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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中午12点，上海市
东方医院南院内某病房内，几名大学
生正围坐在陈阿姨身边。病床上放
着几个小盒子，每个盒子里都有一顶
假发，坐在床上的陈阿姨正从中挑选
最喜欢的一顶。“我马上要第二次化
疗，头发就要掉光了。之前担心得
很，一想到要变成光头，心理很不舒
服的。前几天医生跟我讲，有人要送
我们免费的假发，把我高兴坏了。”陈
阿姨边说边戴上最喜欢的一顶黑色
短假发，对着镜子百看不厌。

陈阿姨说，刚开始化疗的时候，
也有人送过她假发，但是质地比较粗
糙，戴着不舒服且经常滑落。因此即
便自己头发越来越稀疏，也不愿意戴
假发，但没想到这次送的假发又好看
戴着又舒服。“我是小区里楼组长，之
前都不敢顶着光头去参加社区活动，
现在可以自信一点了。”

看到陈阿姨滔滔不绝地聊了起
来，现任上外青丝行动社社长的徐思
涵脸上也绽开了笑容。她告诉记者，
此次捐赠的几顶假发都是由志愿者
捐赠的头发为原料。“捐发者看到消
息后，先把在理发店剪下的头发装在

袋子里，将捐发人信息写在卡片上寄
给我们，我们收到头发后，会根据小
纸片上的信息再将捐发证书寄给捐
发者。”之后这些头发会被送到专门
的假发制作公司，经过消毒、清洗、
染、烫等步骤制成。

“第一次做了一批一共是30顶，
这次捐赠的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据
徐思涵介绍，青丝行动以前也做过一
次集体捐赠，但当时是与街道合作。
在她看来，此次和医院的合作更能够
覆盖到真正需要假发的人群。

在捐赠前徐思涵联系了医生，并
询问了患者本人的意愿。上周三院
方告诉徐思涵有几名患者将要出院，
周五可以进行捐赠。徐思涵和她的
团队立即进行了筹备，并在周五将2
顶假发交到了患者手中，另有三位患
者因假发款式不合适或不在现场，团
队已安排之后再寄送假发给她们。

除了进行集体捐赠外，青丝行动
也会通过微信公号接受个人捐赠的
申请。据了解，加上这次捐赠的2顶
假发，目前青丝已一共捐赠了21顶
假发给罹患癌症或白血病脱发的患
者。

青丝行动大学生送假发进医院助癌症患者重焕光彩

社长带头剪下及腰长发暖人心扉
戴上假发后，陈阿姨久久盯着护士手中的小镜子。“好看！真的好

看！”她边说边将头一会儿往左转一会儿往右转，目光却始终不离那面小
镜子。作为一名70岁的癌症患者，陈阿姨说这顶假发让她抛却了化疗的
后顾之忧。而对于假发的捐赠方——上外青丝行动社的几名大学生来
说，受捐者脸上的笑容就是对他们努力的最好回报。 青年报见习记者 钟雷

回想起捐赠过程，李睿玥的情绪

仍未完全平复，眼角仍闪着泪花。“第

一个受捐者特别像我已去世的外婆，

她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头发掉光的患

者，当我们进入房间看到她时，你能

感觉到对方真的很开心，一般的癌症

病人应该没有这么开心吧。”

作为青丝行动的创始人之一，李

睿玥坦言这次捐赠对她触动很大。

过去她主要负责网上联系捐发者，此

次则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癌症患者。

“我一直有这么一个概念，我们

做的是公益，不是慈善，公益是公众

利益，是大家需要的东西，如果你没

有但是大家有的话我就想给你。但

慈善好像是来自一个阶级对比它稍

微低一些的阶级的馈赠。”李睿玥说，

在平时工作中如果看到身边有人提

到青丝活动在做慈善这样的说法，自

己会很反感。

如今李嘉文和李睿玥都已是大

四，都到了即将与青丝分别的时候。

在李嘉文看来，自己大学里能够做青

丝行动这样有情怀的事情，是很幸运

的。“我是学会计的，很有可能以后工

作做的事情就不是‘我自己的事情’

了，那我觉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做过一

点‘我自己的事情’还是很有纪念意

义的。”

“以后的生活可能会偏固化，那

我就想做一些看上去和自己专业没

有太大关系的事情，看看自己到底能

不能做好。”李睿玥表示，虽然毕业后

可能会离开青丝行动这个团体，但是

这里永远是自己的“娘家”，未来仍会

常回家看看。

徐思涵则表示，现在团队正在筹划

制作一个网站，捐发者可以在网站上查

询到自己头发是否有被签收，是否有被

做成头发，送给了谁等信息。“前辈们给

我们开了个很好的头，希望我们也能把

他们的那份热诚传承下去。”

捐赠过程中，李嘉文一直微笑着
默默站在一旁。作为青丝行动的创
始人之一，他坦言没想到当初的一个
点子能够变成如今手上这么多实实
在在的假发，更没想到青丝行动能一
直发展到现在的规模。

2014年，在国外读书的两名同
学告诉还在上外读大二的李嘉文，国
外有很多收集头发、制作假发并捐赠
给癌症患者的志愿者团体，但是国内
却几乎没有。听到这一消息，成立青
丝行动的想法就在李嘉文心里扎下
了根。

假期结束回到上海，李嘉文便开
始招募人手，成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创
始团队。虽然有了团队，但最初的半
年由于缺乏资金支持，青丝行动举步
维艰。“一开始没有制作假发的钱，所
以不敢收头发，本来想通过义卖来筹
集资金，但是学校表示支持我们的行
动，但不支持我们在学校里搞义卖，
所以前半年基本什么事情都没做。”
后来通过申请创新创业项目，团队拿
到了第一笔12000元的资金，李嘉文
也联系了山东一家工厂代为加工制
作假发，这时团队方才敢开始向社会
收集头发。

据李嘉文计算，当时12000块钱
大概可以做二十顶头发。2015年4、
5月份，组织开始一边做一些路演宣
传青丝行动这一概念一边向社会面
广泛地收集头发。

不到半年的时间，青丝行动就有
了一定的影响力，但由于创新创业项
目的资金需要近半年才能经过审批
到手，本来李嘉文计划到2016年2月
份做出第一批假发。但是到了2015
年底，一些捐发者们经过半年的等待
开始坐不住了，质疑声却也随之而
来。“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拿这些
头发去做了什么了？”微信后台不断
出现的质疑声让团队成员倍感压力。

活动宣传方面，由于项目资金还
在账上取不出来，找了加工机构但是
没有合作方提供路演场地，李嘉文一
度不得不靠找爸妈借钱来维持组织
路演的经费。

转折点出现在2015年12月青
丝行动于陆家嘴举办的一场捐发活
动。当时在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
的帮助下，青丝行动有了场地和经
费。同时也联系到了一家假发制作
公司，并从公司手中“预支”了30顶
成品假发。

有了第一批30顶假发之后，李
嘉文和成员们开始寻找有需要的团
体进行捐赠，回应那些质疑的声音。
2016年1月30日，通过陆家嘴街道，
青丝行动将首批制成的发套捐赠给
了7位癌症患者。4月份的时候，组
织拉到了另一笔赞助，青丝行动的羽
翼渐渐丰满了起来，开始良性运转。
这一次在东方医院的捐赠也是继1
月份后第二次集体捐赠。

除了上外青丝行动社现任社长
这一身份外，徐思涵还有另一层身份
——捐发者。不同于学长学姐们在
大学中开始接触青丝，徐思涵第一次
参与青丝行动时还是一名高三学
生。“在高中阶段主要做的事情是收
头发，汇总捐发者名单等等的工作，
因为我是上海人，当时很多收来的头
发没地方放，就放在了我家里。”高中
毕业以后，徐思涵在青丝行动中受到
上外学姐学长的影响，追随他们的步
伐报考了上外，一头扎进了青丝行动
的建设和推广中去。

在青丝行动刚起步时，后台常有
人咨询怎样的头发可以捐赠，为了指
导大家正确捐发，团队就计划出一个

捐发教程，而教程中的主人公正是徐
思涵。徐思涵原本一头乌黑的及腰
长发因此被剪成了齐肩短发，然而她
对此却并不在意。徐思涵认为，此前
人们谈到癌症患者，觉得关心他们的
健康，或者是陪着他们就是一种关
爱，“但是当陈阿姨戴上假发照镜子
的时候，原本黯淡的眼睛一下子就亮
了起来，我能感觉到她真的需要这些
东西。”

“以前看到用别人捐的头发做出
来的假发，会觉得这是我的头发，但
也仅仅是我的头发，是仅限于我跟头
发之间有一种关联。只有当这顶假
发被戴到患者头上时，你会感觉这顶
头发把你跟患者联结了起来。”

[心声] 很庆幸能做“自己的事情”

医护人员为患者整理捐赠的假发。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曾因缺乏资金向父母借钱创始人

患者 因为假发倍添信心

社长 为拍教程毅然捐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