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心看世界 原來黑暗這麼明亮--用心推薦 

     

瞎子摸「相」／朱純儀 Teresa 

    瞎子摸象？不，是瞎子摸「相」，在黑暗中其實更容易看得到事情的

真相！很幸運可以參與黑暗對話的課程及分享師的訓練，本來是抱持

著做公益而加入黑暗對話分享師行列，但我發現其實從他們的身上我

學習到更多。在經歷的過程中，體驗了很多的第一次，與視障者近距

離的接觸、真正了解視障者的感受、感受真黑暗的不安、發現在黑暗

中自我的潛能、透過觸覺的溝通、用心傾聽形成影像、及細微的敘述

及表達等，獲益良多。 

 

    因為工作的關係，發現原來即便是啟明學校，他們所提供的專業技

能只是按摩訓練，但透過黑暗對話，我看到不一樣的視障者。視障不

等於能力不足，他們不亞與一般明眼人，甚至更為優秀，與這些培訓

師的互動中，他們讓我看到了勇氣、智慧、幽默與對生命的熱忱！我

相信大家在看完這本書後，就能懂的我所說的。人的潛力無窮，在他

們身上我看到了”人生沒有能與不能，只有想與不想”，歡迎大家來

參與黑暗對話的課程，你將體會到黑暗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孤獨，但

將自己交付於這群可愛的培訓師，你所得到的將是溫暖與能量！ 

  

  

黑暗中的星光／宋一非老師 

    在參加黑暗對話工作坊的活動裡，印象最深刻學員常說的一句話

是：我知道黑暗只是短暫的，等一下我就會回到光明的世界裡。看不

見只是暫時的，任何的不便及恐懼只要忍耐一下就過去了。  

 

    每個人對黑暗都有不同的感受，你的感受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人生中有太多不同的絆腳石，黑暗其實只是其中一種，就看自己在

面對這種困難時，心裡升起的想法是”害怕”面對，而後逃避它、遠

離它，還是勇敢的面對它、接受它並超越它。有太多現代人對未知世

界的恐懼，是因為看不清，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同樣的在漆黑

伸手不見五指的環境中，突然發現自己平時最依賴的視覺功能不再發

揮作用了，也會讓人退縮與不安，逃避的結果只會讓自己陷入更黑暗

的角落之中！  

 

    由於喜歡分享，讓我在偶然的機會下開始了講師的生涯，在課堂中



最常見的狀況是人們害怕面對不可知的未來，習慣於負面的思考，雖

然大多數人都說自己是善於正面思考的人，但真實世界中遇到周圍有

負面情事發生時，立即陷入負面情緒，消極面對的人是更多的，只有

願意面對困境，接受挑戰的人才能快速的走出陰霾，有更多人花了一

生的時間，卻仍走不出黑暗！  

 

    沒接觸到黑暗對話工作坊前，我心中的視障人士是弱勢者，在我所

熟知的明眼世界中，他們是極需要旁人協助的，偶見有視障者在馬路

上拿著手杖探索著向前行，總有路人會好心的趨前問他要去哪裡？需

不需幫忙…?或有導盲犬帶著她的主人行走在街上，心想還好他有導盲

犬幫助他；在日常明眼人們的眼中所看到的是視障者處處需要別人的

協助，總覺得視障朋友們因為看不見周圍的世界，他們應該是膽怯且

畏縮的，是活在社會的黑暗角落，需要別人協助的。  

 

    十分幸運的在 Tim 的邀請下，有機會遇到一群不服輸願意克服自身

障礙並有心站在講台上的視障朋友，在剛開始的接觸中，我很想從自

己的經歷中給他們些協助，我有兩個想法：  

 

  1.協助有心站上講台的視障朋友，藉分享我的教學經驗，幫他們建立

自信，走出另一條路  

  2.激勵他們能找到自已的價值，走出黑暗，從需要旁人協助的角色，

變為一個能協助他人的培訓師  

 

    一心只想到可以把自己在明眼社會中的一些訓練經驗分享給有心在

培訓舞台上的視障朋友，讓他們有機會暸解明眼社會中的人們可以用

什麼樣的方式來引導並從中學習，更希望幫助他們自信的站在訓練的

舞台上不要膽怯，實際接觸後，才發現所有的擔心都是多餘的，我主

觀認為的可能弱點”自信”居然都不存在每一位站上台的培訓師身

上，他們比明眼世界的人更有自信，或許是因為他們看不見台下的人

面部表情變化，而能在心中構建學員正面的回應臉龐，也更能專心在

腦海中組織自己要傳遞的訊息，不會受到台下人面部表情的影響，不

像在明眼世界中，站在台上看到面無笑容或是不以為然表情的學員，

很多人的自信心都會快速瓦解，從此視上台為畏途，而與講台絕緣。 

 

    更深入認識每一位視障伙伴後，發現他們都是生命的鬥士。每一個

站在台前表達自己的人，都像一顆閃耀的明星，熱情的分享他們的人

生歷練及活動中的觀察，聆聽他們分享的過程中，才發現他們的生命

豐富度，遠比一般明眼人更加亮眼；沒有一個人是退縮在自己黑暗的



世界裡，而是能勇敢走出自己的障礙，面對未知的世界，迎向挑戰的

勇者，一次又一次的聽他們在並且能在他們參與的各項大型的比賽活

動中熠熠生輝屢獲佳績，他們能坦然面對及接受自己肢體上的缺陷，

積極的走出來。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屬於他自己的精彩人生，也都有能感動人心的

片斷，但是能從自己缺陷中站起來，掙脫束縛，對一般常人來說已屬

不易，更何況是無法看見這個亮麗世界的視障朋友，不論是天生視盲

或後天失明，每個人都有著精彩的人生歷練，以及豐富令人感動的生

命故事，每一位培訓師都比我在明眼世界的訓練角色更有說服力及感

染力，反觀自己剛開始的謬誤頓覺汗顏，原想伸手牽他們走出自己，

結果是我被他們牽著手走出心中的黑暗。 

 

    這群培訓師們在精心設計的活動中，帶領著學員們從遊戲中體驗學

習；在活動後分享他們的觀察及個人的精彩生命故事，讓每位參與者

都能滿載著感動離開，也藉著他們的親身見證，讓人們知道雖然上帝

關上他們的視窗，但他們願意堅定的伸出手杖向前探索，找到上帝為

他們開通前往人生另一個更寬廣舞台的大門。在黑暗中更積極的開創

了他們另一個價值，用他們生命的燭光，引導眼明卻心中盲然迷失的

人重新找到面對未來的激情。 

 

    相信只要你翻開他們每個人生命故事的扉頁，你一定會像我一樣，

十分驚訝的發現在社會的另一個角落裡，有一群發光發亮，不向黑暗

低頭的勇士，會讓你看到與你我全然不同的另一種感動人心的魅力。 

 

    每次都有參與活動的學員在重見光明後脫口而出：能看見真好！應

該要好好的珍惜自己所擁有的美麗多彩世界，把短暫的黑暗拋在腦

後。但是這群培訓師們在活動結束後，面對的仍然是永夜的黑，他們

沒有因為看不見這個美麗的世界而灰心喪志，也沒有怨天不公平，而

是坦然面對黑暗繼續編織他們精彩的人生，讓我們伸出雙手給他們最

熱烈的掌聲，向他們學習如何面對及跨越自己人生的障礙。 

  

  

推薦『聖弘的故事』／邱奕嘉博士(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

所 所長) 

    尼采說：「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不只是如此，受苦的人還常

常讓我們看到生命的意志與韌性。當我拿到本書的草稿，出版社是這

麼說的：「一個盲人的故事，很感人的。」腦海中閃掠過書店排行榜上



心靈勵志類的書籍，畫面裡有所殘缺的身體結構總是搭配著閃亮的笑

容、堅毅的眼神，還有激勵人心的曲折運命。然而，聖弘的故事卻一

點兒也不走悲情催淚路線，戲劇化的轉折在他冷靜淡定而條理分明的

描述中，逐漸形成人生的使命與目標，昂揚鬥志催促著他一路向前。  

 

    這是一個遇見貴人、借力使力的故事。  

 

    聖弘的父母在教養的過程中給予他健全的心理，也鼓勵他探索與嘗

試，還把扶助的力量安置在聖弘身邊，這些熱血、俠義的貴人們，讓

聖弘意識不到自己的殘缺----他一樣玩樂一樣調皮，只是耳朵敏銳一

點、眼睛派不上用場而已。  

 

    決心培養聖弘，將他培育成英才；以及有志使聖弘成為台灣第一個

理工科系視障生的老師們也是貴人。他們努力開發適合的教學方法，

讓聖弘的學習沒有限制。  

 

    努力協助他入學的盲胞學長，還有許多陪他跨領域（學的是歷史，

卻也寫程式、辦雜誌、組劇團、做廣播節目、成立協會等等）的明眼

人、視障者，都是他的貴人。他不是因為弱勢，而吸引了許多力量前

來援助；他是因為勇於嘗試生命的每一個可能選項，而集結了眾人的

創意與成全。  

 

    這是一個接納自己、擁抱世界的故事。  

 

    兒時的順遂讓聖弘不覺「看不見」的事實，成年之後才發現自己的

「異常」，讓他的心理重建之路更加漫長。他發現對自己的排斥，其實

源自於社會上對視障者的誤解，如果他要愛自己，他必須在眾人對待

他的態度中找到愛的光芒。釐清問題之後，他知道自己必須直接面對

人群，才有機會調整人心。於是他製作廣播節目、撰寫視障者權利手

冊、成立「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等等，讓視障者可以走出一隅，面

向遼闊的世界。他承認自己有瑕，也讓社會看到視障者生活的全貌、

看到視障者的生活需求。當社會的理解愈來愈成熟，人心愈來愈柔

軟，視障者就能接納自己，就能擁抱世界。  

 

    這是一個轉化缺憾、創造價值的故事  

 

    樂觀正向、活力無限的聖弘，他可以因為個人能力優異、資源豐富

而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但是他卻希望所有的視障者都可以接納自己



的特色，都可以接收到社會他方傳來的溫暖，族群之間的理解與尊重

成為他努力的重點----這也是「黑暗對話工作坊」的價值所在。筆者因

緣際會帶領政大 EMBA 的學生們參與這個工作坊，這些事業有成、被

視為「人生勝利組」的學員們，在活動中回歸最原始的自己----那個也

曾恐懼、怯懦，也曾驕矜、傲慢的自己，然後回溯到生命最素樸的感

動、最真實的需要。  

 

     聖弘的故事沒有煽情而渲染的言語，也沒有悲切而心酸的橋段，他

只是娓娓道來他的成長、他的夢想，他只是緩緩搭起明盲之間的那座

橋樑。 

  

  

拿回發牌權 為自己人生作主／周寤竹（台北市立育成高中校長） 

    人生總是有許多難得的機會與緣份，在人意想不到的時候，與生命

產生連結，進而對自己產生深遠的影響，我想這就是生命的緣份！  

 

    在巧合的機會下，能參加由愛盲基金會所主辦的「分享師培訓」活

動，讓我更能進一步了解盲人的世界，更改變了自己對許多事的固著

的習慣，每一次的活動都讓自己能更深的自我探索與嚐試，在許多的

固著點開始鬆動後，我發現自己的生命彷彿在幽谷中看到前方的光

亮，也讓自己更有前進的動力與方向。  

 

    尤其是我在暗房中，不知何去何從時，心中的無助與恐懼，我無法

想像一位盲人朋友，是如何在黑暗中活出自己、勇敢自信、積極樂

觀，這讓我對盲人朋友有了更多的敬意與佩服。第一次讀到聖弘的人

生故事，一口氣讀完後，我不禁倒吸一口氣，因為太精彩的人生啊！

這哪是盲人朋友的人生啊，也正因如此更顯出聖弘的難能可貴，正如

文中所言：「聖弘是上天派來的天使，為了在視障者與明眼人之間搭起

一座友善並互相了解的橋梁，或許這樣才能解釋他戲劇化的生命歷

程。」擁有後的失去是最讓人痛苦的，比從來沒來擁有過更令人痛

苦，而老天爺就跟聖弘開了一個大玩笑，讓他「外掛」的人生是如此

多變與精彩。  

 

    我也深深了解，每一個人都會找到自己生命的出口，只要我們不放

棄自己，而在不斷努力的過程中，生命的風景將不斷變換著，我們將

一筆筆描繪出屬於自己的人生風景。聖弘手上拿到的老天給的一副爛

牌，但他不放棄，一次次一遍遍，努力打好這場人生之戰，過程的精

彩與深刻，已讓人動容，結局如何已不重要了，他已拿回發牌的主控



權，為自己人生做主！  

 

    「他無法忍受別人『看見』他『看不見』這個事實，更無法對自己

承認︰我，看不見。」聖弘毫不掩飾自己的掙扎與痛苦，剖露自己的

心情。他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才能接受自己的缺陷，並且以樂觀健康的

態度看待它，這也是聖弘的勇敢。  

 

    不只是聖弘，我們也都在其中學習，學習接納自己的一切，包括一

切優點與缺點，努力放大自己的優點、縮小自己的缺點，強化自己的

優勢能力，那將是成功的必經歷程。但我們卻常常沉溺於自怨自艾中

而不自覺，總覺得自己的不幸與不順，是老天命運的不公，總在其中

浪擲了寶貴的青春與生命，聖弘用他的生命故事告訴我們：只有接納

自己的不完美，並勇敢迎上前去，才能有不同的命運翻轉，失去視力

的他，更需要過人的勇氣與毅力，才能將自己的人生活不同的色彩！ 

 

    在教育最前線工作的我們，常會因為教育大環境的改變而擔憂，也

擔心現今幸福的年青人，經不起現實的磨鍊，而聖弘的生命故事卻是

如此真實又生動，他不但鼓勵了我們，也寫下了學習的榜樣，只要不

放棄、勇敢積極面對自己的人生，必能開創屬於自己的人生，在聖弘

的身上，我們都學習到了！ 

  

  

書寫與療癒／胡敏華（羅東高中主任輔導教師） 

    上帝創造世界第一道程序是讓世界有了光，而這道光卻照不到這群

人的身上，但是上帝給了他們很動人的禮物-敏銳的覺察與專注的聆

聽。  

 

    我對視障朋友的印象來自二十年前視障學生第一次出現在我任教的

校園中，她第一天來到學校，在我還來不及瞭解她的輔具與需求、還

來不及認識她的成長故事時，她就因為騎單車被突如其來的車門給撞

倒了，臉上縫了好幾針。  

 

    其實車門打開並不是突如其來，而是因為她看不到。  

 

    然後我慢慢瞭解她的內在世界，她很想跟同學一樣揹著普通重量的

書包，不要因為大字參考書或教材光碟而增加重量；她很想自在玩

耍、皮膚漂亮，不要因為常常跌倒而坑坑疤疤；她希望跟同學一樣走

樓梯進教室，當年缺乏色差的階梯卻又讓她非常恐懼。我們安排義工



在她身邊協助，常常兩個人影走在一起時，我從背後看，她有些駝

背！  

 

    但是我慢慢看到她的改變。當義工陪伴她走在校園時，我發現是義

工忙著向她訴說自己的困難；同學回報她的適應狀況說她是班上的輔

導小老師，所有喜怒哀樂經過她都會加倍喜樂，因為她很貼心，很願

意理解人！  

 

    二十年來許多視障學生在校園中來來去去，障礙程度或許不同，學

習輔具也許日新月異，但是我對於他們願意聆聽、敏銳覺察的心，始

終心存敬意。就像這本書所述說許多視障朋友的生命故事，就像我在

黑暗工作坊中所經驗的盲人帶領老師，我相信每一位的成長歷程都不

簡單：肉體的傷害，心理的煎熬、家庭的處境、主流價值的偏見歧

視…，閱讀他們的故事，我只能在感動之餘揣摩他們在受傷之後再站

起來需要多少勇氣與堅持，那樣的生命圖像，在黑暗中明亮閃爍，給

予我莫大的支持。  

 

    二十年前的她已經是個社工員，談起新生訓練第一天就破了相縫了

針的往事，靦腆的笑著說：看不到光無妨，上帝給他們動人的禮物更

有價值。 

  

  

讓生命海濶天空／陳偉泓（台北市立建國中學校長） 

    第一次走入黑房，耳邊響起一個陌生的聲音，宏亮而清脆，旁邊夾

雜著此起彼落的應答與對話，腦袋裡的念頭快速轉動，努力分辨著當

下的情況，希望多了解自己究竟進入一個什麼樣的環境，我是以觀察

者的角色進入暗房，被要求不能出任何聲音，只能是旁觀者，哦，

不，是一個旁聽者。當分享師引導我坐下，活動開始後，聽到了更多

的聲音，就這麼短短不到五分鐘的時間裡(我自己估計的，因為不能戴

手錶，也不知道是否真的只過了五分鐘?)，當下什麼都看不見，卻聽到

了許多平常不會聽到的聲音，每一個聲音搭配著一個畫面，一幕幕地

輪流呈現在黑暗中的眼前，此刻，雖然什麼都看不到，卻是目不暇

給，大腦的感受無比清晰，從來未曾有的感覺，原來，黑暗帶來的不

是一無所有，反而是更豐富、更清晰的畫面與感受。 

 

    這種感覺很奇妙，失去了具象的視覺，卻換來心靈的知覺；傾聽他

人的聲音，不僅是用我們的眼或耳，而是用我們的心－去感受。如果

要和他人溝通，需要努力聽懂的不是對方口頭上的語言，而是要聽出



對方的真實心意，那是一種設身處地的感受和覺知。沒有進入黑房，

不能瞭解上天給予我們的天賦，如此珍貴，但是我們卻經常忽視這些

可貴天賦的存在，放任它們閒置。沒有進入黑房，不能感受到傾聽他

人內在的聲音比表達自己的想法更重要。當黑房大門關上的刹那，同

時間開啟的是我們心靈上的那扇門，讓黑房中每一個人的心靈可以暢

通無阻的彼此理解、包容與關懷。 

 

    聽到《黑暗對話》辦理分享師工作坊這個訊息時，雖然心裡明白要

空出一個星期的時間參加這個培訓課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

那些關於黑房和光房的回憶縈繞不去，難以抗拒那一探究竟、親身體

驗的念頭，當下拿出行事曆把所有的時間空出來，報名參加。分享師

的培訓課程安排了許多不同的活動，我很認真體驗每一個活動所帶給

自己的感動與反思；努力探索、思考這些活動如何聚焦轉化到教育的

場域之中；這些感動與探索活動也成功地挑起我們對於教育和活動之

間的連結神經，但是真正讓我在課程之後揮之不去的想念，卻是參與

《黑暗對話》的工作伙伴們！Tim 在課程的規劃與帶領中，注入許多昔

日課程累積下來的經驗與智慧，處處用心，由他的每一句話中，體會

到對於培訓師的深深愛護與關心。課程中有幸聆聽了多位培訓師的成

長歷程，一個個動人的生命故事觸動內心深處，述說著如何努力掙脫

困難與限制的心路歷程，幾位生命鬥士說起故事來，簡單風趣，看似

早已跳脫昔日的陰霾，實則是一步步的蹣跚步履造就了堅強奮鬥的毅

力與志氣。他們無悔地參與《黑暗對話》的工作，不只是為了工作，

也不只是為了實踐夢想，而是個人智慧與愛心完全無私的對於他人與

社會的關懷與奉獻。《黑暗對話》工作伙伴們的態度與胸懷，是我參與

分享師課程學習上的最大收穫。 

 

    不管《黑暗對話》在黑房中的活動有多麼精彩、多麼有趣、多麼競

爭，最後總是要由黑房走到光房，這是一種反差與對比，也是一種頓

悟的歷程。正如文章開頭那來自一位培訓師的宏亮聲音，在黑房中，

這開朗的聲音透露出一股無比的自信和果斷，不禁好奇聲音的主人會

是什麼樣的長像？到了光房，看到培訓師時的那一刻，宛如被電擊般

的震懾，原來聲音的主人是一位視障朋友，但是他在黑房中對於每位

學員的引導與帶領，超乎想像的精準與令人信任。 

 

    黑房的探索活動與光房的思索討論，以徹底打破我們對於人與事的

刻板看法為起點，開啟通向不同思維與看法的另一扇心扉－釋放想

法、追尋所有的不可能，而從此讓我們的生命－海濶天空！ 

  



  

在黑暗中發現生命力／簡菲莉（臺北市立中正高中校長） 

    在黑暗中對話，就是與生命對話！  

 

    一幕幕與生命對話的畫面，在書中扉頁的字裡行間，自然的流轉播

放，任讀者隨心點選停格，都是直達人性最深處的撞擊與感動。不管

是捷哥揪心摸著母親臉上的淚水，也啟動了心念的改變；或是芯儀的

父親鐵著心腸，讓她在跌倒中自己站起來，醒悟到要專注看自己所

有；又或是體內活躍著不服輸與創新基因的聖弘，在教授盲用電腦

時，總會特別針對盲學員們的需求而設計不同的語言；這些在黑暗中

的人生踉蹌與驚然體驗的對話，就是自己與自己的生命、自己與他人

的生命的深度對話。對話中，發現人與生具備但可能遺落許久的生命

力！  

 

    誠如本書中描述的，每一位視障培訓師的生命故事，都是一段珍貴

的｢生命力｣故事。所謂生命力是甚麼呢？在此，我們藉由美國政治理

論家、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1906-1975)的觀點，為生命力

做一個簡單的定義：她認為每一個出生(birth)，都是一個新的(new)生

命主體，而不只是另一個(another)個體；也認為人生的開始(beginning 

of human life)是行動主體對自己行動的自我理解，能在自己的意願下，

製造一個新的開始(Habermas：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P85，

2001)。所以，生命力可以說是｢一個新的生命主體，對自己行動的自我

理解，在自己的意願下，製造一個新的開始｣的力量。  

 

    生命力的偉大，在於生命可以自己定義成功與完美。讓我們重播一

次幾個與生命對話的畫面：｢捷哥摸著母親臉上的淚水而啟動改變｣、｢

芯儀在跌倒中自己站起來，醒悟到要專注看自己所有｣、｢聖弘針對學

員設計不同的語言｣、、、。這些畫面都回應了一個事實：即使人生充

滿了無常與不滿足，但是與生俱來的生命力卻是人生課題的最佳解

法，這本書裡的每一個故事，無一不是生命力的最真摯的表現。  

 

    聆聽每一位 DiD 視障培訓師的生命故事，好似娓娓道出每一個生命

力的活水源頭，咀嚼反思後的體悟，則是望見你、我之間，那個人與

人之間，複雜又細致的生命力流動發展中的社會流域。我想，我們之

間，一定還有更多可以連結、學習，彼此感動彼此的需要與可能性，

這是我閱讀此書後，最深的省思。  

 

    教育的工作內容包括知識的開創與分享傳遞，DiD 的視障培訓師寓



教育於體驗活動之中。培訓師們｢習慣分享身邊的事物，打破一般人對

於身心障礙者的偏見，在生活上，也儘量將障礙化為助力，創造不同

的價值。｣，這種親身經歷與智慧分享，｢讓明眼人體會視障者的生

活，也藉由這樣與日常迥異的經驗，反思自己的內心｣，｢促進不同族

群互相了解｣，凡此種種，說明了｢每位身心障礙者都是乘願而來的菩

薩，因為他們教化世人珍惜自己、尊重別人。｣特別是黑暗對話工作坊

有許多學員都是從事教育工作者，因此，我常常想，工作坊裡的培訓

師可以稱做是｢老師的老師｣。 

 

    從本書，我們可以學到：每個人，生來都是獨一無二的。雖然外在

生理條件不同，但心靈深處都是一樣，不斷散發出生命的氣息。而當

生命不向命運低頭，並能注視著外在環境隨心轉念時，則自己已經可

以謙卑地做自己的主人。 

  

  

攜手同樂 盡情演出／蔡世宏 Kelvin Tsai 

    人生的劇本早已寫好, 我們無從修改, 只能盡情演出。 

 

    一直很喜歡這段來自一位長者的話語, 淡淡的, 卻充滿人生韻味。無

關宿命, 亦非消極, 有的是泰然處之, 盡其在我。因此, 我們有了海倫

凱勒的動人傳頌, 我們有了杏林子的激勵人心；於是, 我們佩服那知其

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氣, 我們動容於力挽狂瀾無愧我心的氣魄。本書裡的

每一個故事盡是如此, 有著令人惆悵的人生際遇百般挫折, 但伴隨而來

的卻是樂天知命, 積極向上永不妥協的韌性, 他們是生命的最佳詮釋者, 

無論這個劇本寫得多麼曲折如此崎嶇, 上了舞台, 沒有怨天尤人, 只有

奮力一搏, 期待落幕的那一刻, 轉身, 步下舞台, 留下漂亮的身影以及

令人回味的精采人生。  

 

    非常高興能接觸到黑暗對話這個天使與魔鬼聚集的社會企業, 他們

覺得改變這個世界很簡單, 他們認為感動人們有甚麼難, 他們立志為視

障朋友們帶來另一個機會, 他們決定要樹立社會企業標竿。這是天使, 

善良又純真。經營同時, 他們有目標有策略, 追求品質講求效率, 步步

為營精益求精, 這是魔鬼, 精確又務實。理想與現實, 公益與商業, 平

衡之間, 期待水到渠成。  

 

    黑暗中, 我的眼睛為之一亮!  

    2011 年, 第一次體驗完黑暗對話的課程後, 我寫下了如此的感動； 

    2013 年, 我成為黑暗對話的志工, 攜手一起同樂。 



    我的人生劇本這樣寫, 那就盡情演出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