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薦序／視障者就業的迷思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董事長 謝邦俊博士 

 

    民國七十七年秋天，一個非常偶然的機緣讓我無意中踩進視障圈，毫無預

期的竟然構成了我的半生歲月，從開始的那一刻迄今三十三年，在可預見的未

來如無意外，似乎這個機緣仍然會繼續下去，愛盲既是我的機緣，也是使命，

更是無從推卸的責任。我生長於那個在學校裡被規定必須買「愛盲鉛筆」的年

代，雖然這件事跟今日的愛盲基金會一點關係都沒有，但是我們仍然很樂意承

擔下這個當年「助人為快樂之本」的善良誤會，因為當年的愛盲鉛筆就是為了

替視障者爭取一點點可能的就業機會，即使事實很渺茫。 

 

    多年來我與許多視障者共事，愛盲基金會各業務單位、黑暗對話社會企業

視障培訓團隊、全台灣各地的視障團體，乃至於大學任教時遇到的視障學生，

如何讓視障者可以擁有一份被尊重而且穩定的工作一直都是大家所關切的，然

而高度的關切正顯示這個問題其實是嚴重扭曲的，一如特地標記無障礙即意味

著處處皆障礙的可謬。從醫學或醫療的角度，視覺障礙的發生是無可逆轉的，

起碼今日的科技仍然只能按事實接受。於是視障失能的刻板印象或社會成見，

就如影隨形的成為視障者的標籤，它不但影響視障者的就學選擇，更高度左右

視障者的就業機會。 

 

    當今科技分秒間時時創新，我們的社會亦隨之更迭進步，但人心的成見卻

固執的有如大山巨石，更糟糕的是，連視障者自己也認為那弱勢標籤是不可更

改的；愛盲努力多年，黑暗對話嘗試翻轉，但成見似乎依然還是成見。於是我

不斷鼓勵，甚至誘拐許多優秀的視障朋友能夠將其成就卓越的心路歷程與經驗

心得，藉由文字敘述傳達心聲，因為印刷的文字具有魔力，予何人也，舜何人

也，我們都是人，舜既可為，予何以不能為？能為是慣性，不能為又何嘗不是

慣性？既是慣性就可打破。 

 

    晚近越來越多視障者現身說書，甚至著書，例如最近一本暢銷書「打不破

的玻璃心」初版即三刷，作者是重度視障的諮商心理師暨心理碩士朱芯儀；而

「人生瞎半場」中年失明卻拚得教育博士學位的賴淑蘭，面對挫折依然積極鼓

勵視障者正向轉念；「在愛裡，我逆著光飛翔」的黃裕翔，除了卓越的鋼琴音樂

才華，竟然還可以獲得金馬獎；「用心看世界----原來黑暗這麼明亮」書中介紹

的九位黑暗對話全盲培訓師，以自己的專業和熱情強烈感染與鼓勵來自五百大

企業體的專業經理人，以上眾者沒有一位是弱者，最重要的是他們都有卓越的

工作表現，誰說視障者沒有工作能力？誰說他們是失能、無能、不可、不行？  



 

    張捷，是我於愛盲共事多年的老夥伴，歷經各種職務的磨練從不退縮，常

在危急中被委以重任，對他來說我既如兄長又是一個苛刻的老闆，總是強人所

難的半推半迫逼他就範，這一回他再次證明他是一個能頂住嚴寒決然自在的虯

松，他不但獨力完成十五位個案的深度訪談，而且將訪談記錄做成文本，工作

時程長達兩年，最後還親筆書寫完成預期的著作，這個成果遠比獲得輔仁大學

教研所的碩士學位還要艱難，但他卻做到了，這不但是他個人的成就，也是愛

盲基金會的驕傲，我身為基金會的一員實在與有榮焉。 

 

    張捷企圖透過書中十五位傑出視障工作者的優異表現，讓社會大眾清楚知

道視障者有能力做好、做滿所有被賦予的工作挑戰，只有自認自己是弱勢者，

才是真正的弱者，書中十五位優秀視障夥伴有一半以上是我的舊識，我向來深

知他們的傑出，而張捷卻以他特有的文筆生動描繪出這些生命的勇者，這是一

本值得閱讀與收藏的勵志好書，我樂意且榮幸的為之推薦。 

 

                                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推薦序／瞭解是接納的關鍵 

 

輔仁大學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教授 林梅琴 

 

「黑暗」是寂靜、安詳，卻也是冷漠、孤寂。對明眼人而言，黑暗總是短暫，

終會有看見曙光的那刻，對於永不見天日的歲月，實在難以想像或體驗，甚至不

想經歷。然而，有一群在黑暗中持續奮鬥的人們，不論是先天或後天因素迫使他

/她們必須長駐漆黑的世界中，他們依然勇敢向前、努力生活，若非曾與他們互動

或聽聞相關的故事，真的無法體會這群人所能展現的生活能力與生命熱力。 

本書作者─張捷，是我指導的研究生，當時我擔任研究所的所長，同時兼任

教育領導與科技發展學士學位學程（簡稱領科學程）的主任。依稀記得，審閱申

請資料時，他豐富紮實的內容為自己爭取參與面試的機會，而他的現場表現令甄

試委員佩服，以相當高分進入研究所就讀。因為他的就讀，研究生及大學部的師

生得以有機會認識「視障者」，透過密切交流互動有更多的學習與成長，且教育

學院大樓也因此完善相關的視障設施，更有了全校第一部「會」講話的電梯。曾

經，其他系的大學生討論著為何電梯要宣報抵達的樓層，領科學程的學生回答：

「當然需要宣報，否則視障的學生，完全無法得知電梯到達幾樓」。很高興我們

學生能勇於適切表達想法，同時欣慰學生的體貼。因為他的入學，學生獲得更多

的學習契機，更能同理與關懷與自我有差異的他人。 



張捷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我親身見識他的堅持、毅力與使用的輔具─一部

「會講話」的電腦。他曾為我展示電腦功能，讓我領悟視障者的學習與明眼人的

天差地別及辛苦。我們可以輕易運用視覺快速閱讀資料，甚至以視覺功能瀏覽毋

須詳讀內容，但這些「容易」對張捷而言是項不可能的任務，他須耐心聽完電腦

報讀的一字一句，而上課中的教學投影片經常應用動畫功能或色彩標示重點，對

他來說反而是種學習上的困擾與負擔，同時翻轉我長久以明眼人角度的思考，從

而調整與其互動及製作教具的方式。 

原以為張捷完成論文後，回到自己工作環境繼續原有的職務，然令我驚訝的

是，他能結合與應用研究所學習及自身的歷程，深入瞭解並訪談多位視障工作者，

並將他/她們的求職、工作等生命歷程，化為文字集結成書。當我逐篇翻閱並細細

閱讀，深深被每一個故事吸引及感動。「上天為你/妳關了一扇窗，也會開啟另一

扇窗。」是心中最深切的感受，但關鍵在於當事人願意主動打開這扇新的窗，故

事中的每位視障朋友積極掌握能為自己開創發揮專長及能力的機會，再加上，汗

水、淚水交織而成的努力，才能造就光明燦爛的不凡。 

看著書內每一位主角，獨立、專注且用心努力投入於工作中，更感佩職場工

作夥伴給予的陪伴、同理、關懷與協助。相信本書的出版，不只刻畫視障者在生

命及職業生涯歷程的艱辛與努力，更呈現社會環境或工作職場多些機會、同理與

瞭解，將創造需要特殊關照的工作者溫馨和諧的氛圍；另也能啟發此時翻閱本書

的人，只要不放棄主動找尋解決困境的各種可能，終將破繭為蝶，亦能成為他人

的貴人，打開通往希望的明亮路徑。 

 

二○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推薦序／有志者事竟成 

 

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董事長 王金平 

     

眼睛是靈魂之窗，但失明並不代表失去靈魂，因為視覺的傾向依然存在，

這也是很多失明的朋友，能夠調整自己的心態，勇敢站立起來面對人生的道

理。 

    在充滿溫暖的台灣社會對於視障的人是很早就有許多為視障者服務、救濟

的慈善機構，但是要到民國八十年(一九九一年)底才有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正

式成立，並且要到八十六年(一九九七年)底才改制為全國性的社會福利團體，

是國內第一個為視覺障礙朋友以及其他身障朋友，在文教、職訓與視障福利政

策方面，提供全面性服務與前瞻性規劃的基金會。他的組織健全，二十多年來

為盲胞做了很多事，其組織架構中有庇護事業處，處長張捷先生就是一位將庇



護盲胞做得很出色的人，尤其他在百忙之中，在兩年之間，每在清晨四點就起

來寫作，將十五位視障工作者的就業故事，寫成一本書，這十五位中有男有

女，有先天目盲與後天失明者，業態包括品管、業務、經營者、音樂工作者、

教師、心理諮商師、調音師及精神科醫生等，這本書就是要將她（他）們經

歷，讓社會各界得以更加了解視障工作者在不同職場的優異表現，以及他們所

付出的心血，和好不容才易得以進入職場的歷程。 

    張捷先生為本人主持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的監事，我為他的書寫序並不因

為這，而是他的自身經驗，他在意外失明後，堅強的在黑暗中摸索人生的方

向，經過震驚、憤怒、抗拒、接納到療癒的蛻變，讓他重燃希望，開始主動追

求自己生命的新可能，自助助人，如今做為愛盲基金會庇護事業處的處長兼發

言人，由他來寫這本台灣版的「職場上的視障者」可以說最為適當，如今大功

告成，行將出版，這將讓更多人了解盲胞就業的艱辛，以及盲胞自重的心聲，

希望因為這本書增加了更多視障者就業的順利，是無涯的功德矣，是為序！ 

 

二○二一年二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