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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偉

　出生時就罹患先天性聽覺障礙，身處於無聲

世界的陳明偉一直到11歲才進入有聽障班的幼

稚園就讀，學業上起步慢，明偉在學校的表現

卻一點也不含糊，總是笑臉迎人，有禮貌、人

緣好，功課也不錯。

　小三開始，因覺得扯鈴表演很酷而產生興

趣，幾經波折終於加入學校扯鈴隊學習，並屢

次在賽事中拿到好成績，明偉曾寫下「扯鈴是

我的最愛」，可以看出扯鈴對他的獨特意義，

在學校老師為他打下根基後，明偉開始從影片

上自學各式高難度的扯鈴技巧，聽不到音樂的

他靠著強記每個動作和時間的搭配，每天至少

練上兩個小時扯鈴，呈現出令人驚嘆的表演，

而明偉也從觀眾的拍手比讚中，得到很大的支

持和動力。

　父親陳瑞義表示，明偉是個貼心的孩子，知

道家裡經濟不好，外出求學總是省吃儉用，高

中時曾經把省下來的零用錢包紅包給他當父親

節禮物，現在從北部學校回到屏東，更不忘用

筆寫下對家人的健康叮嚀，這讓總是不辭辛勞

騎機車載著明偉騎上個十幾公里上下學、南北

奔波參加比賽的陳爸爸感到好窩心，出生時令

父母憂心未來的聽障孩子，如今展現十足的生

命力，成為父母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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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教養院

　花蓮黎明教養院在2010年12月成立曼波

班，由專業老師帶領著智能障礙且伴隨肢體

或聽力障礙的院生每天進行二小時的音樂及

舞蹈學習。剛開班時，每位院生都像陀螺一

樣，轉來轉去毫無方向感，前後左右上下無

法分辨，指令、節奏和肢體的部位也無法理

解；如今，不但每個院生的肢體動作進步

了，更明顯的改變是情緒變得穩定，笑容常

常出現在他們臉上，每個人也更有自信了。 

　智能障礙的院生雖然學習速度慢一些，但

他們學習時所展現的毅力是成功的關鍵，一

次又一次的重覆練習，沒有人喊累、不會

有人抱怨，就是照著老師的引導，努力再努

力，院生們還會主動互相幫忙。這次參賽表

演的〈如鷹展翅上騰〉走位多，記得住的院

生會牽著記性不好的同學走位，也會大方的

當小老師讓其它同學跟著做動作，這可是大

家團隊精神的展現呢！

　現在這群曼波班的院生常有機會參加公益

演出，帶著笑容走入人群、散發他們的魅

力，展現如同老鷹昂首高飛的自信，激勵永

不放棄的自己、家人和朋友。

林靖嵐聽障舞蹈團

　因為隔代遺傳自幼就有聽覺障礙的林靖

嵐，幼稚園時因為老師說她節奏感不錯，在

媽媽的安排下參加團體班學舞，上課時有時

老師說話速度快，詢問同儕卻無法得到友善

的協助，導致開始對自己沒自信，不敢接觸

也不喜歡跳舞；直到考上大學，學長姐熱心

的邀請林靖嵐加入啦啦隊，讓她對舞蹈重拾

信心，也開始嘗試參加身心障礙比賽。獨自

一個人跳舞，需要請朋友幫忙聽音樂跟舞蹈

有沒有對上拍子，常常對不上節拍感覺很挫

折，後來發現腳底板可以感覺到拍子傳遞到

木板的震動，掌握了方法才克服了障礙。

　基於自己的成長經驗，林靖嵐在2009年創

立了舞蹈團，提供聽障朋友學舞以及站上舞

台的機會，許多團員對自己沒有信心，加上

練拉筋等基本功的辛苦，有人會想打退堂

鼓，但舞團中大家互相激勵，而團體上台演

出不但提升了大家自信，台下觀眾熱情的回

應讓大家更能夠體會到舞蹈的樂趣。

　林靖嵐告訴團員們：「我們要讓全世界知

道，就算聽不見也有熱愛舞蹈的權利，也能

有超於常人的演出水準，我們要從肢體表達

的過程中，讓人真正打從心底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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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心輪轉】
梁春錦、蘇俊源

　「跳舞是我從小的夢想，對我來說那不只

是運動，心裡就是想做到最好，要可以上台

發光！」三歲前的梁春錦跟著阿公串門子，

聽到留聲機播放出的音樂就會隨著扭扭跳

跳，逗得老人家笑呵呵，罹患小兒麻痺後，

看著電視上著舞衣輕盈起舞的女孩們，心中

嚮往卻覺得那是一輩子不可能實現的夢想。

　2005年春錦罹癌治癒後，醫生建議要多運

動，剛巧看見報上報導身障者舞團在招考團

員，梁春錦沒有遲疑馬上報名，同樣因小兒

麻痺不良於行的先生蘇俊源，疼愛妻子亦

一起加入，從此展開夫妻倆雙人輪椅舞的世

界。跳舞用的輪椅少了椅背的支撐，為了練

成「翹孤輪」的動作，一個不小心後仰就是

跌的眼冒金星，一次又一次練習了近半年，

終於能駕馭輪椅控制自如。習舞七年來，夫

妻倆也經常參與公益演出，與觀眾互動中引

發的感動，激勵梁春錦要持續分享所能，以

感恩心回報人生路上伸出援手的貴人們。

　 「輪椅舞帶給我們自信、陽光與希望」，

梁春錦、蘇俊源夫妻倆「齊心輪轉」勇敢

追夢，從輪椅舞中激發生命的韌性與無限潛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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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中情人】
王蜀蕎、陳濂僑

　王蜀蕎，9歲時左手被絞肉機絞碎後，將

近20年因為外界的好奇眼光，畏縮、沒有自

信的度過口袋歲月，30歲因為復健接觸舞

蹈，與一群身障朋友互相鼓勵、克服心理障

礙，從此不但激發出表演的潛能，更在舞蹈

藝術中找到自我的目標。現在王蜀蕎將自己

在服裝設計方面的專業運用在舞蹈服飾上，

一年前也接觸台北監獄心靈輔導師的工作，

用自己的人生經歷陪伴受刑人找到生命中的

陽光。

　陳濂僑，3歲時因發燒導致聽力受損，從

此不能像一般人說話，而以手語溝通，用眼

睛看盡繁華世界，學生時代參加過民族舞、

現代舞、人體攝影機、手語劇、默劇等等，

聽覺的障礙造成他視覺感受更加敏銳，能夠

以生動的臉部表情和肢體動作來傳達內心的

聲音。陳濂僑有豐富的主持及表演經驗，主

持公視「聽聽看」節目16年，二次獲得金鐘

獎最佳文教資訊節目主持人的殊榮。

　在演出中結識的兩人，這次參賽將默劇的

橋段結合探戈國標舞做創意的呈現，陳濂僑

引領王蜀蕎進入默劇表演的世界、而王蜀蕎

以唇形和手指的按壓傳達陳濂僑聽不見的音

樂節奏，期待帶給觀眾耳目一新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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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音舞孃】
楊晶婷、蔡佩蓉、謝宜玲

　因為無法聽見完整的聲音，以「半音舞

孃」做為我們的代名詞。自幼因發燒、醫療

落後及不明原因導致聽力損失，家人自責之

餘找遍各類醫院求秘方，積極陪讀語言訓練

發聲，只求我們生活與聽人無異。成長過程

中因聽障封閉了自己，產生內向自卑個性，

不敢與人接觸交談，甚至因此被同學欺負、

嘲笑，躲在自己的圈圈裡。

　兩年前我們在舞團中相識，練舞時最困難

的是抓音樂節拍，因為聽不清楚，各有各的

節奏，舞步參差不齊，需透過旁人打拍子及

腳踩地板震動，在心中默數拍子，反覆不斷

練習，來達到整齊劃一。透過舞蹈及表演的

洗滌，讓我們看見不一樣的自己，也逐漸放

開心胸，也越來越快樂，對於在人群中展現

自我，不再感到害怕。

　楊晶婷說：「跳舞，是會讓自己快樂的

事。表演，是會讓觀眾歡樂的事。」佩蓉

說：「不要只嫉妒別人所擁有，要讓他人嫉

妒自己。」宜玲說：「人生就是不斷的挑

戰，不要被障礙侷限了自己。」 生命不需要

被侷限，只要有心任何事都會被實現，我們

要以自己的力量回饋社會，為殘缺生命追求

更有意義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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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濃濃

　沒有警覺到易喘、易累症狀背後的原因，

直到一場舞蹈比賽中呼吸困難而昏倒，16歲

時林濃濃被診斷出「右心室纖維化」，剛開

始植入心律調節器，但普通人可以三年換一

次電池，活動量大的林濃濃一年就要換一

次，因為熱愛舞蹈，縱然醫生表示手術的成

功機率只有10%，衝著醫生說切除右心室可

以跳舞，她毅然同意面對未來有只有二分之

一個心臟的挑戰。

　術後體力不大如前，林濃濃回憶起當時的

狀況：「連呼吸都會痛、下床走個三步就會

氣喘噓噓。」。她靠著意志力忍痛復健，

終於克服身體上的障礙重新站上舞台。從小

習舞至今，舞蹈對林濃濃來說已經是生活上

不可缺少的一環，跳舞可以疏壓，也是轉換

心情、整理思緒的神奇按鈕，雖然術後曾經

嘗試轉換慢跑、游泳等運動，「但跳舞這運

動就是有一種特別的質感，讓我沒辦法放

棄。」

　歷經死亡邊緣的女孩更能體會到生命的可

貴，樂於從事志工，暑假時跟著醫療團隊去

柬埔寨投入牙醫義診，不具醫事專業背景

的林濃濃負責教小朋友刷牙；未來希望以舞

蹈為媒介，發揮感染力讓更多人懂得珍惜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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