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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明不失志：
以一顆感恩的心回饋社會

嘉俊患有嚴重的先天性青光眼，雖接受過多
次的眼角膜移植手術，但最終都是以失敗收場。
具體什麼時候開始完全失明他已經記不清了，只
記得腦海裡僅剩下少許的顏色和景象，那是世界
留給他的最後印象。正因為看不見東西，使他對
任何東西都有強烈的好奇心，這也是他上大學選
擇修讀 「心理學」的原因之一，對人性、行為充
滿好奇。

而強大的好奇心也使嘉俊從小變得好學，樂
觀的性格讓他無論遇到困難和障礙，都勇於面
對，並一一克服。最重要還是家人的支持和政
府、學校的支援。嘉俊表示，舊時澳門的殘障人
士會被統一安排到特殊學校上課，但其實他們除
了肢體或部分器官缺陷以外，智力是完全沒有問
題，因此，特殊學校的課程根本不適合他們。

他不僅是一個盲人，更是一個活潑好動、樂
觀積極、熱愛生活的年輕人。

過去十多年，在社會的關愛下，嘉俊成功走
出視障人士的困境，成為社會活躍的一分子。四
年前報讀心理科的他，希望畢了業能從事輔導工
作，如今理想終實現。嘉俊由一開始只是參加
「盲人重返中心」的活動，受到中心主任梁雪梅

的賞識和帶領下，現在已成為中心的工作人員之
一，為有需要的視障人士提供服務和協助，為後
天失明的人士提供心理輔導，樂觀的嘉俊總能感
染他們，讓他們慢慢適應突如其來的改變。嘉俊
也很受中心老一輩失明人士的喜愛，為他們帶來
許多歡樂。

成功背後：有關愛的天空不寂寞
嘉俊平時看起來與時下年輕人無異，除了那

緊閉的雙眼。他不僅能夠熟悉地操作着時下最流
行的智能手機，還能捧着結他彈唱自如，走起路
來健步如飛、敲起鍵盤聲如雨下，這樣的他又怎
能讓人相信他原來是失明的！就是這樣，他總讓
關注到他的人不自覺地投以讚嘆的目光，欣賞他
不懈努力地為夢想而前進，從小學到大學，從服
務機構的受惠者到服務他人的策劃者，成功地實
現一個又一個目標。

當面對所有人的表揚和掌聲時，嘉俊卻拋下

這樣一句話： 「不是我有多成功，而是他們成
功了。」嘉俊知道，自己能夠走到今天，除了
自身的努力，身邊的人一直為他默默地貢獻
着，才讓他可以和普通人一樣上學，成為澳門
第一位盲人大學生；讓他畢業後可以在 「盲人
重建中心」擔任導師和輔導員，幫助其他有困
難的視障人士重建信心和能力，鼓勵和協助他
們重返社會、融入社會。與其說這是兌現他四
年前對社會許下的承諾，倒不如說是社會再一
次給予機會讓他吸取更多經驗，進一步完整他
的人生。

自幼失明的嘉俊有幸在明愛的協助下由小
學開始入讀庇道學校，與健全學生一同上課，
對於很多人來說，讀書是一件很基本和簡單的
事，但嘉俊則就要克服許多問題，他既無法
「看書」也不能 「寫字」，談何學習？於是，

學校專門聘請一名全職支援教師，負責將課
文、作業及考卷等翻譯成點字，並把他的點字
作業及考卷翻譯成文字供科任教師批閱。教師

亦會安排同學在課後為嘉俊提供閱讀協助。學校
則向政府申請資助，為嘉俊添置電腦發聲軟體等
輔助工具。有了這個工具，嘉俊就可以透過電腦
和網路，接觸更多事物，網上與人聊天，建立自
己的社交圈子，也因此認識不少同是視障的朋
友，互相鼓勵和交流學習心得與方法。

中學畢業後嘉俊成功考取大學並獲澳門聖若
瑟大學錄取，學校也請來學生將課本掃描致電

腦，讓嘉俊能夠透過發聲軟體閱讀。嘉俊說，上
大學前也曾擔心過能否適應，幸得學校、老師以
及同學的支持和協助，解決許多硬體上所引起的
障礙。不過，畢竟大學與中、小學的教學和學習
模式都有很大的不同，更講求的是自主、自由、
獨立、自覺、多角度、多思維的學習方式，要克
服的最大困難當是在完成小組報告前需獨自收集
大量資料。

輔助儀器：
嘉俊生命裡的一雙 「眼睛」
要融入社會首先是願意 「走出來」，可是當

突破心理關口時，卻常常無耐於街口那座紅綠燈
不知道何時才可通過、聽得出巴士到站但看不出
是哪條路線的巴士、按了要停的樓層卻不知電梯
停在哪一層……這便是嘉俊每日出行需面對的實
際問題。

嘉俊坦言，弱勢人士普遍存在自卑心態，如
遇困難有時未必願意向他人求助，往往盡可能地
避開以防為他人造成不必要的麻煩。要知道，其
實求助也是體現和諧和共融的一種表現，敢於求

助就等於向社會邁進一大步。不過，有時真的遇
着附近沒其他人在場，就真的是 「叫天不應，叫
地不靈」。

沒錯，他們欠缺的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提示而
已。在資訊科技發達的現今時代，一些專為視障
人士而設計的輔助儀器，如水滿警報器、發聲血
壓計、發聲尺、顏色辨別器、點讀筆、發聲電腦
及手機軟體等，對他們的日常生活、社交帶來很
大的方便。然而這一個個的儀器也意味着一筆筆
的開支，對於無法投身社會工作的視障人士而言
未必負擔得起。

盲人的呼喚：
冀政府加強、加快無障礙設施建設

隨着社會文明的進步，近年越來越多人關注
弱勢社群，但對視障人士的設施和支援仍然非常
欠缺，以致仍有大批視障人士難以走出社區、融
入社會。政府近年也已開始着手無障礙設施的建
設和改善，但嘉俊認為，當局在無障礙設施建設
仍有不足且開展速度較慢。作為一個無障礙設施
使用者，他希望政府在建設引路徑系統時不要只
側重北區，應逐步開展中區、南區的引路徑系
統，以方便視障人士前往；交通方面，希望政府
引入 「引路人系統」，如在巴士安裝感應器，讓
他們能輕易辨別來車的路線；逐步在舊有大廈安
裝樓層提示器等，這均有助視障人士安全、放心
出行。

除了設施的不足，服務視障人士的專業人士
亦相當欠缺，原因是比起服務長者、智障人士、
肢體殘障人士、失聰人士，視障人士的服務者需
學習更多的技能，難度較高、所需時間較長。因
此，嘉俊希望政府能投放更多資源，培養更多相
關人才，以協助視障人士更好地融入社會，從而
貢獻社會。

打造無障礙城市，
讓更多的嘉俊們活得有尊嚴

據仁慈堂盲人重建中心主任梁雪梅介紹，該
中心位於澳門逸園賽狗場側，自1960年10月12日
開始正式運作，在這半個多世紀的歷程中，積極
關懷和協助有嚴重視障的人士融入社會，過正常
的生活。中心初時為學員舉辦多樣化的職業訓
練，如編織毛線、藤和柳條等，開發會員的謀生
能力，協助視障人士融入社會。由於當時澳門製
造業興旺，中心為會員承接各種訂單，讓他們能
夠有收入，解決生活問題。

隨着製造業的式微，中心於十年前開始轉
型，由就業工廠逐漸轉型為康樂活動場所，提供
各種職業技術培訓、電腦培訓從而增加會員的自
信心的同時，增設康樂設施舉辦各類康樂活動、
興趣班，以豐富會員的生活。最後還是期望政府
能切身為視障人士設想，為他們提供一個無障礙
的城市。

和諧並不是一百個人講同一句話，和諧更不
是只允許能者居之而弱者退之，而事實上他們並
不是弱者，只是城市欠他們一個無障礙的生活環
境，阻礙了他們自立自主的能力和動力；社會欠
他們一句肯定、一個機會，剝奪了他們追隨夢想
的權利和勇氣。只要我們做多一小步，他們就能
跨出一大步。

梁嘉俊，一個普普通通的名字，一個平平凡凡的年輕人，卻因為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以頑強的毅力完成梁嘉俊，一個普普通通的名字，一個平平凡凡的年輕人，卻因為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以頑強的毅力完成
學士學位，而變得不平凡。學士學位，而變得不平凡。

在梁嘉俊二十年的青春歲月中，他是帶着超乎常人的毅力和勇氣，踏上了這條艱苦的求學之路；他更是在梁嘉俊二十年的青春歲月中，他是帶着超乎常人的毅力和勇氣，踏上了這條艱苦的求學之路；他更是
背負着許多人的期望與夢想，在無助和自卑的牆土上成功劃開一道口，透出了黎明的光芒和燦爛的希望。背負着許多人的期望與夢想，在無助和自卑的牆土上成功劃開一道口，透出了黎明的光芒和燦爛的希望。

記者：丁曉萍記者：丁曉萍

嘉俊（左）與梁雪梅，正積極為視障人士爭取權益嘉俊（左）與梁雪梅，正積極為視障人士爭取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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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慈堂盲人重建中心服務社會超過五十年仁慈堂盲人重建中心服務社會超過五十年

各種輔助儀器為視障人士帶來生活上的方便各種輔助儀器為視障人士帶來生活上的方便

中心獲機構贊助裝有發聲軟體的電腦設備，為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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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人士提供電腦知識培訓
障人士提供電腦知識培訓

視障人士示範點字，引起社會人士對他們的關注視障人士示範點字，引起社會人士對他們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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