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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社會與文化的樣貌日漸多元，而尊重這些多元文化是我們應具備的基

本素養。本期電子報在徵求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趙秘書長玉平的同意

後，轉載其發表於該協會網站珠璣集的一篇文章，文中透過回顧美國的聾人社

群為「聾人文化」奮鬥與發聲的歷程，幫助我們更瞭解聾人文化的精神內涵與

特色。希望各位伙伴在閱讀後，能由衷地欣賞並尊重這項特殊文化的存在，進

而給予周遭的聾人朋友多一些的肯定與鼓勵！ 

 

 

主題文章 

 

自己的道路自己開─論聾人文化的精神內涵 
 

趙玉平 
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  秘書長 

 

「聾人文化」一詞是外來語，源出於美國  

美國是民族大熔爐，呈現多采多姿、燦爛繽紛的文化。對於不同的文化，美國

人已經建立即使無法接受，也能加以尊重的觀念。在眾多的文化當中，最令我

們關心的便是所謂的「聾人文化」。  



 

文化的產生，肇始於血統、語言和生活習慣，而以語言的影響力最為重大。不

同語言產生不同風格的文化，也深深決定了此文化的內涵。聾人以手語為母

語，加上聽覺障礙，無法或難以接受聲音訊息的刺激，在無聲當中完全依賴視

覺吸收資訊的情況下，發展出獨具一格的特殊文化來。  

 

我們都知道文化是自然力造成的，往往經歷漫長歲月的演變，去蕪存菁，始有

今天的風貌，因而要去改變是十分困難的。它所造成的價值觀深深地牽制著人

們的觀念與思想，試舉一個例子：美國奧克蘭是一個黑人都市，如果一戶白人

家庭遷移到那個地方落戶，則他們必須去接納當地的黑人文化，否則必會格格

不入。可是，即使這戶白人家庭能表達出對黑人文化的高度接納，他們的黑人

鄰居對他們仍會有微妙的感覺，原因無他，膚色不同，文化不同，自然會產生

「非我族類」的自我心中意識。而華府特區也是黑人都市，黑人人口達該市總

人數約 70%以上，市長選舉時理所當然都是由黑人當選，假若美國聯邦政府是

個專制的政府，派了一位白人市長去治理首都，你想，會有什麼結局？  

 

「物以類聚」正是文化發展最重要的一個特徵，唯有具備相同背景的人才易於

相互接納，融為一個族群。美國聾人經過一百多年的聾教育的發展，已醞釀出

極為成熟的「聾人文化」來，其具體的成果展現在 1988 年高立德的學運上。  

當年，華府高立德大學校長出缺。這是一所擁有 125 年歷史的全球最高聾人學

府，譽滿全球，已成為全球聾人心目中的聖地。百餘年來，校長一直由聽人擔

任，儘管這所名校培育出來的聾人菁英輩出，取得博士學位且擁有教授及行政

主管資歷者更是多如過江之鯽。然而，董事會在遴聘新校長時從未考慮到這些

聾人人才，他們決定聘請一位完全不諳手語，完全沒有聾人事務工作背景的女

學者擔任新校長。消息傳出，全校譁然，數千名聾人師生原本企盼由聾人出任

這個大家長，藉以表現出聾人傑出的才幹與能力，至此完全破滅。  

 

他們放棄了嗎？他們妥協了嗎？不！  

 



他們立即組織起來，由學生會指揮，進行全校性的大罷課，封鎖了校園，堅定

的要求董事會收回成命。他們喊出「以聾為榮」「除了不能聽，我們什麼事都

能做。」等等響亮的口號，肯定了自己本身的文化價值和地位，進行有秩序、

有理性的抗爭，旋即獲得美國輿論界一面倒的支持。起初，董事會無動於衷，

靜待學運的平息，認為他們的決策將獲得貫徹的實行。他們料想不到，長久以

來一直被壓抑的聾人文化竟然表現出無比的韌性，眼看學生的力量一天比一天

壯大，輿論的壓力一波波的到來，連國會議員都加入聲援的行列，每天都有聾

友由全美各地趕來加入抗爭的陣營，董事會只得改弦易轍，任命了身為聾人的

該校理學院院長約丹博士出任該校有史以來的第一位聾人校長。  

 

1988 年的學運不僅是高立德師生們的成功，也是聾人文化發展上的一大勝利，

更鼓舞了全球正在為自己地位奮鬥的聾人的士氣。  

 

今天，約丹校長的任職已堂堂邁入 17 個年頭，他的表現絲毫不遜於高立德歷任

校長。該校前幾年的畢業典禮上，美國總統柯林頓親臨觀禮；亞特蘭大奧運聖

火傳遞到白宮時，柯林頓總統攜著約丹校長的手共同主持點燃儀式。假使約丹

博士當年未能出任校長，恐怕我們聾人至今仍然無緣享有這樣的尊重和殊榮。 

 

由自然入文法易，由文法入自然難  

 

「聾人文化」的特點在那裡呢？  

 

第一，表現在使用手語上，而此手語必定是自然手語。  

 

一般手語翻譯員及啟聰教師所使用的文法手語絕不是自然演化而來的。文法手

語的優點是有益聽人的學習手語，及啟聰學校的教學，且對啟聰學生的語文能

力之提升較有助益。但我們必須注意到一個現象：雖然啟聰教師在課堂上採用

了文法手語，但啟聰學生私底下依然我行我素的使用自然手語。這個現象，中

外聾校皆然。  

 



本文無意貶抑文法手語的地位與價值，長久以來，本人即一直認為文法手語可

以彌補自然手語的不足，也一直認為這兩種手語體系應該互為表裡，互為奧

援，而不應相互對立，相互排斥。特別是在會議上的翻譯時，文法手語有時較

自然手語更能提供鮮明精確的意象，減少翻譯過程所產生的誤差。  

 

不可否認的是，自然手語在聾人文化的發展上佔了絕對的主導地位。一位精通

自然手語的翻譯員，顯然要比會文法手語的翻譯員，更能得到聾人的認同和肯

定。  

 

美國舊金山的奧龍學院是美國西岸的聾教育重鎮，也是美西聾人文化精華薈萃

之地，校內傑出的聾教授多得不可勝數。這所學校定期開辦各級手語班系，為

全美聾友培訓優秀的手語翻譯人才。他們的手語初級班第一天上課的情形很有

趣，提供我們另類思考的空間和方向。  

 

手語初級班的學員來自全美各地，不論是否具備手語基礎，一律從頭學起。負

責教授這群菜鳥的是一位女性聽人老師，你可能會以為之所以安排聽人老師來

教手語初班，是為了方便以口語來授課，假如你真如此認為，那便大錯特錯

了。這位和顏悅色的漂亮女老師站在講台上硬是一語不發，她更嚴格禁止學生

彼此間開口交談，有問題時固然不得開口發問，私底下也不得開口溝通。那

麼，這一班師生要如何互動呢？這深深地考驗著學員們的智慧，也深深地檢驗

著有那些學員具備成為一位成功的手語翻譯員的條件。  

 

老師的目的在讓學員設身處地的去體會聾人在溝通上的障礙，進而站在聾人的

立場去找尋除了口語之外的溝通方式。老師雖是聽人，但在課堂上卻扮演著十

足聾人的角色，她從頭到尾都以寫板書的方式與學員溝通，學員有樣學樣，有

的也用板書的方式向老師提出問題，有的會使用簡單的肢體動作來表情達意，

種種替代口語的溝通方式一一出籠，顯得十分熱鬧，可是教室裡卻是鴉雀無

聲，不知情者還以為這一班師生全是聾人呢。  

 

最值得注意的是：她的第一課授課內容，不是教手語，而是教臉部表情的變



化。喜怒哀樂，不經手語，學員都能拿捏得十拿九穩。過了這一關，才能進入

自然手語的課程。  

 

經由這種方式所訓練出來的學員，其水準必定不會太差。我們發現其中最深層

的意義是：這位偉大的女老師表現出對自然手語及聾人文化的高度瞭解與尊

重。她深深地理解手語的教學必須順應自然演變的法則，先讓學員習慣於以

「表意」為主的自然手語，待有基礎之後，再來學習以「表字」為主的文法手

語。古人有云：「由儉入奢易，由奢入儉難」，在此更改幾字，即「由自然入

文法易，由文法入自然難」。美國培訓手語翻譯員的方式，顯然深得箇中三

昧。  

 

聾人應有的地位與權力  

 

第二，表現在爭取聽聾地位平等的努力上。  

 

研究聾人文化的學者，很少觸及聾人文化的核心。使用手語與不能聽，包括欠

缺節奏感，通訊上依賴視覺電子器材及掏口袋時銅板掉在地上而毫無自覺等

等，都只是聾人文化的表象，其內涵應該是聾人為了自尊而追求應有的自主權

和地位。  

 

高立德大學師生與校友聯手爭取由聾人出任校長，即是最好的說明，他們的成

功，滿足了聾人追求榮譽的心理需求。與聾人相處，聽入不宜有聽人第一的沙

文主義觀，尤其不宜站在優越的立場去干預聾人的行事，也許聽人的出發點是

良善的，是想幫助聾人，但應知所分寸，否則過份的幫助或干預反而會扼殺聾

人的創意，也會抑制聾人潛能的發揮。  

 

然而，聾人在要求擁有與聽人平等的地位和相同的權力時，也要自我檢討是否

具備了享有這樣的地位和權力的資格。假如高立德大學沒有像約丹這樣具備博

士學位，又擁有教授與理學院院長的學經歷的聾人，恐怕爭取聾人出任校長的

行動將流於空談。  



 

經常接觸聾人的教師和手語翻譯員，很少人能體會到聾人迫切期盼「參與決

策」的強烈心理。每個人都有表現的慾望，聾人自不例外，唯有聾人精英對關

於自己的事務能夠「參與決策」，聾人的地位才能提升，聾人的價值才能得到

肯定，「以聾為榮」的口號才能落實，下一代的聾小孩才有效法的對象和榜

樣，他們將因而努力學習，奮發上進，以求能達到和前輩們並駕齊驅的地位，

而不致認為聾人無用而充滿挫折感，而導致學習和生活都漫無目標，甚至自暴

自棄。  

 

聽人在涉及聾人的事務時，若能盡量避免過份干預，或者說越俎代庖，讓聾人

多一點機會來自行處理，則其創意和才幹將會得到完整的發揮。  

 

聯合國大會第三十七及五十三號決議案，決定了一九八一年為殘障人年，及一

九八三年至一九九二年為殘障人十年，在行動綱領第一段開宗明義的闡述：

「促使殘障人得以『充分參與』社會生活和發展，並享有『平等地位』，也就

是要讓他們擁有與全體公民同等的地位。」  

 

綱領中進一步指出：「當殘障人遭遇文化、物質或社會阻礙，阻止他們參與其

他公民可以享有的各種社會系統時，即產生了障礙。因為這個障礙是喪失與其

他人平等參加社會生活的機會，或是使這種機會受到限制而造成的。」  

 

最積極的一個條文，也是和聾人文化的精神內涵完全契合的是：「殘障人應當

參加各種有關一般社區事務和作為殘障人與其特別有關的事項的決策。」  

 

與聾人相關的事務，不論是在社團、教育、藝文、體育、學術等等，都應該讓

聾人參與和決策。像全球性與區域性的聾人活動舉辦得非常頻繁。比如由世界

聾人聯盟每四年召開一次的世界聾人會議、由國際聾人體育委員會每四年辦理

一次的世界整人夏季運動會和冬季運動會、由各洲聾人體育聯盟每四年辦理一

次的各洲聾人運動會等等，還有其他不定期的學術研討會（比如高立德大學於

一九八九年召開的「聾人之路」活動）和種種國際性的聾人聯誼與交流活動。  



 

這些活動，不管規模大小，全然是屬於聾人的節目，主辦活動者，從策劃到執

行，由聾人負責固不待言，各國代表團也大多由該國聾人領袖出任團長。如由

聽人來統籌整個活動，或擔任代表團團長，前者無法彰顯聾人文化的精神內涵

來，後者不具備與國際聾人交際的語言（國際手語）能力，反而剝扼殺了聾人

參與和成長的機會。我們必須注意，像這樣的機會是十分難得的。  

 

大致上而言，在經濟、政冶與社會較進步的國家，如美、日與眾多的歐洲國

家，都能讓聾人全權參與屬於他們本身事務的運作，即使像中國大陸，參加國

際聾人會議或體育競賽時，代表團也是由聾人出任團長。一個國家聾人地位的

高低，是否擁有自主的權力以及在與自身相關的事務上是否能充份參與，往往

從這方面便可一葉知秋。  

 

英國有一公共電視台，製播了高水準的聾人節目，廣為全球聾人與電視界肯

定，你可知道這個節目的工作人員大多是聾人嗎？像這樣的節目假如是由聽人

來主導，雖然不見得品質會不佳或者無法表現出應有的內涵來，但這樣一來，

我們無法從這個節目中培養出專業的聾人電視製作人才，豈不可惜?  

 

再提到手語研究的工作，假如研究委員能多聘請聾人擔任，人數至少佔委員總

數約二分之一，其研究的成果相信較易為聾人接受與使用。美國手語的研究工

作幾乎部是聾人來主導，因而產生了不少優秀的聾人手語研究人才及學者，對

美國手語學術體系的建立，居功厥偉。  

 

在此要特別說明，本文雖然主張與聾人的「參與決策」，但並非拒絕聽人的協

助與參與。只是我們必須注意，像這樣的協助與參與必須恰如其分。以手語翻

譯員而言，他（她）的責任是為聾人傳達與傳遞訊息，他（她）可以站在中立

約立場去分析事件的背景讓聾人掌握，但絕不可誘導或指示聾人做決定，決定

權在聾人，我們必須尊重聾人的思考與判斷。  

 

我們是一國的  



 

第三，表現在整人獨特的族群聚集上。  

 

聾人族群在社會中所佔的比例很小，可以說是絕對的少數，有部分人士一直強

調要人要「回歸主流」，所謂的主流便是聽人的社會。在這樣的前提下，他們

認為學習口語及放棄手語是最好的方式。其實，「回歸主流」一詞本身使帶有

偏見，它否認了聾人文化存在的價值。儘管提出此一理念者的用意並無可厚

非。  

 

聾人社會是自然的結合，在這個社會裡，彼此以手語相互溝通、交換訊息，討

論共同關心的話題，男女間彼此通婚，或許是「封閉」了些，卻是聽覺障礙之

後自然而然的發展。美國各中國城市，住了不少移民的華人，有些人因英語不

靈光，終年在此方寸之地過活，無法越雷池一步，除了會說華語的中國人，他

們沒有其他的朋友，久而久之，相同背景者便形成一個族群。你說他們「封

閉」，他們卻自得其樂。美國人似乎沒有叫這些人「回歸主流」。  

 

假如能有更多的聽人願意把手語學好，讓聾人在每一個地方都能享有無障礙的

空間，回歸主流的口號不必強調自然水到渠成。但這只是理想，它和要聾人放

棄手語，學習開口說話一樣很難實現。  

 

舊金山名聞全球的花園曲道公路附近，有一處專供聾人聚會的俱樂部，提供各

種休閒及餐飲服務，收費低廉。不少聾人開了數小時的車，老遠從家鄉來到這

個地方，只為了能用手語和人家交談，他們可能一年半載無法用得上手語，如

果他家裡或附近沒有其他聾人的話，使用手語就變成他的期待。長住國外的

人，一回來聽到家鄉話便非常高興，如聆仙樂，這個情形和極盼使用手語的聾

人的感受如出一轍。  

 

因此，要尊重聾人，請用他的語言和他們交談，不會的話就去學吧！你接納他

的語言，才等於接納他整個人。  

 



未來充滿希望  

 

近來一些聾友呼籲設置聾人大學，心中亦喜亦憂。喜的是聾人文化很可能因聾

人大學的設立而得到具體的發展，憂的是我們具備了設立聾人大學的條件嗎？

平心而論，我們在國內所享有的種種福利，較之美國，毫不遜色。我們所不能

企及的是，美國聽人對聾人文化的尊重態度，因而從政府機關到民間機構都能

給予優秀聾人完全發揮的舞台。但這個成果並不是從天而降的，美國聾人也奮

鬥了數十年才享有今天的地位。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以美為師，急起直追

吧！  

 

我們已取得 2009 年聽障奧運的主辦權，保守估計將有 100 個以上的國家 6000

名運動員來台參賽。這是一場對台灣而言空前絕後的「聾人文化祭」，隨著

2009 年的逐漸到來，各項宣傳活動與手語志工培訓工作次第展開，尤其是國際

手語的引入，將會引導台灣的聾人文化內涵以及台灣手語的發展走向國際化。

台灣將隨著聽障奧運的舉辦，一躍而為全球領導聾人文化潮流的大國。且讓我

們迎接這一天的到來吧！ (著於 2004 年 5 月 1 日) 

【本文獲作者同意摘自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網站 珠璣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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