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摘要： 

• 協會會務報告 

這篇詳細記錄了樂團在 10至 12月期間的各項表演活動及協會近期的工作情況。重點包括：

樂團在各地的表演邀約、身障中心的活動籌辦、重建及聯勸社工的服務方案執行情形、身障

發展中心的業務推廣及評鑑準備、家庭關懷訪視服務的服務量統計等。 

 

• 科技之光：三款為視障者設計的輔助識別神器 

本文由黃靖騰所寫，詳細介紹了三款為視障者量身打造的創新應用程式：Be My Eyes、

Sullivan+和 Envision AI，描述它們如何透過視訊連線志願者、集合 AI辨識技術、提供文字識

別和物件解析等功能，成為視障者在日常生活中獲取視覺資訊、重拾獨立自主能力的貼心好



夥伴。 

 

• 聖賀德佳自然體驗之旅 

本篇由黃靖騰所寫，介紹參加聖賀德佳全人發展協會的一日自然療癒之旅。文中生動描述戶

外領略大自然的活動環節，像是與古樹對話、聆聽林間樂章等；室內則有製作香草枕、音缽

放鬆、花精精油按摩的身心靈療癒體驗。作者雖因聽障無法完整獲取語言資訊，但仍能透過

其他感官融入活動，並感受到主辦單位貼心用心地安排和志工夥伴們的熱情協助。 

 

• 指尖的力量 

本篇由黃靖騰所寫，描述作者從小視障、更後來失聰的經歷，以及如何在視障圈結緣，互相

扶持、發揮所長。視障朋友需要視力較佳者協助文字校對，而作者則依賴他們用「指背語」

翻譯周遭語言。雙方在彼此的協助下，一起突破障礙，展現「指尖的力量」超越肉體局限。

作者藉此分享視障者的生活體驗，呼籲社會重視這個族群的需求。 

 

 

 

協會會務報告 



總幹事： 

1. 樂團在 10月 15日桃園新路社區 2位樂手受邀表演。 

2. 樂團苗栗地檢署 10月 18日 2位樂手受邀表演。 

3. 在 10月 19日參加全國身障運動籌備會。 

4. 樂團在 10月 21日台南大學四位樂手受邀表演。 

5. 在 10月 26日辦理台北萬華遊民參訪聯繫會議。 

6. 協助身障中心 10月 28日園遊會活動。 

7. 在 11月 2日及 3日協助客家電視台拍攝。 

8. 參與 11月 8日社團聯繫會議。 

9. 11月 16日辦理身障日表揚活動，協會身障代表吳貴鈞先生，家庭照顧者林秀戀女士，同時頒社團考評甲等

獎盃，地點在千禧餐廳。 

10. 11月 17日協助三位按摩師中正路渣打銀行按摩活動。 

11. 11月 21日至 23日協助四位按摩師在中磊電子按摩抒壓活動。 

12. 11月 2日身障中心年度評鑑會議。 

13. 12月 7日協助十位按摩師至京元電子面試。 

14. 12月 10日帶領 20位按摩師參與竹南中興商工寒冬送暖按摩活動。 

15. 12月 12日苗栗地檢署受邀表演。 

16. 12月 18日至 20日三天協助三位按摩師在新竹鉅微管理公司按摩抒壓活動。 

17. 12月 26日協助會員參與冠君建設愛心尾牙籌備會。 

重建社工 自 112年 1月 1日至 12月 12日為止： 

• 生活重建服務方案共服務 28人，111年度接續服務個案共 11人，112年新開案共 17人。 

• 定向行動訓練→目前已提供 10位定向行動訓練。 



• 生活自理能力訓練→目前已提供 4位生活自理能力訓練。 

• 資訊與文書能力訓練→目前已提供 6位盲用電腦訓練。 

• 功能性視覺評估及視光學評估→目前已提供 6位視光學評估。 

• 輔具評估→目前已提供 6位輔具評估。 

• 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目前已提供 6位 14次。 

• 成長團體課→已於 2/17(五)、2/24(五)辦理完成。 

• 技藝、體能及休閒服務活動→預計於 10/30(一)東螺溪休閒農場、台灣榖堡辦理。 

• 宣導活動→目前辦理 5場次 430人次。 

◦ 1/15 (日) 苗栗市北苗市場二樓活動中心。(定向宣導) 

◦ 3/20 (一) 苗栗縣身心障礙發展中心 2樓會議室。(定向宣導) 

◦ 8/12 (六) 銅鑼鄉臺灣客家文化館。(設攤) 

◦ 8/19 (六) 頭份市尚順廣場。(設攤) 

◦ 9/02 (六) 通霄鎮臺鹽通霄精鹽廠。(設攤) 

聯勸社工： 

• 優勢觀點團體課程﹕7/7, 7/14, 7/21三天六堂課全部完成。 

• 保齡球 2-4月在豐原保齡球館、健身房活動在 6-8月健身房訓練。 

• 各歷經 10次已經辦理完畢。8月參加彰化保齡球比賽，女子組獲得比賽冠軍及第四名獲得佳績。 

• 宅在家動起來服務 5案，在 3-6月服務，一周二次執行完畢。共執行 60次。 

• 113年聯勸計畫在 9月 30日已經提出申請：新年度有新增皮膚保養與彩妝造型研習，提高學員自信心，養成

美姿美儀美好體態。 

身障發展中心: 

• 中心中型活動 10月 28日於玉華里活動中心辦理社福傳愛~業務宣導暨愛心園遊會活動。 



• 112年 9~10經費核銷資料已函文陳送府核銷，經費已於 12月 1日撥款。 

• 在 112年度 1月 1日至 12月 11日福利諮詢 209件，申訴 1件。 

• 身發中心小型活動預計 12月 14日於中心大廳辦理 112年度身心障礙「聖誕裝扮我最 show」福利宣導活

動。 

• 志工會議第三次於 9月 22日召開並辦理志工在職訓練，第四次將於 12月 22日召開。 

• 中心內部、外部下半年度滿意度問券預計 113年初辦理。 

• 中心評鑑於 11月 2日辦理完成，評鑑審查建議事項改善措施亦於 12月 5日報縣府備查。 

• 第 76期季刊縣府已審查通過近期將出刊。 

• 於 11月 3日育達科技大學到中心參訪；11月 17日竹南大同竹南大同高級中學國中部到輔具中心參訪；11

月 29日竹南愛心協會到 851工坊參訪；12月 5日、12月 6日仁德醫護專科學校到中心參訪。 

• 在 12月 6日辦理苗栗縣身心障礙發展中心 112年度志願服務活動。 

家庭關懷訪視: 

• 自 112年 1月 1日至 11月 30日為止，家庭關懷訪視服務方案共服務 104人，111年度接續服務個案共 12

人，112年新開案共 92人。 

• 內部團體督導會議每月召開；9月 27日、10月 27日、11月 24日召開；12月份將於 12月 29日下午召開。 

• 需求評估服務量:完成需求評估分流一 3924案，分流二輔具 2352案、分流二居家 479案，分流三 545案。 

• 113年度身心障礙者家庭關懷訪視服務將更名為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服務，預計於 12月 19日參與縣府評選

會議。 

 

 

 



科技之光：三款為視障者設計的輔助識別神器 

文／黃靖騰，自由創作者 

科技的飛速發展為世界帶來許多美好改變，它正以嶄新的面貌照亮視障族群，有了更多認知世界的方式，為生活注

入新的希望。最近我發現幾款實用的手機應用程式，它們就像溫暖的陽光，為黑暗中探索的我們指引出一條光明大

道。 

志願的雙眼: Be My Eyes 

視障朋友總會在生活中遇到一些看似微不足道，卻又束手無策的狀況。也許是桌上一份單據的字跡看不清楚，又或

者挑選新衣服時對顏色感到疑惑，這些在一般人眼中可能是小事一樁，但對視障朋友而言卻是困難重重。 

幸虧現在有 Be My Eyes 這款應用，省去了許多為難的時刻。Be My Eyes 的運作模式非常簡單有趣，它透過視訊連

線，讓我們能夠實時「借用」他人的視力，為生活增添一道光明的風景線。當你遭遇視覺上的困惑時，只需在手機

上啟動 Be My Eyes，便能隨時發起視訊請求，召喚遍布全球的一群熱心志願者出來支援。他們會透過你的手機鏡頭

視角，目睹你此刻的環境樣貌，然後為你提供實用可行的建議與幫助。無論是辨識路標上的字樣，還是挑選襯衫與

長褲的搭配，只要發出請求，就能獲得即時的雙眼視覺支援，實在是解決視障生活中大大小小疑難的絕佳之選。 

最讓人驚豔的是，Be My Eyes 團隊最近還添加了一項名為「Be My AI」的全新人工智慧服務。有了這項功能，當你

啟動視訊請求後，除了能獲得真人志願者的熱心支持，也能同時獲得透過 OpenAI 的 GPT-4 技術，為你所在的現場

進行影像分析與詳細描述。機器與人性的完美結合，令這款應用不僅擁有更強大的辨識能力，也更貼心體恤人性需

求，使用體驗大為提升。 



這款應用不僅展現了科技為視障族群賦能的無限可能，也提醒著我們，只要世人肯付出一點溫暖的關懷，就必能為

黑暗點亮一線光明的希望。或許志願者只是簡單回答一個疑問，但對我們而言，卻彷彿是打開了通向光明的大門，

令生活不再籠罩在迷霧之中。 

蘋果手機 app下載：https://apps.apple.com/app/id905177575 

智能眼鏡: Sullivan+ 

除了 Be My Eyes 外，Sullivan+ 也是視障朋友另一位好夥伴。這款功能強大的智能視覺應用，其實是專門為視障和

低視力者所設計，集合了多項人工智慧辨識技術，旨在為我們解讀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打開手機鏡頭對準任何物件，Sullivan+ 就能自動為你識別文字、解說物品、分辨顏色，甚至檢測周遭光線的明暗程

度。生活瑣事雜務，這位智能管家通通不在話下，總能給予妥善明智的回覆。 

還記得有一次，我為了購買新衣感到十分苦惱。鏡頭對著一件 T 恤，Sullivan+ 卻說那是深藍色的；我又把鏡頭移向

另一件短褲，它則回答那是條淺灰色的褲子。就這樣徘徊反覆，最終我終於挑選出一套相稱的服飾，徹底拋卻了對

顏色的疑惑。要是沒有 Sullivan+ 當雙眼，我恐怕要在店裡困惑很久才下定決心吧！ 

除了像位時尚顧問般協助購物外，Sullivan+ 在生活的許多方面都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譬如碰到一份印有細小字

體的合約文件，只要掃描便能將文字自動讀出。或者是在返家的路上，看不清楚一間店家的營業時間，Sullivan+ 就

能為我識別那行小字，省去不少疑惑。 

使用 Sullivan+ 就像請了一位智能且賢明的管家時刻陪伴在側，雖然有時可能會受限於設備功能或隱私疑慮，卻總能

為生活增添源源不絕的光明。這款應用操作簡單、反應迅速，即時滿足我們的視覺需求，大大提升 了獨立自理的能

力，怎麼看都是視障者生活中的得力幫手。相信未來隨著科技演進，Sullivan+定能化解現有的缺陷，為更多視障朋

友打造嶄新的視野體驗。 

https://apps.apple.com/app/id905177575


蘋果手機 app下載：https://apps.apple.com/app/id1475001234 

語言之眼: Envision AI 

世界是透過文字與圖像進行溝通的，也因此成了視障族群心中的一大絆腳石。幸好有了 Envision AI 這款集文字辨

識、場景解析於一身的神器，就能一鍵拂去心中的重重迷霧。 

Envision AI 擁有超乎尋常的文字辨識能力，它能掃描單頁或整本書籍的內容，且能讀出 60多種語言的文字內容，

無論是印刷體還是手寫體都難不倒它。有了這項神級掃描能力，我們在閱讀書信文件時就能如虎添翼，不再被文字

隔閡於生活之外。 

Envision AI 的力量遠不止於此。它不單單是個視障朋友的「電子眼」，更是生活中的智能助理。只要鏡頭一開，它

就能準確描述攝像頭捕捉到的景象與物件，逐一解說畫面中的種種元素，提醒你前方是什麼人事物。除了場景描

述，Envision AI 還有一項人臉識別的神奇功能。只要將鏡頭對準照片，它就能告知你畫面中有哪些人，甚至判斷出

他們的大概年齡和性別。 

我們只需輕輕啟動 Envision AI，便能獲得無數實用的視覺資訊反饋。有它相伴，再也不需為琳瑯滿目的街景而感到

陌生、再也不必為文書資料而感到無助。當然，這項強大的功能也存在著一些潛在缺陷。它對硬體設備的要求很

高，不是所有手機都能發揮最佳性能；同時在數據隱私保護方面，也需要更多的監管與約束。但我相信，隨著技術

日新月異，這些瑕疵定能逐一被化解。 

蘋果手機 app下載：https://apps.apple.com/app/id1268632314 

回顧這三款輔助應用的優點和侷限，我們不難發現每一款都展現出獨特的魅力和不足之處。Be My Eyes 更擅長解決

臨時燃眉之急，透過視訊連線，讓我們能獲得實時的人工協助支援。Sullivan+ 則是全方位的多功能應用，AI 技術讓

https://apps.apple.com/app/id1475001234
https://apps.apple.com/app/id1268632314


它能滿足多種日常生活需求，猶如一位智慧管家。至於 Envision AI，它的文字辨識與物件解析無人能及，擁有強大

的智能電子眼力量，成為視障者走向光明的引路者。 

三款應用沒有絕對的高下之分，而是各自發揮獨門絕技，彌補不同需求。或許在某些場合下，Be My Eyes 的人性關

懷更貼心體恤；或許在某些時刻，Sullivan+ 的多重反饋更勝一籌；而在許多情境，Envision AI 的高階且快速的影像

辨識又能無往不利。 

無論如何，我們都要為這三大視障科技之光感到欣喜，因為它們共同開創了通往光明的嶄新大道。有了這些應用陪

伴在側，視障者定能離開幽暗的世界，重新看見人生的無限可能。 

 

 

 

聖賀德佳自然體驗之旅 

文／黃靖騰，自由創作者 

序言 

「如何讓你遇見我，在我最美麗的時刻。為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祂讓我們結一段塵緣……」立筠老師輕

輕唸著。如此熟悉的詩句，不禁讓我想到席慕容那首〈一棵開花的樹〉。沒錯，但我只記得最後一點都不浪漫的結



局，於是接口便對一旁正打指背語翻譯的禹豪說：「而當你終於無視地走過，在你身後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

不是花瓣，那是我……脆弱的玻璃心。」 

參加活動 

9月 21日週四，第一次參加聖賀德佳全人發展協會的活動，聽說協會致力於推動身心靈發展的健康、結合各種療癒

方式。一聽朋友分享活動資訊，我就迫不及待地報名了。 

一早到淡水捷運站集合，坐上志工的接駁車，向著距離不遠的本篤修道院而去。這裡環境清幽，靠近郊區。 

大自然的擁抱 

活動開始後，立筠老師帶著大家走到戶外，請每個人蒙上眼睛，用其他感官去領略大自然的風情。然後將大家一個

個領到兩人合抱的大樹下，「可以想像這棵樹是你的好朋友，已經在這裡等了你很久很久。現在你可以跟他說說

話、或抱抱他。」我好奇地問了一句：「這棵樹真的有五百年了嗎？」立筠老師笑笑說，「這邊的只有五、六十

年，說不定到海拔很高的山上，就會找到為你等待五百年的那顆樹喔。」好啦，有機會倒可以去找找看，但即使這

個「他」只等了我一甲子，其實也很感動了。 



 

隨著立筠老師步入綠蔭深處，我們在與自然的對話中尋覓內心的平靜 

樹下的對話 

陽光下，「他」慎重地開滿了濃密的葉子，為我們撐起沿途休息的地方。我在大樹底下坐著乘涼，一邊對著「他」

上下其手，一邊說著：「這麼熱的天氣，可以在你下面喘口氣真好啊。」一陣風吹過，枝葉沙沙作響，「他」開心

地笑了起來。 



「下次有空再來看看你喔。」輕輕擁抱「他」一下，揮了揮手。雖然不知道以後會不會再來，又能不能找到「他」

所在的方位，但我想只要願意接近大自然，感覺我們總會再相遇，即使不是同一個地方。至於我偷偷和「他」說了

些什麼，相信「他」會保密的，不要像人類一樣八卦，傳遍整個自然界啊。 

自然的交響樂 

閉上雙眼，大夥兒停止喧鬧，靜心聽聽自然界演奏的樂章。一種、兩種、三種……好幾樣樂器加入進來，風的輕

吟、青蛙蟋蟀的唧唧聲、鳥語不時的啾咪啾咪，一起奏出優美的山林之歌。不似人聲鼎沸、沒有車水馬龍的吵雜，

那是一種「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的情調。立筠老師說，「其實，大自然很不安靜，當你的心平靜了，就會聽

到更多的聲音，對嗎？」 

共煮共食 

在外面玩了一個上午，感覺有點累了。於是大夥兒回到修道院休息一會，隨即進入下一個我特別期待的環節「共煮

共食」。活動準備的食材非常多樣，以素食為主，幾乎沒肉類，倒是有煎蛋。 

大夥兒分配不同的工作開始忙活起來，有人切水果、有人製作壽司。可以選擇自己擅長的，但需要掌火的任務還是

多由視力好的夥伴操作。 

一個多小時後收工，桌上已經擺滿了二十多道菜色、還有南瓜湯和檸檬仙草蜜可以暢飲，真是超乎想像的豐盛，令

人食指大動啊。 



 

豐盛的素食盛宴，是對大地最深的感恩，也串聯了參與者之間的友誼 

心靈療癒工作坊 

上午是到戶外體驗大自然，下午則偏向室內的靜態活動，在另一位真心老師帶領下，展開身心療癒的工作坊。 

第一部分製作「安心枕」，起初看到行程表上這三個字，以為是讓大家做「枕頭」，然後抱著回家；結果摸到真心

老師發給每個人的小布袋，只有手掌大小，才知道這個「安心枕」是香包。透過香氣達到放鬆、助眠的療效。 

製作方式很簡單，真心老師給每個人三種香草，可以依自己喜好選擇想要的比例裝進小布袋中。這三種香草分別

是：有天然鎮靜劑之稱的「薰衣草」、帶有香甜氣味的「香菫菜」、有著清新薄荷香味的「藥水蘇」。 

我走「中庸」之道，沒有採用什麼特別的「配方」製作，每種香草都抓了一把，混合均勻。完成後，果然散發出一

種獨特的清香。真心老師說，這些香草綜合起來的芳療效果包含鎮靜安神、放鬆心靈、舒緩頭痛、排除壓力和幫助

睡眠，帶回家後，可以放在衣櫥裡或枕頭旁邊。實際的助眠功效如何我也很好奇，有待活動後實驗看看囉。 



 

活動中場休息，大家享用茶點 

音缽療癒 

另一個部分名為「音缽的療癒」。真心老師播放敲擊音缽的聲音，它能產生一種和諧的振動頻率，以「共鳴」的方

式達到身心平衡；一邊也引導我們調整呼吸，進入放空冥想的狀態。 

因聽障的緣故，我對細微的聲音較難察覺，當下比較沒發現音缽的存在，注意力大多放在另一邊，真心老師請大家

將各種花精乳液塗在對應的身體部位上。這些精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治療身體或心理創傷的「伯利恆之星」，可以

擦在眉心、左乳突（心輪）、肚臍、胃後方的脊椎上，據說對「情傷」也有療效呢；另外還有楊柳精油，可以治療

心中有怨氣、玫瑰精油能讓大腦放鬆，保護肝臟。 

這是結合聽覺、觸覺、嗅覺多種感官的身心療法。除了我沒仔細注意到的音缽，那些精油塗抹在皮膚上的清涼感，

仿佛讓毛孔盡情舒展、花精自帶的沁人芳香，一絲絲傳入鼻端，讓我從午後經常疲倦想睡的狀態，獲得神清氣爽的

能量，從而達到一種想睡便能快速入夢、想清醒又能專心致志的神奇境界。哦，少說了一個味覺，真心老師帶來和

大家分享的小麥咖啡也很特別呢。 

活動的回顧與感謝 



這天活動，我的陪同志工是紅虹姐，她第一次接觸我這類視聽雙弱，起初會擔心自己沒做好，但整個過程都能感受

到她非常盡心盡力。 

 

靖騰與志工紅虹姐在淡水本篤教會 

雖然因為無法接收語言的聽障問題，即使全程透過 iPad用語音辨識將聲音轉為文字，資訊獲取量仍然比其他人少了

很多，有一段沒一段；但我覺得有時候不一定要追求非常完整的資訊、完全一樣的參與程度，像這種不只有純粹聽

講座，而是包含更多感官的體驗，沒有聽障方面的專業協助，我還是能樂在其中。同時也發現大家都好友善熱心，

只要發問，旁邊的人就會告訴我他們聽到的資訊，也因此認識了很多朋友。 

聖賀德佳協會的活動十分豐富多元，以致於這篇本來只是想簡單紀錄的體驗文，字數又爆表了。最後還是要感謝主

辦單位規劃這麼精彩的行程、立筠老師和真心老師超用心地帶領大家度過療癒充實的一天、志工和夥伴們也都會互

相幫忙很好相處……下次有機會，一定要再來參加。 

聖賀德佳協會經常舉辦自然體驗活動，也歡迎視障朋友一起參與。如果讀友們感興趣，可透過臉書聯絡作者（靖

騰），點擊這裡訪問靖騰臉書頁面。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473185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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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的力量。圖／abwu 



得此助力，我逆境重生 

我和大多數孩子一樣，在追逐嬉鬧中成長，即便從小雙眼被蒙上了一層輕紗，看出去的世界模糊朦朧，性格卻依然

開朗樂觀。然而，十歲那年，我發現自己慢慢失去對周遭語言的辨識力，耳裡剩下無法解密的雜亂訊號……彷彿置

身混亂失序的空間，在這次的地球探索中迷航。 

時光未曾停留，國中時期坐在教室裡的我，不知道老師講課內容，不知道同學們在討論什麼，沒有聽障相關的協

助，我迷茫無措，也開始質疑上學的意義。 

儘管無法改變成為多障者的事實，我仍想奮力掙脫視聽障帶來的枷鎖。與大多聽障者不同，我看不清手語和唇語，

幸好殘餘視力仍然能讀取大字。 

這時，一位視障巡迴輔導老師出現，同為視障者的他傳承自己的成長經驗，也教會我許多技能，例如使用電腦傳訊

息和外界交流，架設與人群溝通的橋梁；還有盲人所用的「點字」，能以觸覺方式解讀資訊。在他的鼓勵下，我透

過放大輔具閱讀大量書籍，漸漸構築對世界的認知。得此助力，我逆境重生，並默默希望自己有天也能成為助人

者。 



為能得到更多學習資源，高中時我到啟明學校就讀，就此與視障圈結緣。我和視障友人透過一種觸覺溝通神器「指

背語」互動，他們將點字打在我的手指上，便能解讀出由注音、英文或數字組成的神奇訊號。他們常常在各種場合

伸出援手，用指背語翻譯周遭的語言內容，使我能共同參與活動，世界變得不再孤寂；而我還有些許視力，在行動

上也能給予他們引導 ，協助避開周圍的障礙物，並和他們分享我所看見的一切。「我是你的眼，你當我的耳」，這

樣特別的互助情誼，使我們結伴同行，一起探索世界的奧祕。 

幫助他們，就等於幫助自己 

大學依循著對閱讀和文字的興趣，我選擇了中文系，也從此展開創作之旅。 

有天，一位視障友人告訴我，全盲的他們透過語音操作電腦，進行文字編輯，可是碰上「同音異字」（如意義、異

議）就難以區別，因而文章中出現不少錯別字，甚為困擾。於是，仍能依靠視覺閱讀的我，立即自告奮勇幫忙校

稿，讓愛好創作的視障朋友，文章能呈現原本的完美形貌，以及所要傳達的意涵，不再因錯字被誤解。 

此後的幾年，我收到愈來愈多校稿需求，便進一步發展了「幫盲校稿」專案計畫，找志同道合的夥伴加入，擴大服

務，且讓校稿結果不僅僅呈現沒有錯別字的版本，還能提示出現過哪些錯字，讓視障文友有機會提升文字操作力。

在這個過程裡，我們除了累積經驗，也交流創作技巧，一同精進。我一直相信，幫助他們就等於幫助自己，因為藉

由這些文章能讓更多人認識「我們」。 

回想自己參加活動時，總有一位視障友人在旁，以指背語翻譯周遭語言讓我知曉；而我為視障朋友文字校稿，亦是

用手指敲打著鍵盤進行。指尖的力量，儼然超越肉體本身的局限。由於遇見彼此，由於充分發揮自己的能量和特

長，同樣有障礙的我們，從此這條路上，不再徬徨。 

 

——本文摘自《聯合報 - 繽紛版》，連結：https://reading.udn.com/read/story/7049/748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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