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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手訴心

「臺文館手語日」前的籌備

首先是今年在「國際身心障礙者日」的前一

個工作天（12月2日）訂為「臺文館手語日」，為

了這天，我們早三個月前就開始準備。先是在9月

26日邀請手語研究專家中正大學張榮興教授，前

來傳授「聾人的語言與文化」快速入門；從事手

語研究長達十餘年的張所長，深入淺出地破除大

家的「迷思」，包括「聾人並不等於聽不見聲音

的聽人」，強調聾人有自己的語言、文化和認知

概念。據研究90%的聾小孩出生在一般聽人的家

庭，而這些小孩無法直接跟他們的父母學習母語

（口語），不像其他少數民族的族群從出生就生

活在一起，可以自然學習到自己的語言和文化。

而各地區聾人常有不同的詞彙打法差異，不同地

區的聾朋友有時也會看不懂對方的手語打法。不

同成長背景的聾朋友在手語溝通的表現也有頗大

的個別差異。張教授更提醒，每個語言有自己的

文化和認知概念，若能瞭解聾朋友的理解方式，

以清楚和有效的方式來傳達訊息，就能達到較好

的溝通成效；若能深入了解手語的語言結構和知

識，將有助於提升對聽障者的服務與手語學習。

10月26日，我們邀請資深的聾文化推動者顧玉山

老師，前來教授「聾人日常用語」，希望讓館員

及志工學習到日常間便可以常常運用的手語，短

短三小時學了60個基本句子。課程也將上網，幫

助大家時常複習。

11月中我們開辦了「志工手語培訓班」，希

館務紀要

今年特別選在「國際身心障礙者日」辦理推廣活

動，除了邀請聽障朋友一起來參與活動，也希望

提供一個機會，讓更多的觀眾認識另一個「族群

文化」──見識透過「舞動的雙手」，如何傳遞

無限心聲；不斷創造與時演進的手語密碼，透過

視覺與表情可以更直接、傳神地溝通。

「國際身心障礙者日」系列推廣活動

文───鄭雅雯　公共服務組

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國立臺灣文學館邀您一起來學習動動雙手

也許只是幾句：你好、謝謝

卻意涵著你為世界的美好與平等

付出了行動

臺文館推動「身心障礙者文化參與」邁入

第三年，從組成「身心障礙者文化參與推動小

組」，例行每年3次的工作規劃諮詢會議；從對

聽障觀眾的陌生，進而開始認識「聾文化」，到

2016年我們更全面從館員擴及志工，更積極地

規劃手語課程，期待培訓手語導覽志工提供更直

接的溝通服務。今年特別選在「國際身心障礙者

日」辦理推廣活動，除了邀請聽障朋友一起來參

與活動，也希望提供一個機會，讓更多的觀眾認

識另一個「族群文化」──見識透過「舞動的雙

手」，如何傳遞無限心聲；不斷創造與時演進的

手語密碼，透過視覺與表情可以更直接、傳神地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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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志工們可以學習一些基礎的手語，本年度在兩

個月間先安排4次課程，以克服對「新語言」的

害怕與心理障礙，及學會在臺文館內常用的基本

服務對話手語為目標。11月21日我們也邀請王興

嬙老師搭配館內同仁，針對已經會手語的志工及

聲暉協進會伙伴，辦理一天的導覽培訓工作坊；

以手語角度解析常設展內的建築及文學內涵如何

詮釋更為清晰；以便未來能提供更多時段、直接

地為聾朋友分享文學館的美好！

臺文館手語日禁聲三十分鐘

話說那令人緊張的12月2日臺文館手語日，

我們上午11時在藝文大廳集合，先由本館首位

聾志工蔡世鴻先生教導各組室館員代表基本的手

語，包括「你好」、「歡迎」、「參觀」、「國

立臺灣文學館」、「謝謝」、「手語日」等。之

後就正式展開半小時的「手語時間」，前來協助

活動翻譯的聲暉協會蔡淑妃老師也熱情地陪伴我

們在大門口，向參觀民眾宣傳我們今天是手語

日，大半的觀眾剛開始都有點害羞、閃躲，但透

過筆談，都鬆了一口氣似地表示瞭解，並對我們

比「讚」手勢，反應非常正向！這點也突顯出多

數人其實只是因為對「相異者」不瞭解，而呈顯

出一些抗拒或防衛；當人們願意去瞭解情況後，

就表現很友善、溫暖的態度。接近活動尾聲時，

我們也到各組辦公室去察看大家「禁聲」的工作

情形，果然每一個辦公室都非常安靜，還有同事

豎起食指在嘴前互相提醒著要用手語或筆談。整

體而言，這個試驗效果良好。

隔天12月3日上午11時，舉辦今年第2次的手

語定時導覽服務，碰巧有兩位來自臺東的遊客及

幾位臺南的觀眾，一起參與這場手語導覽。雖然

參與者都是聽人，但他們仍然非常感興趣地聽著

世鴻導覽；結束時他們則表示感覺自己很幸運，

有機會遇上這場導覽。

繪本說故事

當日下午我們則邀請了平安基金會來分享

她們製作的繪本《莎莎聽不見》，當天由王玲琇

主任領軍3位同工前來，分別化身故事角色──

青蛙、兔子等角色，邊說邊帶領小朋友進入莎莎

的世界。孩子隨著主角的遭遇發展，心情起起伏

伏，一起思考怎樣可以聽見呢？是不是大家都一

樣呢？分享感想時，甚且還有小小朋友不假思索

地脫口說出「天生我才必有用」，讓大人們出乎

預期地感到驚訝與佩服她的見地！在手語教學的

時候，小朋友的學習吸收力很好，紛紛搶著上台

比劃以考驗觀眾。

臺文館手語日，由館員與志工打頭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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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務紀要

去表達意見並改變現狀。

在場的觀眾有的熱心地提供建議如何爭取市

府的補助，以及應該統計出聾人使用手語的人口

數以遊說政府成立手語安養機構等。其中特別令

人的振奮是，蔡悅琪醫師分享她正參與推動的身

障友善就醫環境計畫，應有機會在全臺各地試辦

推廣，臺南部分目前在成大醫院每週她有2天的

手語門診（家醫科），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多加利

用。另一位臺文館志工淑卿則分享自己照顧車禍

而嚴重失能的母親，無法言語只能依靠勉強的肢

體動作來猜測她的需要；促使她想來學手語，或

許一時用不上，但她充分體認到無法言語溝通時

內心被理解的迫切需要。她的懇切分享令現場觀

眾十分感動，紛紛為她鼓掌加油！

繼續努力一起奮鬥下去

在旁人看來，或許密集辦這麼多的活動十

分累人，然而，這幾場活動幾乎只是運用臺文館

例常的官網宣傳，以及聾人協會等團體的協助傳

播，沒有太過特殊的行銷廣告，但從聾朋友的踴

躍參與行動，我只感覺到或許我們應該更堅定地

繼續「和他們一起」努力、奮鬥下去！

紀錄片說故事

考量多數的聽障朋友週日才有休假，比較方

便參與活動。因此「看見心聲」聽障主題紀錄片

賞析座談擇於12月4日下午2時舉行，文學體驗室

接近滿座。我們這次播映聾導演鄭雍錡的兩部作

品：《圓一個家》及《攏是人‧聾的話》，前一

個作品講述大陸聽障女子攜子嫁至臺灣，在新家

庭中兩個聾父母如何與兩個聽人孩子互動的溫馨

故事！後一部則是導演採訪全臺各地的聾朋友的

心聲，有的反映助聽器的補助實在太少、殘障停

車位收費（補助）不一、期望政府可以輔導聽障

者就業，以及就醫急診時常常等不到手譯等等困

擾。引起現場聾友們極大的共鳴，紛紛上台分享

他們自身的遭遇以及他們對於相關權益的疑問。

鄭導演則分享她學習紀錄片到辭掉工作專職拍紀

錄片的心路歷程，也歡迎聾朋友們提供親身故事

題材。顧玉山老師則分享自己也曾學習拍攝紀錄

片，早年設備不似現今的輕巧、容易操作，常常

要熬夜後製並請聽人朋友幫忙打字配音。近來他

也擔憂著年老的時候，能否有會手語的安養機

構？他也呼籲臺南的聾朋友們應該要集結，找個

可以定期聚會的地方，常態性地可以交換生活的

經驗或討論一些權益爭取，應該可以比較有效地

繪本《莎莎聽不見》由手語老師邊說邊帶領小朋友進入莎莎的世

界。

「看見心聲」聽障主題紀錄片賞析座談，台上台下反應熱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