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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試圖以媒介生態學觀點，了解生活在視覺環境，慣以手語做

為溝通和思維工具的聽覺障礙大學生，其文字敘事結構與特質為何？

在本文中，研究者以MSN方式，與8位聽障和聽常大學生進行訪談，並

要求其提供電影、童話或日常生活的文字敘事。

研究結果發現，在故事結構部分，雖以序列線性結構為主，但受

訪者受溝通情境與故事內容長短影響，呈現不同敘事結構；在敘事特

質部分，較強調「場景位置說明」和「動態畫面呈現」，且經常採用「口

語對話的編纂與引述」。將此研究結果與媒介生態學相關研究做一對

話，研究者補充提出，敘事結構的呈現，應為媒介內在結構、溝通情

境、故事內容長短與記憶能力等因素共構而成；而敘事特質易受媒介

特質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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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on Study of the Writing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Features of Hearing-Impaired 
Students: A Media Ecology Perspective

Tsui-Sung WU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writing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features of hearing-impaired students who use sign language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in daily life. 

In this study, we adopted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ecology as the 

standpoint. Media ecology is the study of media environments; the idea that 

technology and techniques, modes of information, and codes of communication 

play a leading role in human affairs. According to Neil Postman, media ecology 

looks into the matter of how communications media affect human perception, 

understanding, feeling, and value, and how our interaction with media 

facilitates or impedes our chances of survival. 

Follow this thinking trail, we attempted to determine how visual media 

affect humans' narrative, choosing hearing impairment as our research object 

and focusing our agenda on writing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features. We aimed 

to understand the writing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features of a narrator who 

lives in a visual environment and uses visual language (Sign Language) as the 

major communicating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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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on Study of the Writing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Features of Hearing-Impaired Students

In this study, we interviewed eight hearing-impaired subjects and eight 

subjects with normal hearing ability, all university students, adopting the self-

generated stories way of asking interviewees to write down stories in MSN(The 

Microsoft Network).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ile sequential–linear structure is the major 

writing narrative structure, the hearing-impaired subjects' narrative would 

sometimes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communication situation and the length 

of the story's content. Regarding narrative featur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hearing-impaired subjects emphasized the location, position, and moving image 

of the narrative, and would sometimes freely create some dialogue between the 

story's characters. 

If we make a dialogue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Ecology by our 

research results, we will find that not only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media 

but also the communication situations, the length of the story, and memory 

capacity can affect the writing narrative structure of hearing-impaired 

individuals.

This means that narrative structure is affected by communicating media, 

situation, length of the story, and memory capacity simultaneously. As such, 

when we discuss the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and effect between humans and 

media, we should consider other situational factors. 

We also found that the narrative feature indeed is influenced by the media 

internal structure. Therefore, oral people will always say the same key sentence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who is the fairest of them all?” (sound media), 

while hearing-impaired people emphasize picture and movement (visual 

media).

Keywords: students with hearing impairment, sign language, writing narrative 

structure, narrative feature, media ecology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Wu, T. S. (2013). An exploration study of the writing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features of hearing-impaired students: A media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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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與目的

對於媒介與社會文化的關係，多年來一直是傳播學者研究的重

點，也一直迭有爭論。科技論者認為媒介、科技的發明決定了人類社

會文化的發展（麥克魯漢，1978），而文化論者則強調，文化社會對於

科技出現所形成的影響（威廉斯，1992）。但不管怎麼說，沒有學者會

去否認科技與文化、社會、乃至人類生活的密切關係。

近年來，隨着各式傳播科技發明，有關媒介與文化的關係更吸引不

同學門學者研究投入，在這之中，媒介生態學（media ecology）因兼具宏

觀與生態觀點關注媒介與文化社會之關係，亦成為傳播學界新興領域。

Nystrom（2000）指出，媒介生態學主要關懷傳播媒體的形式與固有

偏見，如何創造環境與符號及認知結構，協助人們瞭解並建構所處世

界的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的關聯性。

對於媒介生態學者而言，每一傳播媒介本身有其特有結構，這些媒

介的內在物質結構（physical structures）和符號結構（symbolic structures），

在塑造甚麼資訊被編碼、傳輸和怎樣被編碼、傳輸以及怎麼被解碼的過

程中，扮演着解釋和塑造性的角色（林文剛，2003）。

也因強調媒介內在質的影響，近來不少學者針對不同媒介特質與

人類關係進行研究。像是Gumbrecht（1985）就指出，印刷和書寫文字

的跨時空特質，有效將人類身體從傳播過程遠離，形成不同於需面對

面的口語文化溝通方式，人們的溝通也變得較不受時空場合限制。

Donatelli與Winthrop-Young（1995）則特別提出，文字媒介的成長

可視為是種坐式政權制度的身體訓練，因隨着文字書籍的發明，人們

在不知不覺中也開始深陷桌椅世界，不像口語時代那麼任意走動，從

事傳播行為。

在眾多媒介中，最廣為討論的即是思維溝通工具對人類表達及思考

路徑的影響（Ong, 1982; Olson, 1994; Chesebro & Bertelsen, 1996: 84–92）。

像是Ong（1982; 2002）指出，以聲音媒介「口語」為主要思維與表達工具

的人，慣以結合情境和表演的方式敘事；反之，以視覺媒介「文字」傳

播的人，則習以抽象、分析與三段式邏輯推理思考，強調精確、固

定、公平與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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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我們將以媒介生態學觀點為出發點，探索視覺媒介環

境與思維溝通工具，與人類感官知覺的互動關係及其影響，並將焦點

集中於生活在視覺訊息環境中，不常接受聲音訊息，選擇使用手語做

為主要思維溝通工具的聽障人士。我們想了解，這些聽障人士是否因

思維溝通工具和訊息環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敘事和表達方式？其敘

事結構與特色為何？

文獻探討

手語相關研究

前文談到， 媒介生態學者強調媒介的內在物質結構 （physical 

structures）在資訊的編碼、傳輸和解碼過程，扮演着解釋和塑造性角

色。而本文研究對象的主要溝通工具為「視覺語言」1（即手語），故而在

此，研究者先針對手語的特質做一說明。

I. 手語結構及其要素
何謂手語，根據《大英簡明百科全書》的說法，指的是以肢體代替口

頭語言進行交流的方式，尤其指用手和手臂。席恩、史都華（2005：30）

談到，手語是種帶有意義的手部動作結構。它是由打手勢者利用身體

不同部位的各種手型所組成。

事實上，雖然人們以「手語」稱呼聽障者的溝通手勢，但長久以

來，少有人將其視為是種「語言」。對於許多語言學家來說，聽障者的

手語只是種以手勢呈現的「符號」，至於手語的溝通互動，則被視為類

似默劇的表演，而非有意義的溝通行為（Bloomfield, 1933）。

1960年，美國聽障者專門訓練學校戈勞戴學院教師Stokoe獨排眾

議，出版《手語結構》（Sign Language Structure）一書，強調手語為一正

式語言，和其他語言相同，具有詞彙、語法和意念表達等語言定義的

基礎規範。Stokoe（1960）進一步指出，每個手語至少包含三個獨立部

分—空間位置、手、動作（相當於口語的聲調、音韻）。此三部分某個

程度即代表口語的詞彙、語法和意念表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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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koe並於1965年，在Casterline 和 Croneberg這兩位同僚的協助

下，根據前述手語組成三大要素和語言規則，進行系統化的整理，出

版了《美國標準手語辭典》（A Dictionary of American Sign Language），

詳細說明三千個手語字彙的使用及彼此間關聯。

Stokoe強調，手語絕非畫符，而是具備細緻內部結構，並能進一

步組成一系列繁複意涵的「語言」。其後，「手語為另一種語言形式」的

概念，漸漸為學者所接受（Klima & Bellugi, 1979; Moores, 2001）。

II. 手語特質
雖被視為是種語言形式，但由於組成要素差異，致使手語相較於

一般口述語言，在呈現上有下列幾項特點（劉秀丹，2004: 18–21）：

(1)空間性

相較於口語的聽覺特質，手語的視覺—肢體特質，使其能更明確

以手勢顯示出移動的方向、速度和路徑。例如：在口語中我們會說「王

五和李四談話不久，『他』就打『他』了」，由於兩者使用同一字音，在口

語中常無法分辨第一個和第二個「他」各指何人。但手語不會有此困

擾，因為王五和李四是以不同方位表示，一個在左，一個在右，只要

從手勢的行進方向，就可看出誰在打誰。

關於手語的空間特質，Sacks曾談到，口語是依照時間—直線的敘

述模式呈現，手語則採用多層次、同時和同步方式進行。手語的組合

元件，因是在空間進行動態調整，故而它的視覺層次非常鮮明，包含

詞彙、文法、語法等層次，都是以空間方式，加以呈現。故而薩克斯

（2004: 100）強調，手語表面看來是一種姿勢模式，但如果逐層剝除拆

解，就會發現裏頭是一群三度間組合的動態模型，層層相裹，相較於

口語，是種更為立體的語言。

(2)動態性

Liddell與 Johnson（1986; 1989）的研究發現，手語並非只是固定在

空間中的姿勢組合，而是會根據時間，不斷變換其空間元素內容，就

像音樂和口語，手語同樣也具有「節奏」和「段落」的動態本質。它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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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順序、在空間中的位置、身體其他部位的姿勢、局部動作、節拍和

停頓及手語間的內部韻律段落，再再的彰顯了它的動態本質。Supalla

與Newport（1978）發表的報告就顯示，手語使用者會利用細微的動作，

區分某些名詞和相關的動詞。像是，許多人都以為「坐下」和「椅子」的

手勢一模一樣，但對於手語使用者而言，卻是不一樣的詞彙，因其手

勢動作速度不同。

針對手語的動態特質，Stokoe提出了「四度空間語言」的概念。

Stokoe（薩克斯，2004：100）認為：

「口述的語言只有一度空間，它是隨着時間的單線座標進行。書寫

是二度空間；模型是三度空間；只有手語是四度空間，它是透過

肢體在三度空間的表達，又隨着時間座標向前推動。故手語充份

展現了四度空間的優勢，將語法的功能發揮到淋漓盡致」。

(3)同時性

由於手語的視覺—肢體及以具體空間呈現的特性，故可透過雙手

及其他非手勢的輔助工具，將句子中兩個甚或多個概念或事物同時呈

現。例如：「我和小狗、小鳥一起睡着了」，可以同時用左手打出小

狗，右手打出小鳥的手勢，再以手指自己的頭代表我，一個時間點就

把整句意義表達出來（Sutton-Spence & Woll, 1999）。

(4)大量表情與肢體輔助工具

Paul（2001）的研究發現，手語非常重視面部表情及肢體動作。在

表意時，加上噘嘴、鼓頰、注視、揚眉、蹙眉、伸舌、聳肩等動作，

即傳達不同的意義（台北市政府勞工局，2001）。例如揚眉、聳肩通常

代表的是種疑問的口氣，瞪大眼睛張嘴則是表示驚訝狀。

Ⅲ. 敘事研究
(1)敘事相關研究

由於本文欲了解慣用手語做為溝通和思維工具的聽障人士，其文

字敘事特色，故而在此研究者亦對敘事相關研究做一說明。

何謂敘事？根據林麗卿（2000）的說法，指的是對事件發生始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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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過程依序描述，其中通常包含故事起頭、情節發展過程（待解決的難

題或衝突、解決過程）及結尾。其內容含括真實發生的個人經驗、敘說

者想像杜撰、從書本閱讀或他人口述相傳的故事；時間可為過去、現

在，或預期式的未來。

Bruner（1990）認為敘事包含下列特質：（1）具連續性。（2）有情

節，以連續事件表達意思。（3）須有高潮和衝突點，然後獲得解決。

（4）可以是真實或虛構的。（5）區隔出平常和不平常的事物（6）着重於

個人或主觀經驗。

簡言之，敘事是一些連續性經驗和事件的報告，同時也傳達一些

意念，故而可以是每天生活中發生的事，也可是想像世界、對話或互

動的一部分。而我們日常生活中，即經常不斷進行敘事活動。

許多敘事相關文獻都指出，敘事是從古至今人類社會中普遍存在的

文化要素，幫助人們理解生活經驗，掌握周遭事物與人生各種境遇意義

（Polkinghorne, 1988）。而人們也依靠存在於其週遭的各式敘事，生產與

詮釋文學作品、對話，及理解他人與媒體報導，進行各式活動。故而

理解敘事的內容結構及敘說方式，就成為理解一個族群很重要的依據。

一般而言，敘事結構可被視作一種框架結構，凡理論家在描述一個

文本的敘事結構時，會涉及的結構元素，皆可稱之（維基百科，2011）。

在此框架結構上，故事或敘事的順序和風格會被展示給讀者、聽眾或

觀察者，以利其接收。

至於結構內涵與元素的說明，目前學界未有一定論。林文寶

（1994）將其定義為故事裏的主題、角色活動、情節發展、背景安排與

風格文體等相關議題佈置；黃瑞琴（1997）認為，故事結構的元素包

括，人物、情節、情境、風格、主題和版式；李宛靜（2003）將其分為

主角、地點、動機、動作、結果、反應等六大部分；劉宴伶（2003）則

以故事主題、人物形象、時空背景、情節結構做為分析依據。

整體而言，雖然分類不同，但大致可含括故事主題、人物形象、

時空背景、情節等四大部分。不過由於故事主題、人物形象、時空背

景等因文化及內容而異，故而在此，研究者不多做解釋，僅針對情節

結構部分做一說明。

一般說來，有關敘事的情節結構研究約可粗分為二大類，一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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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敘事結構，一為文字敘事結構。而兩者敘事結構的差異，媒介生態

學者Ong（1982）認為，需由其（即口語與文字）媒介特質與人類感官知

覺的互動差異談起。 

Ong（1982: 72）認為，文字媒介為視覺導向事物，它將觀察者置於

被觀察事物之外，使其與被觀察事物有了距離，造成人與事物的疏離

（isolate）；而聲音媒介的聽覺導向，則讓人易處於事物環繞於週遭之

感，產生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感受。故而Ong談到，視覺媒介的使

用，易造成分離、分析的思維，口語媒介的使用，則易造成自我中

心、與情境結合的思維。

Chesebro與Bertelsen（1996: 84–92），Olson（1994）等人進一步指

出，聲音媒介會在訊息發出後的短暫時間內，消失不見。而聲音的這

項特質，使得純以口語思考的人，較常採現下立即的「面對面」方式進

行溝通。也因其短暫易逝、無可供回顧和比對事物的特質，故而也易

造成思維及表達行為較無組織。

反之，文字為視覺媒體，在觀看文字時，閱讀者須與書本完全分

離，故較易促成分離式思維；另文字具體化口語的存在，可使人進一

步比對和分析字詞及概念間差異，甚而發現語言的內在結構，而透過

文字順序的排列組合，可進一步進行語言比對及分析動作，使得思維

與表達方式更為精確及有組織。

也因這些媒介使用所造成的感官差異，致使其敘述結構及特質，

產生一些質上的差異。

在口語敘事結構研究部分，口傳文學先驅Parry（1971）的研究發

現，口語文化的史詩敘事結構常會忽視時間順序，呈現倒敘、夾敘手

法。例如古希臘抒情詩人Horace的敘事常是由中間開始，再轉回前面

發生的事，呈現本末倒置的現象，而在荷馬著名史詩作品《伊里亞德》

和《奧狄賽》中，亦可發現此種敘事結構。

關於此種敘事結構，Ong（1982）指出，自中間開始，並非源於什

麼偉大設計，而是一種無其他選擇的必然。因口語文化無任何可供記

錄的系統工具，即便人們試圖以時序方式進行史詩的口語編唱，但在

過程中，總會有一或數個情節遺漏，待到想起時，才在後續敘述補

上，故而會產生夾敘與插敘的敘事結構。Whiteman（1965；轉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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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g, 1982）將此稱之為反覆主題的盒中盒結構（boxes within boxes）。

至於口傳敘事特色部分，Ong（1982: 37–57）、Brewer（1985）、吳

翠松（2007）等人曾針對口傳敘事研究發現，口語文化中人在敘事時，

為便於記憶，經常會有重複現象產生，且亦較常採用誇張的描述手

法；另在人物角色說明時，因以面對面方式溝通為主，故較少性格描

述，敘事者對角色性格的描述，主要透過「表演展示」（showing）而非敘

述（telling）的方式做說明。

而在有關文字媒介的敘事結構部分，Ong（1982）、Chesebro與 

Bertelsen（1996）等人研究都指出，由於文字的視覺及當代印刷媒介的

線性序列呈現特質，致使作者慣以一種「線性時序」的方式處理敘事，

強調故事的起、承、轉、合，並着重情節結構的舖陳，偵探小說的出

現與興起即是一例。

至於在敘事特質部分，Olson（1994）、Chesebro與Bertelsen（1996）

等人研究指出，文字的視覺導向將觀察者置於被觀察事物之外，易造

成人與事物的疏離；其具體化口語的效果，可使人進一步比對和分析

字詞及概念間差異，易促成分析式思維及更精確與有組織的表達方式。

如以媒介特質論述觀之，手語可被視為是種視覺語言，雖是如

此，但其特質卻與視覺導向的文字有着極大差異。手語具空間性、動

態性、同時性等特質，可透過雙手及其他非手勢的輔助工具，將句子

中兩個甚或多個概念或事物同時呈現，與強調可永久保存與序列線性

結構呈現的文字有很大差異，故而文字敘事結構與特質的研究並無法

全部適用於手語敘事研究，而手語的呈現特質，對敘事者的各式敘事

結構與特質影響，即值得進一步探討。

IV. 聽障者敘事相關研究
國內外有關聽障者敘事研究，大半集中於與聽常兒童在敘事能力

和語法結構的比較。像Yoshinaga-Itana與Snyder（1985）的研究發現，

聽障和聽常學生在故事結構和語意方面有相似的特徵，但陳述和文章

凝聚能力較聽常學生差。Griffith與Ripich（1988）的研究結果則指出，

聽障學生在文法結構上相似於聽常學生，但在回憶故事的量上較少。

至於敘事內容的細部結構差異部分，楊宗仁（1998）曾進一步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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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準故事結構進行探討（像是故事推論等），結果發現，不論是用手

語、口語、書寫、自說或重述故事，聽障兒童的表現類似聽常兒童；

但如研究者觀察細部的文字數量和因果推理，及敘事的陳述和組織凝

聚能力，則聽障兒童的表現不如聽常兒童，特別在書寫故事。

總結這些研究結果可以發現，聽障兒童在故事結構、推論與語法

上，與聽常兒童類似，但在回憶故事的量及故事的陳述與組織技巧

上，就較聽常兒童為弱。

而除了針對敘事能力和語法結構的比較外，近年來亦有學者將研究

焦點置於手語使用對故事寫作能力的影響。像是Strong與Prinz（1997）

即針對8–15歲啟聰學校聽障學生，採自說故事方式，探討手語與文字

讀寫能力的相關研究，結果顯示，手語與文字讀寫能力呈正相關。

楊雅惠、林寶貴（2005）亦針對啟聰學校高中職學生手語敘事與故

事寫作能力進行探討。她們選擇播放兩捲錄影帶，再要求受試者將故

事內容以手語和文字表達與記錄，研究結果發現，手語敘事與故事寫

作能力的相關為 .70，達到中度相關的程度，表示手語敘事能力愈強

者，其故事寫作能力亦愈強。

楊雅惠、林寶貴的研究與本文至為相關，但主要以量化方式進行

敘事「能力」的探測，並未針對敘事結構與特質的差異進行探討，似已

預設了聽障者的敘事能力與聽常者間只具量上的差異，未有質上的不

同，而此部份正是本文欲探討的問題及研究核心。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由於本研究想了解聽障者的文字敘述結構與特質，此部分需受訪

者大量的文字表達內容，故主要採用訪談法進行。至於敘事內容的取

得，一般採下列幾種方式進行（楊雅惠、林寶貴，2005：34；林寶貴，

2006：308–309）：一是重述故事，即要求受訪者重述先前接收的故事

內容；二為自說故事，即讓受訪者自己隨性說一個故事（self-generated 

stories）；三為以展現圖卡、自然互動與訪談等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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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由於重述故事與圖卡敘事方式，將敘事侷限在某個特定範

圍內，恐造成語料減少，為了取得較自然和大量的資料，本文主要採

自說故事方式進行，即由受訪者自行決定故事的材料內容。

至於語料的採集部分，原先研究者以面訪方式進行，並邀請一位

於聽障家庭長大，精通手語的聽常學生同步進行故事口語翻譯，逐句

記錄下受訪者當場所敘述的手語故事，但後來發現翻譯者的個人詮

釋，及手語翻譯過程中，媒介特質所造成的敘事落差（例如前述的同時

性，即無法以口語和文字表現，因兩者皆為序列媒介），皆會影響研究

結果中受訪者的敘事內容呈現，故而在故事敘述部分，研究者決定回

歸受訪者身上，採受訪者自行書寫的文字敘事做為分析語料。

至於如何取得這些受訪者的文字敘事，研究一開始，研究者原以

開放性問卷進行，委請台中啟聰學校某老師於課堂上協助發放和說明

問卷內容，並請受訪者自行寫下一個印象最深刻的故事，再進行其文

字敘事的分析（題目為，請用自己的話語，寫下您印象最深刻的故事，

例如，《小紅帽》、《白雪公主》）。

結果發現，多數學生可能不理解題目意義，再加上解說者未能即

時解答，故而常有答非所問的狀況發生，像是某位高三的學生在回答

時給的答案是「人，不是動物，而是高等的動物，因為微笑才有可能是

高等的人」。

其後，為了能即時溝通及解決文字誤解問題，本研究決定改以聽

障大學生做為主要研究對象，並採MSN即時通訊系統與受訪者進行文

字對話。

在此，之所以大學生做為研究對象，是因其相較於國、高中學生，

在文字的理解與表達上，可能更趨於完善；至於採用MSN的媒介環境，

則是因其為一種較趨近於即時面對面的文字對談溝通形式（曹家榮，

2008：137），可使受訪者在一種較為自然的情境下，表達自己的文字。

研究樣本

由於本研究想了解的是聽障者的敘述特質，屬於質性研究，不需

太多樣本，故而主要採用立意抽樣法。研究者先經由自身任教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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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輔導中心轉介校內所有聽障學生，並取得學生聽障程度資料與

MSN的聯絡方式，再一一詢問其學習手語的時間及日常使用手語的狀

況，經由與諮商輔導中心所提供的資料比對，剔除掉不會手語及不使

用手語與人溝通的學生，先建立起雙方的關係，再於自然情境下，要

求其於MSN上，說一個熟悉的故事或最近看過的電影內容，以做為分

析語料。

在此要說明的是，這些文字語料的取得並不如想像容易。一來，

研究者與受訪者先前並不認識，雖透過學校的諮商輔導中心介紹，但

仍需花費1–2個月的時間，才能建立起關係；再者文字的敘述形式，對

於以手語為主要溝通工具的聽障者來說，事實上是極大負擔，尤其是

長故事的描述，往往要花上更多時間組織和轉譯腦中內容。像是受訪

者之一的豪，光是講述變形金鋼1的電影故事，就花費近兩小時的時間

（從當天下午的3時46分，一直說到5時36分），故而在訪談過程，研

究者經常被拒，亦常遇到故事講述到一半，受訪者就因有事或覺得太

累而中止訪問。

為了培養與受訪者的情誼使研究順利進行，過程中研究者曾數度

拜訪學校資源教室，參與觀察受訪者平時的互動情形，並請其中兩位

受訪者（豪與傑）於資源教室，對研究者進行兩個月的手語教學活動，

以利於彼此關係的建立和了解。

信效度檢核

由於本研究以MSN方式對談，在進行過程中，為了怕受訪者在訪

談過程中，直接將網路上的故事剪貼轉述出來，研究者亦於事後將敘

事內容直接截取數個片斷，於GOOGLE網頁上檢視是否有相同文本；

另外研究者亦會於每次訪談後，將受訪者的故事敘事樣本，與其先前

對談時的文字敘事做一比較，看兩者敘事語氣及特色上的差異，以辨

其是否為受訪者自行產製的敘事；事實上，在本研究過程中，透過此

方式，研究者確實找到一位受訪者的「小紅帽」故事敘述，是直接摘自

網路，而此故事樣本，在本研究中亦已被剔除。

本研究共計訪問8位聽障朋友，皆為在學大學生，研究觀察期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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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至2008年6月，共計一年兩個月，每個受訪者皆與研究者

進行至少6小時以上的MSN對話，某些受訪者的對話更長達50小時以

上，談話內容除含受訪者的故事敘述外，還包括了日常瑣事的分享、

問題提問與解釋等。所有受訪學生皆為聽覺障礙，且日常生活主要以

自然手語做為思維和溝通工具，8人皆為重度、極重度聽障。以下為受

訪者的基本資料：

表一 聽障受訪者個人資料表

代號 聽障程度 性別 手語年資 年齡 敘事故事 訪談時間

傑 極重度 男 10年 22 電影「變形金鋼１」、

童話「小紅帽」、日常

敘事「考研究、找工

作問題」 

2007年4月到10月及

2008年1月到3月，共

計17次

豪 極重度 男 10年 21 電影「變形金鋼１」、

「太陽浩劫」、童話「小

紅帽」、日常敘事「參

加樂高積木展覽經過」

2007年4月到8月，共

計12次

Chih 極重度 男 10年 21 童話「白雪公主」 2007年5月到9月及

2008年6月，共計8次

泉 極重度 男 10年 21 童話「小紅帽」 2007年6月到2008年

1月，共計7次

小芸 重度 女 10年 20 電影「有妳真好」 2008年2月至4月，共

計5次

小羊 重度 女 15年 20 日常敘事「進入大學

的適應問題」

2008年1月到2月，共

計4次

小薇 極重度 女 15年 22 童話「醜小鴨」 2008年2月到3月，共

計4次

小謝 極重度 女 15年 21 電影「哈利波特3」 2008年1月至3月，共

計5次

另外，為了增加對聽障學生的文字敘事了解，本研究亦以MSN的

方式，與研究者目前任教學校的8位聽常大學生對談，並請他們講述最

近看過的電影內容、發生的事或最喜歡的童話故事，以做為對照之

用。以下為聽常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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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聽常受訪者個人資料表

代號 性別 年齡 敘事故事 訪談日期

A 女 22 電影「婚前試愛」、童話「白雪公主」 2012.10.28

B 男 22 電影「星際戰警」、童話「三隻小豬」 2012.11.03

C 男 21 電影「少年PI的奇幻漂流」、童話「小紅帽」 2012.11.10

D 女 22 電影「兩個婚禮一個喪禮」 2012.11.16

E 男 23 電影「羅馬浴場」、日常敘事「課業壓力問

題」、「蒼蠅王」

2012.11.23.

F 女 22 電影「畫皮1、2」、日常敘事「有人介紹工

作」、「白雪公主」

2012.11.24

G 女 22 電影「水男孩」、日常敘事「被要求代班」、童

話「小紅帽」

2012.11.26

H 女 21 電影「鋼鐵擂台」、日常敘事「研究所面試經

過」、童話「白雪公主」

2012.12.01

研究結果

情節結構

在故事敘事的情節部分，由於每個受訪者談的故事內容及媒材不

盡相同，在此研究者依媒介來源做一說明：

I. 電影敘事
以下為受訪者豪在看完「變形金鋼1」後的數日，與研究者MSN對

談，跟研究者講述電影情節的內容：

情節的開始是男主角的境（鏡）頭，他父親帶他去買二手車，到了

二手車場選車時，那個變形金剛大黃峰（蜂）嬌（喬）裝成的髒黃跑

車偷偷來到二手車場（廠），當時老闆正跟男主角兩位父子談論買

車，老闆推薦黃跑車旁邊的車，老闆坐上旁邊的車，黃跑車的右

車門故意打開把旁邊的車撞壞，之後又發出人聽不到的超音波把

車場（廠）上所有車都玻璃毀掉，……，換畫面，男主角開車載朋

友到公園……換畫面，男主角在睡覺，黃峰（蜂）突然發動從家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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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去，男主角以為有小偷，叫父母幫忙報警，男主角騎自行車追

那輛車，後來追到廢車場（廠），驚呀（訝）發現黃峰變身了，變成

巨大的幾（機）器人，換畫面……

（豪，2007. 07. 15）

註：本文直接引用受訪者MSN中的對話文句，由於句中錯字甚多，研究者將正確文字

置於其後括號。

從上面描述可看出，受訪者的敘事情節主要依循腦中記憶的電影

呈現畫面而來，故而在敘事過程中，經常性的會看到「換畫面」這三個

字（光是在豪這次的敘述中，換畫面三個字，就出現23次），亦即，敘

事者的故事情節發展，是依循電影創作者的「畫面」順序安排而來，故

而不同的電影在受訪者的敘事中，會因導演手法，而呈現不同敘事結

構。

不過，雖然每個導演畫面的順序安排可造成敘事結構的不同，但

受訪者每個「畫面裏」的內容呈現，仍是採時序線性結構進行。像是上

引文中的內容，即是如此。這可從「黃跑車的右車門故意打開把旁邊的

車撞壞，之後又發出人聽不到的超音波把車廠上所有車都玻璃毀掉」和

「男主角騎自行車追那輛車，後來追到廢車廠」等敘事，使用了時序線

性結構常用的「之後」、「後來」等詞，看出一個端倪。

而由於故事敘事依腦中記憶的影片畫面而來，記憶有其限制，故

而在敘述時，敘事者亦常會有跳接的情形出現，致使故事內容不太連

續，形成幾個破碎的片斷，像是： 

我想一下是跳到那個情節……還是從音響開始好了，地點是在軍

方空機上，好像是客機的那種類型的大型飛機，畫面是椅子下的

音響，變身！狂派變形金剛．疾瘋，那是體積很小……比人還小

很多，牠偷偷到飛機底的部分，好像是電腦房，到了電腦房，牠

開始進行截取資料計畫截取冰人計畫的資料時，換個畫面，位於

國防部的情報人員

（豪，2007.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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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在講述此情節時，研究者就無法將其與前述的敘事情節做連

結，對聽故事的人來說，形成一種斷裂狀態。不過由於他每個片斷都

講得很詳細，再加上「變形金鋼1」的情節較為單純，故而雖有跳接，聽

的感覺也是好幾個區塊，但大致上還是可以了解是個正邪對立，最後

地球被拯救的故事。

另外，在電影敘事時，亦有類似於口傳敘事時的插敘與倒敘過

程，像是在講述「變形金鋼1」的故事時，豪在故事講到一半時突然講

到：

呃，這之前先暫停，因為我剛想起開始片段我沒提到的，電影開

始時是直升機在飛的畫面，那直升機在沙漠上飛行，是飛往祕密

基地，美國軍事的祕密基地，基地的人探測到那架直升機，便詢

問何身份，但直升機都沒回應，攻擊直升機，黑魔，當攻擊直升

機來到基地停機坪，任憑基地的人怎麼問，黑魔總沒回應，攻擊

直升機，變身了 ! 變身巨大機械人，狂派變形金剛．黑魔 !

 （豪，2007. 07. 15）

這種現象在豪講述電影「太陽浩劫」故事時，也同樣出現：

一開始的畫面是巨大太空站，不，太空船吧，形狀很特別，名

為……什麼二號，有八個人吧，由科學家與太空人組成的團隊，

帶巨大的炸彈前往太陽引爆，藉人工方式使太陽重生，對了，之

前開頭有提到在科學家證實太陽正急速早衰，５０年後地球將進入

永冰世界，人類將滅亡，在接近太陽時，出現非預期的危機。

（豪，2007. 06. 27）

當故事講到一半時，敘事者又再跳回前面的情節。這種方式有點

像口傳文學敘述時常用的倒敘與插敘結構，即故事講到一半，因為又

想到前面遺漏的情節，故而再回到前面，補上先前漏掉的部分，形成

類似盒中盒的情節發展模式。

相較之下，聽常大學生的敘事就顯得線性和有結構，較少出現跳

接，且較着重故事順序和邏輯，但中間略過許多情節和畫面。像是B

和E所講述電影「兩個婚禮一個喪禮」和「羅馬浴場」的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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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男和A女都是同志，在醫院工作認識，後來決定假結婚，因為A

男的家庭壓力逼他一定要結婚，要不然A男是想出國去，永遠不

要回韓國。A女的另一半B女，就住在他們的對面，每天A就會穿

梭在這兩間公寓，所以他們就是表面上夫妻，私底下各玩個的。

（B，2012. 11. 16）

在羅馬時代有個不被重用的建築師，因為找不到靈感而到澡堂泡

澡時，無意進入當代日本澡堂，並將當代日本的澡堂設備以及文

化帶到古羅馬去。雖然因此受到皇帝的喜愛，但是他也因此對此

類似剽竊的行為感到難過，在某次的穿越中，無意間帶回了一位

日本的女漫畫家，而最後女漫畫家解決了主角的現實難題與心理

障礙而回到當代日本，約好要再度見面。

（E，2012. 11. 23）

由上述的電影內容說明可以發現，敘事者極為着重其「因果」說

明，且用了許多的「連接詞」像是「因為」、「所以」、「雖然」、「但是」，

使得整個敘事相當具連貫性和邏輯性。

II. 童話敘事
由於並非所有受訪者都有看電影習慣，再加上電影故事的表達，

需要較多文字敘述，故而研究者在受訪者拒絕說明時，會轉而要求其

提供一個印象最深刻的故事，像是童話故事，以採集其敘事。以下為

阿chih說的「白雪公主」：

好久以前，白雪公主從小，媽媽過世了，所以爸爸怕她一個人很

孤獨，而娶了繼母，來照顧她。娶了之後，白雪公主的繼母，看

了白雪公主，非常很討厭她，因為，白雪公主長的（得）很漂亮 .漂

亮過於繼母。人人都喜歡白雪公主，而白雪公主繼母想盡辦法，

摧毀白雪公主。

（Chih，2008. 06. 28）

另一位受訪者泉則說了「小紅帽」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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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很久的從前，有一個村莊裏面有小紅帽和媽媽。有一天，小

紅帽想去另一個村莊的奶奶家探視奶奶。然後，她的母親知道她

想去探視她的奶奶，所以她的母親幫她準備要去的東西。

（泉，2008. 01. 03）

由上述的故事說明，可以發現，兩個敘事皆採線性結構，按時間

先後順序呈現。這點可由兩位受訪者敘事中充斥「然後」、「後來」、「因

為」、「所以」的用詞中可以發現。

而這些特色亦可在聽常大學生的敘事中出現，只不過其文字敘事

相較於聽障人士更為簡短流利，像是A同學的「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被後母皇后忌妒美貌，皇后僱用獵人把公主殺掉，獵人

把公主引誘到森林中，可是他看見白雪公主天真可愛的模樣，下

不了手，就跟公主說皇后的計謀，並且叫她逃的遠遠的，最後公

主就在「森林發現了小屋子，裏面的東西都非常小，公主累了就在

床上睡着了，結果小矮人們回家看見公主，最後他們成為了朋友。

由上面的文本可發現，不管是從「皇后因忌妒美貌」到「僱用獵人殺

公主」，或從「獵人因公主天真可愛」「下不了手，叫她逃的遠遠」，到

「公主逃到森林發現小屋子」「小屋子裏住着小矮人」，整個結構亦充滿

了線性連結。

而受訪者之所以會以這樣的情節敘事模式呈現，主要是因這兩個

故事在台灣社會廣為傳誦，且內容較為簡短，方便記憶，幾乎所有的

人在孩童時期皆聽過甚而熟知故事的情節發展，即便是聽障孩童，在

成長過程中，亦耳熟能詳。故而受訪者在敘事時，較不會有遺忘需再

回溯的情形產生，而使得整個敘事呈現一種直線發展模式。

III. 日常事件敘事
除了一些童話故事的敘事外，由於研究者長期與受訪者以MSN互

動，建立起某個程度的情誼，故而有時受訪者亦會在MSN中談起日常

生活事件，像是聽障的小羊和聽常的G就談起「進入大學的適應問題」

和「被要求代班」的日常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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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嗯，那我講進入大學的生活，剛一開學的那天，心情很不安，

因為我第一次跟一般人一起上課，不知道怎麼跟一般人溝通的方

法，連宿舍的室友也是，告訴自己說我一定可以的，主動跟同學

用筆談的方法，後來我聽障朋友通知我說台北那邊有比賽，要我

上去台北幫忙，我就去，每月去台北２～３次，一邊培訓一邊練

籃賽，真是累死我，終於累倒了，也害到室友的同學感冒，到期

中還有期末考時，請同學的筆記給我抄……

（小羊，2008. 01. 17）

星期六是校慶 我在前幾天上班時看到班表上面寫着早上9點到下

午5點，立刻跟店長反應，無法上班，後來班表有調好，我那天改

成休假。後來同樣也是學校學生的同事那天本來是晚班，臨時叫

我幫他代班，我本來想裝死，後來他一直說家裏有事，想要提早

回家（明明他星期日就是休假阿 !）我凹不過，只好答應了 ... 後來

我覺得我現在整個覺得自己好像爛好人= =

（G，2012. 11. 26）

由上述轉述的日常生活事件情節發展來看，不論是聽障或聽常大

學生，主要仍是依時間先後、序列線性結構方式呈現，所以在其敘事

中亦可以看到「先到、「後來」、「結束後」、「因為」等字眼。

敘事特色

前述文獻談到「不同的媒介工具因其本質不同，易促成不同感官及

思考技能」。劉秀丹（2004）認為，相較於口語的聽覺特質，手語的視

覺—肢體特質，使其呈現具「空間性」、「動態性」、「同時性」等特質，

而這些特質又影響聽障者的敘事，使其敘事相較於聽常者，呈現出更

多以下特色：

I. 場景位置的強調
在本文所收集到的聽障者敘述中，研究者發現，大半受訪者在講

述故事時，都會特別強調故事場景位置，尤其是對於故事內容中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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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方位、顏色，甚而是數量，做出較細節的描述。像是前文談到的

「變形金鋼１」，豪光是場景的細緻說明，就高達35處，傑也高達20

處。這些細緻的空間、方位、顏色，在豪和傑的敘事內容中，隨處可

見：

情節的開始是男主角的境（鏡）頭，他父親帶他去買二手車，到了

二手車場（廠）選車時，那個變形金剛大黃峰（蜂）嬌（喬）裝成的髒

黃跑車偷偷來到二手車場（廠），當時老闆正跟男主角兩位父子談

論買車，老闆推薦黃跑車旁邊的車，老闆坐上旁邊的車，黃跑車

的右車門故意打開把旁邊的車撞壞……

（豪，2007. 07. 15）

後來啊大黃鋒也追着他，並且救了他~他們就一起上車~~~後來，

男主角和女主角在車上~~想說，針對，大黃蜂的車子很破，於

是，大黃鋒（蜂）幾乎惱火了，並且把他們二人丟下路上，就自己

跑了接着正好黃色的雪佛來跑車經過~~就看到它~~也跟着跑~~~

就拷類（貝）那台車……

（傑，2007. 07. 16）

豪和傑在上述敘事中，特別說明了鏡頭發生的場景（二手車廠），

大黃蜂車的顏色（黃色），甚而連車門被打開的方位（右車門）都說得一

清二楚。而在豪後續的每個片斷敘事中，幾乎也都會先將鏡頭發生的

場景做一交待。像是：

換個畫面，四個殞石是四個博派變形金剛，降落在美國上各地，

一個撞落在球場上，一個落在公路旁，一個落在民宅的泳池裏，

一個落在……？四個從殞石形態變身為人形，並開始 scan身邊的

交通運輸器，就是車類。

（豪，2007. 07. 15）

豪鉅細靡遺的說明殞石掉落的具體位置，讓聽故事的人猶如置身

於畫面重現的過程中。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小謝在敘述電影「哈利波特

3」的開始畫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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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哈利波特坐在盪鞦韆，好像在思考，之後達利（哈利波特

的親戚）找他麻煩，哈利受不了，拿出魔杖施魔法，突然之間天黑

黑的，催魔狂出現了。

（小謝，2008. 01. 03）

小謝在敘事時，也明確指出位置（坐在盪鞦韆），拿出什麼東西（魔

杖）、當時的場景為何（天空突然變黑了）。

這個部分在聽常者的敘事中也許會出現，但較少會這麼明確和清

楚的說出顏色、方向、位置等細節。像是聽常大學生F的「畫皮2」和H

所描述電影「鋼鐵擂台」的內容：

女主角因為一次意外而臉上有傷，男主角自責不能保護心愛的

人，而一生慚愧，也不敢表達自己真實的愛慕情愫 ! 女主角傷心便

想「自殺，但被狐妖所救，狐妖和女主角開始交換利益 互換皮囊 !

外表交換 !

（F，2012.11.24）

有次爸爸想修理一個破爛機器人，去回收工廠想偷些材料來用，

下起了滂沱大雨，小孩摔了一跤，差點摔到深不見底的廢鐵山堆

內，結果被一根鐵條勾住，沒摔下去，他發現那竟然是一個舊式

機器人的手指（人家不要的、回收的），小孩很開心的想把這機器

人挖回家。

（H，2012.12.01）

雖在故事說明中，已使用很多場景位置的描述，像是「臉上有

傷」、「跳下懸崖」、「破爛」機器人、偷些「材料」、「廢鐵山」等，但描述

的字詞較為粗略，未像聽障者一樣，會具體明確的說明標的物的顏

色、方向、位置等（例如破爛機器人是什麼顏色、着什麼衣服、哪裏破

爛，材料的內容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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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動態畫面的關注

根據Ong（1982）的說法，因為所使用的溝通工具—聲音，具稍縱

即逝的特質，資訊較難記憶傳承，為了便於記憶與傳承，許多口傳文

學都會使用一些重複或押韻等幫助記憶的裝置。這些記憶裝置在聽常

大學生講述的童話故事中，我們亦可看到。像是受訪者H所說的「白雪

公主」：

從前從前有個美麗的公主，因為頭髮烏黑亮麗、還有紅嘟嘟的嘴

唇再加上皮膚像白雪一樣白，因此大家都叫他白雪公主。他是個

善良的人，父王母后也很疼愛他，但是母后生病死掉了，父王再

娶一個新的皇后，雖然她很漂亮，但心腸很壞，她很貪心，除了

要榮華富貴，還想當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她有一個魔鏡，她每

天都會問「魔鏡呀魔鏡，誰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魔鏡都會說

皇后很漂亮但白雪公主更美麗，因此他決定殺掉白雪公主，這樣

他就能變成最美麗的人。

此處即設置了幾個便於記憶裝置，像是在故事一開始即以一種便

於記憶的方式，解釋其命名的由來（頭髮烏黑亮麗、還有紅嘟嘟的嘴唇

再加上皮膚像白雪一樣白，因此大家都叫他白雪公主）及另外也看到故

事中不斷引述某些特別的話語（「魔鏡呀魔鏡，誰是世界上最美的女

人？」）。

但在本文聽障者的敘事中，反而較着重的是物件的動態變化。為

了呈現影像的動態感，敘事者使用相當多的動詞來描繪主角的行為與

事件變化。像是前述阿Chih說的「白雪公主」和泉說的「小紅帽」故事：

白雪公主繼母，做出了很邪惡的事……把煮好的毒藥，塗在蘋

果外表，然後，化身變成醜陋的老太婆，然後，進入小屋子走來

看看，剛好， 七個小矮人外出工作……剛好看到白雪公主在做東

西 ... 然後給白雪公主吃，他吃了之後……就昏倒在地……白雪公

主的繼母很高興，變回原來的樣子。

（Chih，2008.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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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小紅帽想去另一個村莊的奶奶家探視奶奶……不過，

獵人有經過小紅帽的奶奶家，但有聽到狼的聲音和小紅帽、她奶

奶叫救命聲，他馬上進來奶奶家看看。他發現狼正在床睡覺，然

後，獵人找到剪刀來剪在狼的肚子上救小紅帽和她的奶奶出來。

（泉，2008.01.03）

以阿Chih的「白雪公主」為例，他用了「塗在」、「化身變成」、「進

入小屋子」、「走來看看」、「在做東西」等動詞來說明故事中人的行動與

變化，甚至最後他還強調，白雪公主的繼母後來又「變回」原來的樣

子，從他的描述中，可以清楚的知道，事件的主角當時正在做什麼、

後來的變化等，整個敘事呈現了相當程度的動態影像感。

至於在動態的電影故事呈現部分，則此特色更為明顯。像是豪和

傑談到「變形金鋼1」的內容時，幾乎每個片斷都呈現出動態的過程：

在開車路上，第七區人員的車隊遇到博派變形金剛，那位一群金

剛們作勢要第七區交出山姆以及女主角，並且用力扯開了他們所

駕駛車子的車蓋，救走山姆以及女主角，且要第七區最高司令長

史麥特幹員下車……後來山姆要史麥特幹員脫掉（身）上所有的衣

服 可是史麥特幹員不願意，於是大黃蜂拉開了他的汽油蓋~~在他

身上潑汽油……要求一定要依照山姆的話去做~這時史麥特幹員

也不得起（來）脫光衣服，只剩一條內褲~

（傑，2007. 07. 16）

地點是在軍方空機上

好像是客機的那種類型的大型飛機

畫面是椅子下的音響

變身！　

狂派變形金剛．疾瘋

那是體積很小……比人還小很多

（豪，2007. 0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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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傑的敘事中，我們也看到許多動詞的使用，像是「扯開」、「下

車」、「脫掉」、「拉開」等，使得整個敘事的動態畫面，被栩栩如生的呈

現；相較之下，在這段摘錄的文字中，豪雖然未使用太多動詞，但他

以誇張簡短的「變身」二字，再配合敘事的時序，和文字空間的編排，

以一種更戲劇的方式，呈現變形金鋼變身的過程。所以即便是靜態的

文字描述，但在與他MSN對談時，研究者還是可以感受到整個畫面的

動態過程。

由於非常好奇受訪者能把這故事的動態情節處理的這麼好，所以

研究者在某次與豪聊天時，特別問及其腦中訊息呈現的問題，豪說：

豪：我從小到大腦海裏各種鏡像很少是黑白的，除非睡覺做夢有

時會有懷舊的古黃色……

研究者：真有趣，我都不記得我的夢是否是彩色的，我甚至不記

得夢的內容……我記的通常是情節

豪：我跟你相反，只能勉強想起較深刻的片段……

研究者：你都不記得內容嗎？　

豪：有時能，有時不能。

研究者：你會記得夢裏的顏色嗎？　

豪：會……但有些不太明顯 就好像影片的亮度弱了點不過有時候

夢裏的事物跟現實不太一樣。

（豪，2007. 06. 12）

豪用「鏡頭」一詞，來說明自己腦中的思考與記憶，似乎已說明了

他的資訊處理是以影像呈現為主。後來幾次和豪聊到他腦中的畫面呈

現問題，結果發現，其呈現方式不只是以圖像方式進行，而且經常還

是以3D的呈現：

豪：其實上，我腦海中所謂鏡像是3D的，並不只是平面的子母畫

面而已，有時候會同時出現四、五個畫面……

研究者：這四、五個畫面都是立體的嗎？

豪：有時候3D、2D兼顧……

（豪，2007. 0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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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並舉了他自己在組樂高時的過程做一說明：

豪：組裝時腦中滿滿都是樂高塊，摻加預期完成品的樣子……

研究者：所以你腦中會先有一個完成品的想像嗎?譬如說機器人的

樣子？

豪：差不多，不過有時與實際完成品有些出入。

研究者：那你腦中這些機器人是以平面還是立體的方式呈現？

豪：都有……有時在組裝時，腦中會同時出現兩個組裝後可能的

子母畫面，像是加了一塊三角椎後會是什麼樣子，加了正方體又

是什麼樣子。

（豪，2007. 06. 12）

關於這個子母畫面的呈現，也出現在其他受訪者的口中，像是傑

告訴研究者，他常在教完手語自我檢討時，腦中會同時出現兩個畫

面，即一個是先前教學的手勢和畫面，另一個是怎麼教才會比較好的

畫面。

而除了多個畫面同時呈現的現象外，在敘事過程中，研究者也發

現受訪者會有類似鏡頭ZOOM IN的過程出現，像是豪在談到「變形金

鋼１」的某個情節時，說道：

五位博派變形金剛正式一齊登場！

柯博文

大黃蜂

爵士

飛輪

還有另一個叫什麼我忘了

不，好像是只有四個？（停頓）

不，五個才對

（豪，2007. 07. 15）

原先他的說法是五位，後來又說是四位，但停頓了一會兒，他又

再確認應該還是五位，事後問他，他說是把腦中畫面放大，雖然很模

糊，但是還是可以看到幾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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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聽常大學生較常使用的是便於口語記憶的「成語」和強

化外表印象的「形容」詞。像是F講的「畫皮」和B講的「三隻小豬」：

男主角在沙場上救了一美麗女子把她帶回家 當作妹妹看待，女主

角趙薇是元配，很賢妻的也很照顧該女子 !未料，女子竟是修練千

年的狐妖！狐妖愛上男主角，施展各式魔法 男主角步步淪陷但還

是一直壓制自己！但狐妖為了保有型態 每天都必吃人心！！造成

鎮上許多人死於橫禍！

（F，2012. 11. 24）

有一隻母豬看到她3個兒子逐漸長大，要他們搬出去，自己成家，

自力更生，所以這三兄弟他們就開始找建房屋的材料，大哥找了

稻田邊隨處可見又免費的稻草就當作材料建起稻草屋，二哥看到

大哥蓋得怕大風一來房屋會被吹倒，所以選擇比較堅固的木材建

屋，而三弟選擇水泥磚頭來蓋屋……

（2012.11.03）

由上述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到成語和形容詞的運用，像是「逐漸長

大」、「美麗」、「很賢妻的也很照顧」、「修練千年」、「步步淪陷」，即便

是耳熟能詳的簡單童話故事，敘事者還是使用了相當多的成語和形容詞

來描述故事的主角，像是「自力更生」、「逐漸長大」、「太簡陋」、「隨處

可見又免費」、「比較堅固」，以使劇中的主角個性更為鮮明，便於記憶。

III. 口語對話的編纂與引述
雖然聽障者在聲音知覺上較不敏感，但有趣的是，研究者在觀看

其對話敘事時，卻經常看到劇中人物的對話引用，像是傑會自編或引

述電影中很多對話：

山姆把門銷住了，山姆的老爸和老媽也急了，要求山姆快點開門~ 

且山姆這時在其他變形金剛還沒躲好的情況下開門，山姆的老媽

問山姆~~是不是做了壞事之類~~他百口莫辯說沒有，正好女主角

起了身為山姆解圍~然後山姆的老媽一見狀，就不忘虧山姆~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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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姆的快樂時光，山姆的老爸也走向窗戶，一看到自己的花園變

這慘狀，我們家的花園又不是停車場……

（傑，2007. 07. 16）

傑的敘事中，多次引用或編纂劇中人物的對白，像是「是不是做了

壞事之類」、「這是山姆的快樂時光」、「我們家的花園又不是停車場」；

而這種口語呈現方式，也同時出現在阿Chih「白雪公主」的故事裏（白

雪公主的繼母心想，機會很大……然後敲敲門……走進來，耀（要）不

要來個，吃蘋果……滿好吃）及泉「小紅帽」的故事裏（她先搞（敲）門

再說：奶奶，我來了。狼只好裝奶奶正在床裏睡覺，狼說，小紅帽，

請你進來了）。

不過敘事者雖使用很多對話，但這些對白並非前述所談指的關鍵

語句（即重複出現在故事中，以便於記憶的話語），比較多的是敘事者

跟隨劇情，隨口編的對白，有些是以第三人稱較疏離敘述方式（狼說，

小紅帽，請你進來了），有些則是以一種較似第一人稱的角色扮演口氣

呈現（未引述由誰說，直接將話語打出，像是這是山姆的快樂時光）。

結論與建議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針對聽障大學生的故事敘事進行探討，研究者想了解平日

以手語做為主要溝通工具的聽障者，敘事時所呈現的故事結構及敘事

特質。研究發現如下：

I. 敘事結構
由上述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不論轉述媒材為含各個片斷影像畫

面組成的電影媒介、文字媒介或日常事件，受訪者文字敘事的結構，

主要是以依時序線性結構呈現。

這部分，一來可能受限於本研究中主要使用的溝通工具為文字，

故在敘事呈現上易採線性序列方式呈現，就如同劉守華（1988：181）所

言，雖然實際生活中故事的發生時間是立體，且許多有關聯的事件往

JCS26_FA02_15Oct2013.indd   128 16/10/13   2:21 PM



129

聽覺障礙大學生文字敘事結構與特色之初探

往發生在同一時間，但由於口語和文字表達方式無法並陳事件，故而

人們用話語敘述故事時，經常是以線性結構方式，把事件依時序敘述出

來；再者，亦可能是因受訪者皆為大學生，從小到大學習識字時間頗

長，浸淫於文字文化已久，故而習於序列線性結構形的敘事表達方式。

不過雖聽障受訪者的敘事以線性結構形為主，但研究結果也發

現，在某些敘事中，仍有口語敘事的插敘和倒敘等呈現方式，且情節

也較為破碎、不連貫。

如以前述文獻來看，手語為一視覺導向的溝通工具，且本研究受

訪者使用的表達工具為文字，日常生活亦少以口語溝通，應不致出現

口傳敘事的呈現方式，但在本研究中，我們卻仍可找到這樣的結構。

究其原因可能有二， 一為敘事內容太長，上述研究結果發現，插敘

的呈現方式，主要出現在電影內容的敘事上，進一步分析發現，電影

相較於童話和日常敘事，除了媒介特質不同外，顯然在內容上亦長了

許多（通常一場電影的展演，大致落在一個半小時至兩個小時間）。故

而敘事內容的長短，很可能是造成倒敘和插敘結構出現的因素。這主

要因人們的敘事，大半依記憶而來，記憶有其限制，故而如內容較

長，將不利記憶，產生前後夾敘現象，且呈現的情節也較為破碎、不

連貫。

另一個影響敘事的可能因素則為溝通情境。以本文為例，雖是以

文字做為主要溝通工具，但本研究使用的MSN軟體，基本上卻是個較

近似口語對話的情境。通常，在對談情境下，因即時互動的關係，對

談者必須針對對方提問和對話立即反應，較無時間如文字寫作時，可

反覆修改，細緻化自己的敘事，做清楚、完整、有邏輯的組織，故而

敘事風格較易出現口傳敘事的散漫、插敘、倒敘情形。

亦即，受訪者的文字敘事特質並非如媒介生態者所述，純受溝通

媒介固有特質影響，這之中，還涉及了使用情境和內容長短的問題。

關於此論點，Chafe（1982）曾以演講和BBS等情境的敘事風格與結構做

一說明。他指出，在演講場合中，使用的雖是口語媒介，但從其言說

風格和敘事結構來看，卻較偏向文字表達方式；反之，信件和BBS上

的言論發表，雖是以文字方式呈現，但其風格卻是破碎和高情緒涉入

的，顯然更偏向口語媒介特性的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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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受訪者的文字敘事結構，除與使用時的溝通工具和所處

的媒介文化有關外，亦與當下的溝通情境和敘事內容長短有關。故而

如以前述文獻中談及口傳插敘與文字的線性結構來看，或許我們可以

更進一步提出一個說法來充實媒介生態學有關敘事結構研究的內涵，

即敘事結構的呈現，除受媒介內在物質結構和符號結構影響外，還與

溝通情境和敘事內容長短有關，而內容長短又涉及記憶能力問題，故

而敘事結構的呈現應為媒介內在結構、溝通情境、故事內容長短與記

憶能力等因素共構而成。

II. 敘事特質
在敘事特質部分，研究結果發現，經常使用手語的聽障者，其敘

事較易呈現「場景位置的強調」、「動態畫面的關注」、「口語對話的編纂

與引述」等特質。關於此研究結果，可從手語的「空間性」、「動態性」

等視覺特色，及其促成空間思維能力的相關研究中做一說明。

Bellugi，O'Grady，Lillo-Martin，O'Grady，van Hoek 與 Corina

（1990）曾針對聽障與聽常孩童的視覺空間概念進行測試，結果發現在

空間架構的測驗部分，聽障孩童的表現優於聽常孩童；在空間組織及

臉部辨識的測驗中，聽障孩童的成績也出類拔萃，較聽常孩童佳。

Bellugi等人（1990）認為，聽障者之所以在這些測驗上表現較為傑

出，主要和手語的空間組織特性息息相關，因為對於聽障者而言，如

何分辨面孔、對臉部表情細緻的變化做觀察、察覺手語空間的動態變

化等，是件非常重要的事，且亦為經常使用與練習之事。

換言之，有可能是因聽障者經常性使用和練習具空間性和動態性

特質的手語，久而久之，造成其敘事和觀察事物時，會特別着重於此

兩部分的說明。

而在「口語對話的編纂與引述」特色部分，研究結果發現，聽障者

同時呈現了第三人稱的引述和第一人稱的表演展示形式。如以前述文

獻看來，視覺導向的溝通工具，易造成疏離的敘事模式，手語又是種

視覺語言，故聽障者在文字敘事上使用第三人觀點敘事，極是合理之

事；但這些受訪者日常生活很少以口語方式進行溝通，似乎較難符應

口語慣用的表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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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如果我們回歸手語的溝通環境及其特質來看，或可了解受訪

者為何會產生此種現象。一來手語的溝通必須依賴面對面的方式進

行，再者，就如前述文獻所述，手語在使用時，還有個特色，即需依

靠大量表情與肢體輔助工具。亦即，手語這種「語言」，雖是種視覺語

言，但它的溝通情境並非如文字一般，是種跨時空情境，反而近似於

「口語」，是以面對面的方式進行，再加上「表演」本就是手語的一項特

質，故而角色扮演展示敘事的出現，就不令人意外。而這也點出，前

述有關口語敘事的角色扮演特色，可能並非是因「口語」溝通媒介的影

響，更可能是因為經常身處於「面對面」的情境下，才產生「角色扮

演」、「展示表演」敘事特質的出現。

至於手語「同時性」特質的影響，因受訪者敘事時所使用的媒介為

文字，文字有其序列呈現的特質，較難同時呈現不同動態，故未在受

訪者的敘事中發現其影響。不過，在其後研究者詢問受訪者腦中的資

訊處理過程時，卻發現多個受訪者腦中常有「子母畫面」同時呈現的現

象，亦即，手語的同時性特色，仍在使用者身上產生一定程度的效果。

而除了子母畫面同時呈現的現象外，在故事敘事過程中，研究者

亦發現受訪者在敘事時，會有類似鏡頭zoom in的過程出現，可將腦中

的記憶畫面拉近確認其組成成份。

或許就如同Stokoe（1979；轉引自Sacks 1990/ 韓文正譯，2004：

102）所述，手語敘述的使用與特性，有點類似電影鏡頭，故而也同時促

成了使用者在思維時採用電影的各式手法，任意控制變換視野和視角。

而如以此觀之，前述談及聽障者敘事之所以未能引用重要關鍵話

語（例如：「魔鏡魔鏡，誰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有可能即是因關鍵

話語通常是以聲音形式出現，較不符合聽障者慣以圖像或影像的資訊

處理方式，故在故事敘述中並未被憶起；反之，聽常者的資訊處理格

式，主要為聲音媒介，故而當一串話語不斷在故事中被複誦時，很容

易被記憶，也會在故事敘述中被呈現。換言之，訊息入碼方式的差

異，對於敘事特質的呈現，確實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當然，這並不意謂上述的敘事情節呈現方式及特質不會出現在聽

常者敘事中，事實上，在許多日常事件敘述中，我們也可聽到某些聽

常者在敘事時，特別強調位置場景和動態畫面，只是相較之下，聽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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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故事敘述，更具上述特質。

換言之，我們所謂的聽障者，因為長期處於視覺世界，且使用視

覺語言—手語，故而在空間位置的描述與動態畫面的呈現，較一般聽

人來得更具體，更專精，也更為合適，而非傳統聽障敘事研究所述

的，在敘事能力上較聽常兒童來得差。這也點出本文研究立場，即本

文不以傳統思考方式，將聽障者視為弱勢，而是將其視為具有某些特

殊技能的高手。

關於此項說法，已陸續在其他研究中得到驗證。Talmy（2003）即曾

針對口語與手語視覺感知處理的結構特徵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口

語、手語這兩種語言模式，背後的腦神經系統有本質上的差異。相較

於口語，手語可在一個片語中表達更多的空間成分；而Myklebust

（1960）的研究亦發現，聽障兒童的智能不比一般兒童差，但在質上卻

有些不同。聽障兒童以視覺做為學習的主要管道，相較於一般兒童，

其智能發展也較為具體。

而這樣的研究結果，對照2004年黃葳葳的聽障人士媒介使用習性

調查，發現多數受訪者偏好的電視節目內容，以有肢體動作呈現的連

續劇、體育節目等為主，似乎更能說明為何動態畫面對聽障者有較大

的吸引力。

研究思考與未來建議

對於多數人而言，聽障者經常意謂着生理缺陷，指的是聽覺及口

語表達有障礙的人，在當代，不少研究指出，聽障人士在某些表達與

思維技能上遠低於聽常人士，故而聽常者應協助這些居於「弱勢」，有

缺陷之人（張蓓莉，1987；Musselman & Szanto,1998; Quigley & Paul, 

1984）。

但在本文中，研究者試圖從另一個觀點出發，即聽障者並非是種

生理缺陷，而是種不同於聽人「族群」或「文化」，整個聽障族群（社

群），就如世上各種不同的次文化一般，有其特有的風俗習慣，甚而是

思維方式，這些文化習性雖與聽人不同，但並無高低強弱之分，而是

質上的不同，各擅所長。聽障者相較於聽常者，可能在聽覺智能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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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較為弱勢，但在視覺技能上則是具特殊技藝的高手。

基於上述理念，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議，以供未來研究者參考：

I. 進一步發展評估聽障者智能與敘事的標準
誠如本文及相關研究結果所示，手語使用者的智能與敘事能力，

不比聽常者差，但在質上可能有些不同，換言之，目前用來檢測聽障

者智能與敘事能力的相關測驗，是否具適用性，值得商榷，因這些測

驗大半以聽常者反應為標準發展而成，以其檢測聽障者相關能力，本

來就可能獲致較差成績，而前述文獻中述及聽障兒童在故事敘事相關

能力上，較聽常兒童弱的結果，很可能即是因使用聽常者標準所造成

的。

事實上，國外相關研究學者已發現上述問題，故近年來亦從視覺

面向，致力於發展聽障敘事和理解的測量標準。像是Strong與Prinz

（1997）即提出美國手語測驗評準TASL（Test of ASL），其中包含兩個生

產測量（分類和符號敘事）和四個理解測驗（故事理解、分類理解、時間

標記，地圖標記）。

Herman，Holmes，與Woll（1999）發展的英國手語理解測驗（BSL 

RST: British Sign Language Development: Receptive Skills Test）評估目標

以理解、語法形態為主。其中包含詞彙測驗和視覺影像（video-based）

理解測試。詞彙測驗是藉由24個圖片命名說明，用來確認測試受試者

的詞彙知識；理解測驗主要是以video呈現，其中包括三大項目，40個

按難度排序組織的測試題目。

前述的BSL RST，由於具一定的信效度，是目前許多研究採用的

工具（Johnston, 2004）。但因測驗內容涉及許多文化問題，目前仍在調

整階段（Enns & Harman, 2011）。至於國內部分，目前尚未有任何研究

進行評估標準的發展，而這部分，就有待後續學者的努力。

II. 進一步進行不同媒介思維工具使用者相關智能研究
本文以媒介生態學為出發點，強調生活在不同媒介環境，慣以使

用不同思維工具的人，有不同的認知結構與敘事特質。這之中，除了

本研究的聽障手語使用者外，還有許多值得未來研究者關注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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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生活在以聲音為主的視障者，甚而是慣以影像做為思考工具的剪

接師或導演，都可成為未來可進行的研究對象。

研究者相信，透過這些研究，我們將更了解媒介環境對人類的影

響及其間的互動關係，而研究者也希望，經由這些研究，發掘出不同

族群的思維敘事技能與長處，並透過彼此間的截長補短，以增進人類

各式智能發展及多元族群思維。

像是趙雅麗（2002）曾針對視障者的電影報讀進行研究，希望透過

報讀過程，尋出一套最合適影像轉譯文字的方法，讓視障者也能「看」

電影。在此，研究者建議，或許未來在相關研究上，亦可將聽障者納

入報讀者研究範疇，利用聽障者對於動態影像描述的專長，將其電影

畫面的轉譯文字，由聽人代為唸出，再播送給視障者聽。

注釋

1. 「視覺語言學」一詞，為巴黎法國國家高等社會科學院東亞語言研究所研究
員游順釗先生於1983 年提出。指一切可從視覺方面進行研究的語言領
域，內容綜合手語、兒童語言及表意文字等。視覺語言學並非專論手語範
圍，但是對研究手語及語言學的人而言，提供了另一種觀察與分析手語的
方法（游順釗，1992）而對一般研究語言學的人而言，視覺語言學對語言
的起源、語言的發展規律、語言與思維間的關係、以及語言的共性等問
題，極富啟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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