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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公共電視手語新聞主播牛暄文，2歲失聰，幼稚園起積極進行「口語訓練」，國

小因「回歸主流」政策，就讀一般學校的啟聰班，高中、大學在完全聽人的校園就讀，

畢業後轉往美國以聾人學生為主的高立德大學進修，因為誤會的插曲，開啟了與手語的

奇妙緣分，在多元文化衝擊下，重建聾人自我文化認同。 

 

● 您從小學口語，大學才開始接觸聾文化，您認為自己是聽障者還是聾人？ 

我是聾人，不過在還沒去美國之前，我都認為自己是聽障者，而非聾人，因為在我

定義中，聾人是指不會說話，只能比手語的，而聽障者，代表會口語的。 

 

但是現在認為聾人代表的是一種身分的認同。 

 

● 您從小學口語，為什麼會開始學習手語？ 

是一個美麗的誤會，因為當初大學畢業，很想要開口說英文，只是當時台灣沒有這

樣的環境，以為外國的月亮比較圓，美國的教育應該也比較進步，有特別的教法可以讓

我學會開口說英文。 

 

在住美國阿姨推薦下，選擇申請美國高立德大學，也是全美唯一的聾人大學，附屬

的語言學校。 

     

進入就讀後，才發現，這所大學主要語言是美國手語，而非口語，和我想像中的完

全不同，我也很慌，當時陪同的媽媽也很緊張，有詢問是否可以退費換學校，但是校方

回答，已經付完學費，就不得退還，當時學費接近一百萬台幣，不是小數目，所以我媽

只能跟我說，先讀一個學期看看，到時候再想辦法轉去別的學校就讀，買了兩本美國手

語書，叫我先練習看看。 

     

其實這也很玩味，因為媽媽從我小時候，反對我學手語，現在反而叫我先嘗試學手

語。 

     

後來，在好奇下，我就看手語書籍，看到26個字母手語比法，就想說練習看看，結

果不到一個小時，就全部背起來了，當時我還很驕傲的去找我室友，用指拼法一個個把

字母打出來，內容是＂My name is Mike”，我室友看不下去，把我手壓下來，直接告訴我

這句話的手語應該要怎樣打，我才發現，原來手語不是照字打就好，都有一種打法，然

後組合起來，又會延伸出不同的意思，讓我覺得很有趣。 

     

之後我就很認真觀察聾人他們打的手語，表情如何應對，從不敢打，到勇敢的表達

自己想法，差不多花了一個多月，就可以做到基本溝通，也讓我對手語越來越有興趣，

開啟了我使用手語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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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聽損者學習及使用手語、口語的看法  

基本上我覺得聽損者，應該兩個語言都要學習，因為目前在台灣來說，太過重視口

語，幾乎都是口語至上主義，只要聽損者口語不好，幾乎就完蛋了，但是這觀念是不正

確的，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天分、學習環境，像我自己雙耳聽力損失100分貝，在我的

年代，要開口說清楚是很困難了，但是因為我媽媽花很多心力，讓我不斷的練習，才有

辦法說的比較清楚。 

 

雖然我會開口說話，但是也知道我說話不如聽人標準、清楚，如果有人聽不懂我說

的話，我會變得很膽怯，越說越小聲，甚至不敢再說話。 

 

可是自從學了手語，反而覺得手語給我一種信心，有了手語，我不會害怕聽不懂別

人說什麼，可以透過手語完整接收資訊，也可以很自在的表達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覺得聽損者應該兩個語言都學習，然後再由自己選擇喜歡的語言，而非父母

代為決定要使用什麼語言，不管口語、手語，只要可以幫助聽損者自由表達自己想法的

語言就是很棒的語言。 

 

 

        圖三、東華大學演講：無障礙旅遊-聾人的旅遊經驗與服務建議 

 

圖一、高立德大學語言學校結業典禮 圖二、與高立德大學同學出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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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想使用人工電子耳，請分享您的使用經驗？ 

我是從美國回來後，才決定開刀裝人工電子耳，當時因為從一個全聾人的環境，回

到了都是聽人的環境，在去美國之前，我本來就沒有什麼聾人朋友，所以回來台灣後，

覺得很孤單，然後進去公司上班，也碰到不少挫折，都是說我不會講電話、或是沒辦法

跟人溝通的順暢之類的，當時也詢問醫師，如果開刀裝人工電子耳後，是否可以會說話

呢？醫師給我的回答是很肯定的，才下定決心開刀裝電子耳。 

     

不過說實話，電子耳是有幫助我聽得更清楚，但是也覺得這個世界很吵雜，然後為

了聽懂對方說什麼，要付出很多心力，覺得非常疲累，加上我發現到，很多聲音，其實

都是聽的到，只是辨別不出來，就好像一堂課，全程說法語，要從有限的詞彙中，努力

聽出完整的對話，其實是很辛苦。 

     

也讓我了解到，電子耳其實必非萬靈丹，而且，裝電子耳的後續訓練，其實很費時

費力，也是很多人會忽略的地方。 

                         

● 從聾人角度分享，到醫院求診時，需要哪些資源 

如果是單純的醫院求診，應該需要聽打員或是手語翻譯員，以及更多的文字提示，

像是最近去醫院，發現門口都有報到系統設備，插健保卡後，會出現號碼，這樣對我們

來說很方便，可惜看完醫生後，要領藥單，護理師都還是會習慣喊名字，我常常都是看

到護理師喊很久，沒人去領，才意識到是叫我名字。 

     

如果是針對電子耳手術的討論，我認為不能只有醫師單方面說法，應該要加入聽力

師、或是語言治療師、聽障使用者等一起討論，因為當時我開完電子耳後，才碰到聽力

師，他就有偷偷跟我說，如果我先碰到他的話，他會建議我不要開刀，因為幫助有限，

而且醫師只是站在醫學角度看待聽損者，認為聽損是一種疾病，應該要治療到可以聽得

見，卻不注重品質、心理狀態。 

     

反而後續的復健，是最累的，卻給聽力師、語言治療師來扛，如果評估開刀裝電子

耳，只給聽損者和醫生單方面討論，其實不是很好的現象。 

                   

● 台灣與美國聾文化是否有差異？  

其實差異滿大的，不要說台灣和美國，應該是說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異，我在

美國那邊感受到的是，身障者是一個人，他們經常宣導一個觀念，就是身障者之所有障

礙，是環境帶來的障礙，並非身障者本身。也許很多人無法理解這是什麼意思，如果說，

台北全部的建築物，都有輪椅斜坡、電梯，沒有路障，那坐輪椅的肢體障礙者，就不會

是障礙者了，因為他行動沒有任何不便，同樣的道理，如果聽損者主要語言是手語，而

台灣每個人都會打手語的話，就沒有聽損者的存在，因為可以溝通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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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歐美，他們很注重無障礙環境，會想辦法幫忙解決身障者的障礙，聽損者在

工作上碰到的困難是講電話，它們就設計出，視訊同步翻譯電話，讓聽損者可以用手語

講電話，那不會手語的聽損者，可以用打字的方式，中心會有人幫忙把文字轉為語音，

也可以把對方的語音轉為文字，這些都幫助聽損者減少溝通障礙。 

     

但是同樣的，身障者就必須要在無障礙的環境中，證明自己的能力，不能拿身障當

藉口。 

     

而在台灣，經常覺得身障者很可憐，先天不如常人，所以必須要用憐憫的態度，去

給予補助，讓身障者可以過基本生活，所以我經常說，政府開設身障公務員特考，其實

不是德政，而是政府的無能表現，因為政府無法解決身心障礙者的環境障礙，只能用這

種不平等的方式，讓身障者可以進去政府工作。 

     

而教育觀念也有顯著差異，比如說，如果一個聽損小孩，跟父母說，他未來想要當

空服員，在東方國家，幾乎都會回答說，你聽不到，做什麼空服員，別想了！但是歐美

的話，會回答說，這夢想很棒，但是要想一想，空服員需要和客人溝通，你聽不到，所

以要怎樣和客人溝通？ 

     

我覺得歐美的回答方式很棒，讓身障者可以面對自己的障礙，並思考如何去解決這

障礙，我覺得這觀念也和歐美社會習慣，以人為本，思考每個人的感受，以及亞洲社會

習慣，群體為主，個人要配合大眾，犧牲自我意識有關。 

 

● 在台灣使用手語是否會有限制？能如何改善？ 

目前來說，台灣的手語環境，最近幾年真的大幅提升，尤其去年更是將台灣手語納

入國家語言發展法，不過限制還是在”人”。 

     

比如台灣很多政府機關，都習慣用電話聯絡，如果發現對方是聽損者，無法講電話，

就會忽視。 

     

過去有一個例子是，立法院秘書長說，92共識沒有手語，所以無法同步手譯，之後，

媒體記者有打到聾人協會，詢問說可不可以電訪，但是表明說需要用手語搭配翻譯，才

能採訪，所以之後就說不採訪了，結果當時全部的手語都是去問手譯員如何打，而非聾

人本身，這如果在歐美，其實是很不尊重聾人的語言平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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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很多人經常不清楚說，手語翻譯員其實是聾人的”輔具”，常常會出現很多人

對手語翻譯員的尊重程度，大於聾人本身，記得有看到聾人發表精采的演說，反而大家

誇說手語翻譯員說的真精彩，沒人說聾人演講的很棒，讓我啼笑皆非。 

     

再來是，之前有提到歐美都有設計出視訊同步翻譯電話服務，其實設備、軟體，很

多都是由台灣工程師設計的，反而台灣政府都說辦不到，不願意去研究，放任聽損者無

法講電話的情況持續。 

     

最後回歸手語本身，手語其實和口語是不同的語言，但是社會大眾不但不瞭解，連

教育體系很多專家學者都不瞭解，經常想要用中文方式來干涉手語，破壞手語原有的文

法，延伸出中文手語、或是文法手語，意思就是照著中文字面打的手語，教育部反而大

力鼓吹這類手語，讓許多聽損者，手語打也打不好，中文寫也寫不好，造成語言混淆，

也是目前很大的挑戰。 

 

 

 

 

 

 

 

 

 

 

 

 

 

 

           圖四、參加資訊與文化平權身障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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