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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文章 

  戰勝心魔，透過科技與聽損共生共存 

詹益智 

雅文聽語科學研究中心 

財團法人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 研究員 

    1980 至 2000 年代台灣新生兒聽力篩檢並不普及，故許多兒童即便患有聽損，也常被

忽略，直到口語發展出現遲緩，父母才意識到孩子可能在聽力上有問題；然而，有些兒

童口語正常卻患有聽損，雖然求學之路一路順遂，但仍不免會因聽不清楚，而產生溝通

與社交上的問題。我便是出生於新生兒聽力篩檢未普及化的年代。回憶求學時期，常被

同學譏笑有重聽，當時並不以為意，認為他們只是胡謅地愛開玩笑，直到去美國攻讀博

士班，在某個機緣下，參與了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簡稱聽語系）實習生聽檢期末報告

的個案後，才驚覺自己有聽力損失，於是開始歷經了心理學所謂的處理悲傷情緒之五階

段：否認、憤怒、交涉、沮喪與接受。 

● 否認階段 

    處於否認階段時，總認為聽語系實習生因其聽檢經驗不像資深聽力師般的令人可

信，所以做出來的結果也許不可靠。我當時並不認為自己患有聽損，所以常怪罪他人說

話太小聲，這種心態一直到進入職場後依舊存在。當接受了公司資深聽力師的聽檢後，

發現跟當初在美國檢查的結果差距微乎其為，基本上，我的聽力已被宣判死刑，但我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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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願面對，特別是同事偶而為之的揶揄，讓我更想極力否認自己的聽力缺陷，就好比

「作用力與反作用力」般，越是感受到被嘲弄的眼光，就越想要逃避聽損的現實，但內

心卻是受傷、無助的。 

● 憤怒階段 

  如果問我對聽損是否抱怨過任何人、事或物？答案是肯定的。記得年幼時，總愛使

用隨身聽，甚至睡覺也戴著耳機聽音樂，當時父母常勸我耳機不要開得太大聲，免得傷

害聽力，但處於叛逆時期的我卻把父母的話當耳邊風，如今聽損已成事實，因此非常的

懊悔，也常怨恨自己年少無知，鑄成大錯，為時已晚。 

● 交涉階段 

  雖然我知道聽損是一種不可逆的缺陷，但仍試圖做些甚麼，看是否有辦法挽救聽力，

因此常會上網查一些聽損的相關資料，期盼著有甚麼新的醫療技術或是哪些保健食品或

食材可助緩解聽損，使其不再惡化，甚至恨不得在一夕間可將聽損治癒，結果是不言可

喻地失敗了，之後有一段時期，我腦中一直迴盪著「早知今日，悔不當初」的惆悵感。 

● 沮喪階段 

  之後，我歷經了一連串的沮喪感覺，也慢慢瞭解到無論多麼的努力想恢復聽力，一

切都屬枉然，那種無助的感覺如湧泉般地向我襲來，每每難以釋懷。我也曾經向許多人

訴說自己的痛楚，希望能夠從中獲得些許的關懷與溫暖，安撫已受傷的心，週遭的朋友

們也因為我的處境而不斷地給予鼓勵與關懷，但我仍深感萬般無奈。 

● 接受階段 

  在某次年終會談時，主管建議我配戴助聽器，因為可以幫我聽得更清楚，開會溝通

也會更順暢。當時我思考了一下，覺得可以給自己一個機會聽得更清楚也沒有甚麼不好，

於是就向公司的輔具銀行借了助聽器試戴，戴了一陣子後，就連我平時覺得說話很小聲

或是愛呢喃的人，她們的聲音突然變得悅耳清晰，不會再像隔著一層紗的那般朦朧，溝

通也鮮少窒礙不前，與人聊天更能談笑風生，因此慢慢開始享受戴助聽器的感覺，認為

聽損並不是甚麼大不了的問題，只要與它共生共存，一樣可像聽常人士過著美好的生活。

最後，我決定購入了人生第一款的助聽器，全然接受聽損的事實。 

● 新科技、新想法帶來新生活 

  我從發現聽損到配戴助聽器的時間將近有 8 年的時光，這與研究上從聽力損失到配

戴助聽器平均要 7－10 年的時間不謀而合，雖然經歷了一連串的心理悲傷期，但算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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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來了。很慶幸自己能夠在聽損療育單位工作，因為這使我意識到聽力的重要，讓我在

聽力隨著年紀變得更差前就能配戴助聽器矯正。我一直相信「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這

句廣告台詞，當今科技日新月異，有越來越多的耳機大廠開始研發主動抗噪的真無線藍

芽耳機，同樣地，也有助聽器公司將助聽器越做越精巧，越做越像市面上的真無線藍芽

耳機，長此以往，助聽器便會如眼鏡般讓大眾更習以為常，況且助聽器不但可依聽力狀

態調整不同音頻的大小聲外，客製化耳模的隔音效果比主動抗噪的效果還優異。其實，

除了科技的進步外，自身轉念與心理建設也同樣重要。起初，我相當排斥助聽器，總視

它為一種殘障的象徵，配戴後會被投以異樣的眼光，但當我改變想法後，認為戴在耳朵

上的是黑科技真無線藍芽耳機，而助聽只是附加功能，這使我更能夠自在地日日配戴，

在路上、捷運上、公司裡我都可以態若自然，不怕被貼標籤。換個角度來看，若現今的

真無線藍芽耳機除了做成耳塞式的款式外，也可以設計成耳掛式助聽器的外觀，如此一

來當助聽器與無線藍芽耳機在外型上將難以區分，聽損標籤化效應也會降至最低，相信

會有更多的聽損者願意配戴助聽器。最後，希望我自身的經歷可以鼓舞曾經與我有類似

經驗的聽損朋友們，只要肯積極主動地去面對它，透過科技的輔助，戰勝自己的心魔，

如此便可以讓生命活得精彩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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