，

透過向外界尋求資助及申請津貼，使病人可以參加更多高品質的藝術復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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