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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牆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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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熙熙攘攘的百貨公司裡，技術高超的按摩師傅們正
忙碌地為顧客服務。他們動作熟練、力道拿捏得當，讓每

位前來放鬆的顧客感到無比舒適。然而，當仔細一看，會

發現這些師傅中有許多人都帶著墨鏡。原來，他們是視障
者。對於許多社會大眾而言，這群少了一種感官的人，仍

是被忽略和誤解的一個群體。 

 
    我們對於陌生或不了解的事物，往往會投以異樣的眼

光，這種現象在社會上屢見不鮮。視障群體正是這樣的例

子。他們因為失去視覺，承受著許多人難以想像的痛苦，
然而，對他們而言，或許來自社會的不理解與歧視，才是

最讓人痛苦的部分。有些人對於視障者充滿誤解，甚至因

此拒絕與他們溝通，這樣的行為不僅讓視障者感到孤立，
也築起了一道無形的高牆，把明眼人和弱勢群體隔開。 

 

    這道高牆讓視障者難以融入主流社會，並使他們的生
活更加艱難。許多人對牆外的弱勢團體視若無睹，甚至有

些人會用異樣的眼光看待他們，仿佛他們是社會中的「異

類」。這樣的社會隔閡讓弱勢群體無法真正參與正常的社會
活動，他們只能無奈地過著與外界隔絕的生活。 

 

    為什麼視障者必須承受社會的異樣眼光？僅僅因為他
們少了一種感官，便要面對比身體傷害更為沉重的心理壓

力。儘管社會對弱勢群體的關懷在逐漸增加，但那些無形

的高牆依然存在，視障者面臨的困境也遠未得到有效的解
決，甚至在某些方面，問題還有惡化的趨勢。如：隨著

「低頭族」的增多，許多視障者在街道上行走變得更加危

險。視障者為了提醒低頭族他們的存在，會用手杖敲擊地
面發出聲音，但仍然有人不注意，結果導致了意外發生。

此外，騎腳踏車的人經常會將車騎上人行道，這對於視障



 

張榮發基金會 2024第三屆道德月刊徵文比賽‧偏鄉組 

者來說更是巨大的潛在危險。另類的交通威脅則來自於越
來越普及的油電混合車，這類車輛行駛時聲音非常小，視

障者無法依靠聽覺判斷車輛的接近，過馬路時的風險因此

大大增加。 
 

    騎樓也是視障者必須面對的障礙之一。某些騎樓的地

面並不平坦，甚至有高達五十幾公分的落差，這樣的設計
對視障者來說無疑是極大的危險，不得不讓他們戰戰兢

兢！即便社會上有一些設施是為了幫助視障者設計的，例

如鈔票上的視障輔助點，但實際效果卻並不理想。隨著鈔

票的使用，輔助點很快就會被磨平，變得難以辨認，而並

不是每位視障者都有學習點字的機會或能力。  

 
    這些例子只是冰山一角，揭示了視障者在日常生活中

遇到的各種困境。上帝或許關閉了他們的眼睛，但同時也

打開了他們的心靈，讓他們用心靈的眼睛去感受這個世
界。也許正因為他們無法用肉眼看到這個被污染、喧囂的

現實世界，他們的內心更加純淨，也更容易捕捉到生活中

細微而美好的事物。然而，即便如此，這並不能改變他們
作為弱勢群體的現實困境。 

 

    視障者需要的不僅僅是人們的同情，更是實際的支持
與包容。社會應該為他們創造一個更加平等、更加無障礙

的環境，讓他們能夠像正常人一樣，參與社會生活。除了

硬體設施的改善，如無障礙設施的增加、道路設計的優
化，社會對視障者的認識與態度同樣重要。人們應該多一

些理解與關懷，打破那些無形的高牆，讓視障者也能融入

這個世界。 
 

◎評審評語 

主題對準對視障者的關懷，也從他們的生活需求角度出
發，文中以高牆來比喻弱勢族群與一般人間的隔閡，同時

具體呈現視障者在社會上多面向問題的討論，其中不乏作

者獨有觀察，如低頭族與單車上人行道對視障者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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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觀察細微，從社會關懷與將心比心的出發點值得嘉
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