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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鐸 

前言 

以前政府未重視視障教育，視盲人是一

種累贅，現今盲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機會，並

能自力更生，為社會上有用之人。 

因盲人眼睛裡看世界都是一片黑幕，連

走路都不方便，怎樣能夠讀書識字？我想每

個人都有如此疑問。自民國七十五年六月二

十四日台北市立圖書館盲人圖書資料中心成

立於大同分館，我有幸參與，經多年來之觀

察與瞭解，才知道點製盲人圖書是三六○行

業以外的又一種奇異的專業工作，這種點字

技術，明眼人如果不是職業上的需要並且經

過長期專業訓練是做不來的；但盲書無處購

買，對盲胞來說是一件大事；可是公共圖書

館又出書有限，其原因在於人力既少又無保

障。因此公共圖書館內應有正式編制的點製

圖書單位，以利點製業務推展，個人卓見，

祈望有關視障教育界的先進有所賜正。 

 

視障教育的宗旨與目的 

視障教育的最高宗旨，是發揮視障者的

智慧與潛能，並爭取及維護其基本人權，故

竭誠希望政府關注其生活之福利，以能達到

其自力更生，殘而不廢之目的。 

現代工業社會，精密機器替代了人工，

一切都要講求專業與效率，才有辦法在競爭

下獲取生存，故各種行業皆講求專才，不具

專門新知的人，則難立足於社會上。譯製盲

胞點字圖書工作，對不是接受過長期專業技

能訓練者言，是無字天書，絕對是個門外漢。

六十九年殘障福利法公布後，政府已開

始重視盲胞的福利，並做了許多改善的措

施，但仍有些盲胞想得到的，則必須求助於

明眼人，例如:點字圖書資料，有賴明眼人的

幫 助 譯 點 ， 技 一 些 為 盲 胞 服 務 的 行 政 工

作……等；否則，無書可讀，是非常淒涼之

事。況且，用於盲人的教育材料亦日漸進步，

點字工具由手打進入電腦點製。點字書籍最

早使用模造紙，因易壓平及受潮，改用塑膠

紙，為配合摸讀不方便的盲胞，更錄製有聲

圖書，充實其精神食糧，提昇文化水準。急

需的知識服務 

蔣經國先生曾說：「特殊教育(含盲人)

的擴大推行，有助於社會教育的普及和社會

就業、社會安全。」憲法指定，國民有接受

教育的權利，盲人也是國民，不能因盲人人

數比例較少，只偏重學校教育，社會再教育

投資就忽視他們，這是不理性的斷層做法，

傷害了盲者再教育的權益，更是未為盲人做

到應盡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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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是人的最根本的權利，對作人處世都

很重要，憲法第一五九條規定「國民受教育之機

會一律平等。」，此種機會當然未排除視覺障礙

的人；此種機會不僅指受學校教育，還包括社會

再教育。因為，每個人的人格權都是一樣的，且

生來都是平等的。所以教育機會也是平等的，不

能因人而異。既然盲胞同樣受憲法直接保障，公

共圖書館是社會教育的主要機構，為何沒有視障

者服務工作人員的編制？只要當局稍稍改變其

觀念，提供視障者與常人相同的求知與休閒的機

會，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市面上出售各類圖書應有盡有；唯無盲人點

字圖書，必須由服務機構一字一字的點製，以本

中心來說，只有約聘僱員三人，每年譯點成冊的

書約四十種左右，數量極少，窮於供應盲胞的需

求，屢次接到盲胞詢問某種書籍之有無，因人手

不足，常令他們失望，除誠摯地向其致歉外，內

心實感愧疚；有時工作人員自動的通知他們想要

借的圖書已經有了，他們非常高興的以道謝來回

饋，工作人員也得到些安慰。儘管這些點字圖書

種類與一般國字圖書數量比較，有如鳳毛麟角，

但對盲人而言，寥勝於無，已是彌足珍貴了。 

現代知識是日新又日日新，讀書求知為人們

日常生活所不可或缺，讀書乃是人生一大樂趣，

可啟迪心智，陶冶性情，變化氣質，堅定愛國心，

實為一種心靈的享受，更要推己及人，嘉惠盲

胞，盲胞雖有求知慾，因眼睛缺陷不能直接閱讀

墨印的圖書，別處又無點字書籍可找，又缺乏休

閒娛樂去處；在精神上既空虛又無聊，對這些喜

愛閱讀之視障者，政府有責任提供點字圖書資

料，充實內涵，使其樂以忘憂，而本中心即正積

極扮演這個角色。 

最有價值的服務景點製圖書資料 

社會上眾多的視覺障礙者缺乏精神食糧， 

他們也有權利要求充分供應。基於此，譯點圖書與

錄製有聲圖書，是給予盲胞最有價值之服務，也是

增進盲胞溫故知新，怡情養性最好的途徑。 

教育是一種無形的投資，也是「愛」的真誠付

出，有了誠摯無私的愛的付出，才能夠得到「心靈」

的回饋。本中心一向抱持以愛心為出發點並不斷努

力與嘗試，以克服工作過程中之種種困難，提昇專

業技能，拓展服務盲界，也願當局本著關懷盲人與

明眼人同的理念下，鼎力貫徹殘障福利法之要旨。

人性是向上的，自古皆然，常人如此，有缺陷的人

更是如此，因為他想要找其他方面來彌補本身的缺

失，期望有不凡的表現而不依賴他人，能自己有所

成就。盲人雖然失去了靈魂之窗，但是渴望擁有一

切知識的心情，卻有如歡迎一位知己益友一樣的迫

切。 

盲人求知慾雖然強，但事實環境卻不能滿足其

需求與慾望，原因是目前國內盲人點字圖書太缺乏

且不普遍，這實在是盲胞求知的一塊絆腳石。 

給他一個新生園地 

法國博愛慈善家豪伊(V. Haiiy)於一七八四年在

巴黎首創世界第一所盲校，奠定視覺障礙兒童教

育，同時他的學生柏萊(Louis Braille)發明了盲人文

字的六點點字法，更加強盲校之教育信心與力量，

使盲人知道「書香」的可貴，也打開了盲界通往光

明與社會之管道。 

一九八一年聯合國宣佈為「國際殘障年」，其

主題為「機會均等」與「全面參與」。其重點在促

進世界每個國家及社會的重建服務和各項支持與協

助，以及保證殘障者在社會上活動均能夠平等參與

受到無差別的境界。民國七十三年十二月政府公布

「特殊教育法」，不但進入全面之推展，在執行上

也有了法則與憑藉，這是國家提昇盲胞文化水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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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不要忽視責任，使盲胞能享受到文明的福祉。表徵，顯示政府重視盲人教育之不遺餘力。不過

權責單位在執行與方法上仍有些偏差，即只著重

學校教育，而忽略社會再教育的重要性。一般人

離開學校進入社會尚可繼續購買自己喜愛看的

圖書，經濟不許可的人，也能到公共圖書館借

閱；對視障者而言，離開學校後好似進入荒漠世

界，文化界唾棄了他們，書商沒有點字圖書出

版，這是何等的不公平。因此，不要只注重明眼

人的知識福利，而棄盲胞知識福利不顧，也應公

平的給盲人一個尋覓樂趣或新生之園地，給他們

二個美化心靈創造智慈的機會，公共圖書館應積

極參與並有責任推展，廣澤盲胞，讓孔子所倡導

口有教無類」的文化道德精神宏揚光大，讓盲人

覺得生活在這個自由社會裡更溫馨更有其情。 

善行與愛 

今人若想結交古人，瞭解古人儒雅風範，品

德修養，豐功偉蹟，就要研讀古典史籍，吟詠古

人的詩辭;想求某種專業知識，只有從其著作裏去

瞭解。盲胞的求知慾也是和明眼人同樣的需求若

渴。然而，盲人需書更為困難，因無盲書可買。

本中心已伸出援手滿足他們小部份慾望，雖然點

製與有聲圖書目前不多，仍可療飢解渴，也是件

「積德善事」。古人云：「積財容易積德難」。

因此，工作人員持以聚精會神之態度，不因旁驚

未善盡本份，抑或訛言諉卸不盡職責。譯點是一

種良心工作，錯與對，外行人全然不知，有心幫

助視障者就是積德，能幫助而不願幫助即是缺

德，積德與缺德只在乎一念之間，「為官好積德」，

這句警語也許是古人的體念，服公職是種正義，

是一種善心，也是一種責任。 

啟明教育是國家教育整體的一環，也早已納

入正規，獲得相當的成效，無可諱言的，市面上

未見點字書籍出售，少數社教單位有心幫助解決

此問題，都還在萌芽階段，點書有限，當然期盼 

政府為保障殘障人的權益，增進殘障者福利，特

別訂頒「殘障福利法」以資照顧殘障者的生活。

該法的頒布，鼓舞了視障者的士氣，激勵其奮起

的意志，產生了他們的信心，該法也是一種愛的

鼓勵與無比的安慰，為幫助盲胞走更遠的路，使

其信心更堅定，人問「愛」得以發揮。 

視障者能夠得到真摯的「愛心」，享受到社

會的溫馨，如果因這些愛心的滋潤，而奮發向上，

將不致成為社會上的累贅，迎接現實生活的挑

戰，導正他們你能我也能的信念。若以無比的耐

心，抱以博愛的精神，慈悲為懷的善心，使盲胞

了解到生活在這個充滿「愛心的社會裡，生命誠

楚可貴。 

責無旁貸 

由民權的伸張，國民權利義務及教育機會均

等，憲法上都有保障，加上特殊教育法及殘障福利

法的實施，視障教育才獲得普遍重視。然而，政府

對盲人自修與休閒圖書資料方面，疏於主導。對愛

的施捨尚令人覺得吝嗇，說與做尚不成比例。誠如

海倫凱勒女士(Helen A. Keller．)所云「最難忍的並

不是眼睛看不見，而是明眼人對盲人的態度。」盲

人與明眼人間之共同性多於不同性，除了視覺的不

便之外，四肢及心身皆健全，意志力堅強，以及智

慧與明眼人無異，追求更高知識領域的權利意願，

卻不能被剝奪，在日常生活上與明眼人有共同的需

要一一衣、食、住、行，育、樂等，不同在於盲人

只是用觸覺感官替代而已。 

蔣經國先生說：「人之所以為人，就是因為人

有靈魂，有了靈魂，就能認識真理。」盲人也是人，

同樣有靈魂，也會辨別是與非，愛與恨，認識真理。

又說「人的心靈活動是永恆不朽，花為什麼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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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艷麗，它不僅是給人們欣賞，而是為了再

生。」盲人同樣能延續其生命，並貢獻自己之長。

眼盲心不盲的人，有活到老學到老的權益，享受

書香的樂趣，政府有責任重視，為滿足其慾望，

在書本中讓其瞭解宇宙萬物的奇妙與古今各種

物換星移的環境變遷……等。每個人都知道，學

識有其本身的價值，對盲人來說其價值更是無

價，日新月異的各種新知識，我們也有責任提供

讓盲胞知道，「秀才不出門，能知天下事」，讓

其享受博覽群書的益處。 

教育具有神奇的力量，公共圖書館若能多提

供些譯點文化資源，讓盲胞充分利用，將能拓展

其生活領域，增廣其見聞，美化其人生，引導看

走向光明大道。 

本中心是台北市立圖書館重要部門之一，全

責來替盲胞點製圖書，對人力編制上卻稍疏於注

重，或許上級對點字圖書工作之特性與實際的困

難及迫切需要增添人員的重要性，沒有實際的瞭

解，較不會肯定其價值，及衡量其特性。 

依殘障福利法第十七條 「各級政府機關，

公立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數在五十人

以上者，進用具有工作能力之殘障人數不得低於

員工總人數百分之二。」依此比例，本申心只有

視障人員一名，尚缺少很多，而且，不在編制之

列，顯屬不合情理，當局有關單位若允准改進調

整，加以增添人員編制，對點製圖書之充實將大

有助益。為盲胞福利看想，實應有正式組織編制

之必要性，方能留住專業人才及根本解決不勝負

荷的點製難題。蔣經國先生說得好「陰溝裡的水

是養不活魚的，垃圾堆上的土是種不得花的。」

 

助人為快樂之本 

任何一個人，只要存有關懷盲人的意願， 

伸出友情的手或給予愛的鼓勵，盲人多少都能夠受

益，如此，不但被幫助的人得到快樂，自己同樣也

有快樂的感受，就是所謂的助人為快樂之本。蔣經

國先生云：「充實個人生命最簡單的方法，最平凡

的工作，就是幫助別人，替他人解決痛苦，而延長

自己生活的價值，就看你幫助別人多少而定。」 

殘障福利法是要盲胞體認到自己是受到重視

的，讓他們活在愛的社會裡，生活無憂無慮，使他

們有餘暇去涉獵群書，也許他們在字裏行間能夠尋

找到心靈鎖鑰或領悟到啟發的奧密，成為社會有貢

獻的人才。如以眾所景仰的美國海倫凱勒(Helen A. 

Keller)來說，其本身既盲又聾又啞，不但不屈服於

命運，在良師蘇利文．馬茜(Anne Sullivan Macy)的

啟迪下，終成偉大的作家和盲教育家，他一生的奮

鬥，不但對視障者具有鼓舞作用，即對一般人也深

具啟示。 

 

  一流的法令要一流的人執行 

服務是「愛心」最好的表徵，本中心為盲胞服

務，就是特別愛心的表現，兩相比較，服務的行為，

遠比愛來得重要和實惠，例如：盲胞打電話需借某

種圖書，工作人員很快將書投郵送到家。 

服務工作要有持久性，這持久始終的精神，必

須要堅忍執看，不能有情緒化，因為情緒的影響，

難免要傷害到服務的品質，為看保持恆久不變的愉

快情緒，唯有給予良好的工作環境，諸如適當職位

的保障，工作與報酬的成正比等；人總是活在希望

中，沒有保障就沒有希望，沒有希望則難振作精

神，那服務的品質也就不難想見!心裡學家說得很切

實際，唯有愉快才能產生力量。 

筆者個人深深感覺到盲人點字工作，即使三兩

人窮其畢生之精力，其績效仍是微乎其微。依個人

在基層中體認所得，有許多窒礙難行之事，得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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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無等職位，以致工作人員心灰意冷、精神萎

靡，喪失自信心，對自己過去誠一服務的價值產

生懷疑，甚至否定用人的真理性與公平性，造成

心理漸漸不平衡，鬆懈工作精神，也減低了工作

的品質，而受害最大的卻是盲胞；因為，工作心

不在焉，譯點內容頻頻錯誤，成效當然不彰，這 

種邏輯，應很容易理解才是，當希望一再的失落

無助，內心十分感傷，先熱心如履薄冰的工作態

度，現灰心如墜入谷底是人之常情。對這種不平

之反應，似應積極設法消弭，以穩定工作人員之

士氣，而讓其能夠繼續發揮其專長與經驗。 

為挽救點字專業人才，因利往後盲人福利業

務之推展，有關當局不可等閒視之，而不思解決

之道。執行殘障福利法不可只是說說而已，付諸

行動才是最重要。例如公共圖書館為什麼不正式

建立點製圖書單位?假若有多年經驗的點字人員

一個個走了，殊為可惜。因為，訓練幾個熟諳點

製圖書人員，需要一年左右約時間與金錢，若以

盲胞目前對求知求新福利要求之殷功，不將工作

人員納入組織，不只對工作人員不公平，對全體

盲胞也是一大傷害，給他們一個正職定位的編

制，才能安撫他們不平的心結，留住他們繼續奉

獻工作，不是兩全其美! 

 

盲人文字簡說    

明眼人不認字及不會寫字，謂之「文盲」；

視覺障礙者不會點字及摸讀，也是「文盲」。點

字是由六個凸點為基本構造，由排列組合的不

同，而產生六四種變化，分別代表國語注音符號，

依照注音符號的順序排列。六凸點的點形變化分

別為:第一個點有七種變化。第二個點有十五種變

化。第三個點有二十種變化。第四個點有十五種

變化。第五個點有六種變化。第六個點只有一種

變化;再以聲母韻母與組合韻符，產生各種點字。

應有的支持與助力，甚至掣肘，真會令人喪氣;有

些人對盲胞服務工作的認識和瞭解，其看法和做法

與實際上有很大的差距，在基本立場上，不但不明

白盲人使用圖書取得的困難；使實際工作者受不到

應有的尊重，似化外之民，得不到應有的保障與定

位，致工作提不起興趣，當難獲得良好的效果反

應，此種感傷與日俱增，甚而轉業轉行。一流的法

令要一流的人執行。實踐殘障福利法不能光是喊口

號，人云亦云，而要「知行合一。」 

要為盲胞留住人才 

殘障福利法過去因條文多且含意不清，業已於

七十九年一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布，對殘障者雖有明

文的保障，而徒有法卻無人認真去執行，對於視障

福利的推展，將心餘力絀，如何落實殘障福利法"，

乃為當前社會行政之主要課題，但真正可以為盲胞

謀福利的單位，卻往往被忽視也乏人聞問，其境況

堪憐！ 

任何行業只要幹了十多年，被肯定是「老字輩」

階級的，一定會受到敬重；本中心工作人員，年資

已達十四、五年，不僅經驗豐富，而且貢獻良多，

並始終在崗位上孜孜不倦，這種專業精神何等可

佩；可是缺乏法定身分，更因乏人重視，紛紛再三

求去，使點書工作瀕臨停頓困境。經多次力勸和安

撫而告平息，不過這並不代表問題已經解決，只是

暫時壓制心中的不滿而留下來，若日後仍未得到合

理照顧，反彈可能更大。 

至今年資十多年專業工作的約僱員與一般初

進用的約僱員領同等的幾個錢，是公平還是合理？

還是有前途保障？這樣能留得住人才？我想大家

一定是會鳴不平的；過去他們希望依行政院規定能

以專業約僱員待遇未獲准；又多次希望納入正式，

以鼓勵其熱忱，結果令人極度失望；但是自七十九

年三月起敢用電腦點字，又未依中華電子計算機從

業人員支薪規定支給待遇，形成「一等服務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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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凸點組合定位不一樣，則顯示文字含義

有別，盲人僅用食指前一節指面約一平方公分

的領域，依觸覺上下左右迅速移動來辨別識

字，但是點字柢是注音符號拼出來的，有音無

法 '見文知義，充滿無字天書形象，不像漢字

有形、音、義三者結構體的特性，有望文生義

之別。但是點字的製作工具有一定的規格，形

體的大小和字裡行間的距離都要按照規定，不

能稍作變動。 

盲人用的文字是根據國語點字法六點二行

三列式圖形排列，以凸起點位有無的不同，顯

示各種不同的字形，與普通印刷文字一樣。 

點字圖書是盲人閱覽的資源，必須由專業

點字人員親手譯點，因點字工具特別，點字技

能特殊，故效率有限，有欲速而不能達的無力

感。 

文字是記載人類事跡的，語言是傳統文化

的延續，語言的傳播為聲調，文字的傳播是用

符號，不同的語言有不同的聲調，不同的文字

有不同的符號，語言賴文字的流傳，文字賴語

言以闡明，相互配合，維繫了人類的文化。盲

人文字是無聲的語言，其功用和有聲的語言相

同。 

點製圖書方法 

點字圖書的譯製不是一般人想像的那麼容

易，以為如同一般文字排版印刷那樣的簡單快

速，基於客觀條件的限制，點製一冊書，有很多

繁複的程序，才能完成分送到盲胞的手中。點製

圖書可分鍵盤(手打)、電腦兩種，茲分別說明如

下： 

一、鍵盤點字 

(一)譯製點字書籍，由一名國語純正明眼人

報讀文字，由另一名和他默契良好的盲人操作鍵

盤點字；或是由一位具有相當水準的語文程度並

經過專業訓練而熟諳點字的明眼人，利用鍵盤點

字機，自己看看文字，直接操作點字，此法最為

理想，可節省人力與時間。每頁用紙可點字四百

個，為固定的規格 

二、電腦點字 

(一) 由一名國語純正的明眼人報讀文字，由

另 一 名 和 他 默 契 良 好 的 盲 人 操 作 電

腦，將文字輸入軟磁片內；或是由一位

具有相當水準的語文程度，並經過專業

訓練而熟諳電點的明眼人利用電腦，自

己看看文字，直接操作電點，將文字輸

入軟磁片內，最為理想和經濟。 

(二) 一塊三點五吋面積軟性磁碟片，可以輸

入六百頁圖書。 

 

三、校正圖 

點字圖書校正工作，必需由盲人擔任，並

要有另一名明眼人與之合作，如發現點字有錯

誤，可配合改正。鍵盤所點之字，必須一張張

的用手觸摸校正；電點則是在電腦內校正。 

校閱改正後，如果是電點的，則由電腦傳

送到印表機，將書頁連續自動印出來，書頁是

一千張連在一起的模造紙，故印表機一次可連

續印出來。 

 

四、熱印及裝訂 

點字書頁是一二0磅(29×28)cm模造紙，有圖

書容易受潮損壞，文字易被壓平，書壞了或是遺

失，必須再重新點製之缺點。如果將點好的書頁

用特製塑膠紙，經過熱印表機印成書頁，再用打

孔裝訂機裝訂成書本，可久而不壞，因塑膠紙書

本不會受潮損壞，文字也不會被壓平，尚可印製

複本書，萬一有書本遺失了也沒有關係，不必再

重新點製，經濟美觀又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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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點字只是一種讀音的紀錄，不像漢字有

形、音、義三者一體的優點，更沒有望文生義之

利，盲人摸讀時，祇能依據前後文義的聯想來辨

別瞭解文句內容，但是中文有許多同字異音，和

同音異字的困擾，尤其是文言文更是難讀，譯點

時每一個字的讀音，絕不能誤讀，倘若國語讀音

不標準，點出來的字一定是注音錯誤，與原文也

就有差別，所產生意義上的不同，就會失之毫

釐，差之千里，甚至全然不同；況且中文、英文、

音樂、理化、數學等各種點字符號截然不同，所

以點字書籍的譯點工作，非有專才專責不能勝

任。 

 

有聲圖書製作的重要性 

公共圖書館是市民知識的鎖鑰，典藏著各種

各類圖書資料，現今知識日新月異，欲取得新知

識，則需要公共圖書館的服務。唯有盲胞無法閱

讀這些圖書資料，祗能利用點製書籍，可是譯點

書成本不但相當高而且出書又慢，至今只有本中

心與國立台灣分館藏有點製的圖書，數量仍然有

限；故宜增加其他媒體方式為盲胞服務。 

近年來由於社會繁榮，國民所得每年快速成

長，立體音響日用品也單是國民生活中的伴侶，

盲胞聽覺力強，我們把各種圖書資料錄製成卡帶

(大家所稱約有聲圖書)，供給盲胞借用，既經濟

又方便，此項工作正在與點製圖書同列並重，是

提供盲胞取得新知識的重要管道 

錄音人員要發音正確，國語標準，口齒清

晰，音調詞句誦讀要抑、揚、頓、挫恰得好處，

句讀要與原著作文義吻合，讀時要徐緩段落分

明，清脆悅耳，盲人聽之心曠神怡，了然有心得，

有如面授的親切感。精讀的，艱深的，文言的，

宜逐句誦讀，並需加強語氣，使聽者容易領悟。

 錄製有聲圖書，要審度書的內容性質，就

所要錄讀之書，事先詳細準備，查明書內不懂

的字詞的正確讀音，有初步的瞭解及概念後，

在難字及讀音認為有疑問的字旁注音，用色筆

在特別語句邊作成記號，誦讀時才不會有錯

誤，平日工作時為查考方便，需在手邊置放實

用詞典，使臨時急要可隨手取用，省時又有效

率。 

選錄圖書切記要避免主觀，應依據盲人切

身需要之書作為選擇的客觀標準，必要時寄出

問卷徵詢其意見，蒐集其喜歡類別書籍，再看

手選錄．勿以自己好惡的觀念，違背適合盲胞

程度的基本原則，否則，所錄製之書，盲人不，

適用或不歡喜，白白浪費人力物力。總之，錄

製書籍需要有耐心、愛心，審慎而全神貫注，

乃能事半功倍。 

 

結論 

盲人的思想也是跟隨時代潮流而變動的，

過去的盲人是視接受救濟為當然；現在盲人則

不願再成為社會的附屬品，不再需要明眼人的

同情、憐憫。而希望明眼人的瞭解及鼓勵，進

而能獲得社會上自立之生活。 

盲人福利工作之推動，需要有關單位的確

實支持及參與，才能夠落實推廣;尤其一個單位

的常設，固應考慮人事組織問題，然而視障工

作人員好似航海的燈塔，引導盲胞走向光明，

盲人點書為經常性工作，與圖書館內其他單位

有同樣的重要，為期點製圖書業務能夠持續推

動，避免人才流失，點字工作人員，應速納入

組織體系內為宜，給一個合理的定位。當局應

主動關注盲胞知的需求與福利，讓是給予工作

者工作權保障的時候了。如何設立適當的正式

編制，非不能也，是不為也。企盼能正視此一

問題，作一有效的配合與根本解決，以求落實

殘障法。先總統蔣公曾昭示「制度是人造成 77



的，我們不要讓制度制住了。」願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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