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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人看不懂的“手语”

现在国内电视里的手语叫“文法手语”，制定的人实际上
是“听人”。“听人”方便学了，直接对应文字就可以，但聋人学
起来很困难。

【公益观察】

蔡东进 旅美学者

美国游客为什么最糟糕

一群不完美的人，制度
能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爆发
出他们的创造力，这才值得
细细探究。

【域外华文】

林达 旅美作家

最近，美国网站 Living⁃
Social 委托一个调查机构调
查：“谁是全球最差游客”？

调查涉及 5600人，其中
4000是美国人。调查只公布
了美国部分的具体数据：这
4000 美国人中，20%认为全
球最差游客就是美国人自
己；其中15%认为是中国人，
列第二。其余 1600 人涉及
四个国家，调查报告没公布
具体数字，只是粗略提到，这
四国中，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结论和美国大同小异；另两
个国家，爱尔兰和英国，前者
认为最糟是英国人，后者认
为最糟是德国人。所以，这
基本上是一个美国调查。

要对全球游客做评价，
美国人大概不算好的调查
对象，原因是美国太特别，
自己就是国际混血儿。走
在大街上，几乎很少有人说
得出，眼前五花八门走过
的，到底是外国游客，还是
美国人。美国是国际大杂
烩，很多美国人维持移民前
的生活习惯和语言，长相当
然更不提。

所以，所谓把中国人评
为“全球第二糟游客”的，估
计持更多依据的是国际新
闻中的议论，而不是自己亲
身感受。比较准确的，还是
美国人对自己在国外的表
现评价不高。

为什么最糟糕？美国
人自己列举的理由是：穿
着随便，大声说话。我看
后就笑了，真就是这样：他
们习惯很放松。在欧洲旅
游，美国人很容易被认出
来。不但偏胖，还总是 T 恤
衫，宽大休闲裤或者花短
裤、棒球帽，甚至一双拖鞋
行天下。他们大声说话，
虽然在博物馆等该“噤声”
的 地 方 ，他 们 不 会 喧 哗 。
美国人最喜欢去欧洲，可
他们自己知道，他们大多
和欧洲格格不入。

记得在巴塞罗那著名

的旅游步行街，我看到一大
群美国年轻男孩围坐露天
餐桌旁，每人一个特大号啤
酒杯，很惹眼。给你们拍张
照？他们立即一起转过身，
大大咧咧举起大酒杯，金色
啤酒往外直冒泡，他们咧开
大嘴笑起来。我们看了心
知肚明，这帮大学生，可能
还不到美国法定二十一岁
喝酒的年龄，跑这里“开禁”
来了，一个个手舞足蹈。熟
悉的，知道他们很单纯，可
在欧洲人眼里，这帮野蛮的
美国人是多么“嚣张”啊！

这则调查新闻出来，不
少媒体转载，大多不提什么

“第二糟”，因为没有“新闻
性”。只是强调：知道谁是
全球最糟游客吗？我们自
己耶！对待这样的消息，他
们不大在意也很放松。他
们知道自己松松垮垮的样

子，要改也难。下次再有人
问到，可能说“我们最糟”的
美国人会更多。

调查问卷还有一条：你
有没有从旅馆“顺走”过东
西？居然，40%的美国受调
查者说“有”，从毛巾到《圣
经》。我这才想到，旅馆很
特别。好像在心理上，真有
这样的情况：顺走它的东西
感觉不算偷，也从没听说旅
馆为此报警。在这个“灰色
地带”，贪小便宜的人性大
概就暴露无遗了。

到 底 谁 是 美 国 人 ？
2010 年美国人口普查，只列
了四个人种：白人、非洲裔、
亚洲及太平洋岛屿人、美洲
原住民。结果有 2170 万人
即 1/14 的美国人不肯被如
此归类，他们不在上面分类
打勾，而要坚持写上自己的
族裔：意大利、伊朗、阿拉
伯、中国、日本、北非、黑白
混 血 、墨 西 哥 、多 重 人
种……2009 年，美国第一代
移民就高达 3700万，他们的
第一代孩子达 3300万，在美
国就占了1/5。

我一直说，美国要是住
着一群天使，这个国家样本
就毫无意义。相反，正因为
美国人就是每个国家的移
民聚集，各自带来自己特殊
的文化、特殊的优点和缺
点。这样一群不完美的人，
制度能把他们凝聚在一起，
爆发出他们的创造力，这才
值得细细探究。

拓展社会管理的新空间

不少公共管理者会把
做社会管制、经济管理或者
其他领域的工作经验，简单
地用在对复杂丰富的社会
事务的管理上。

【公共观察】

袁岳
专业咨询专家

前不久，在共青团江苏
省委的中心组学习分享中，
我与在座的朋友一起分享与
探讨了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两
种典型思路：一种是强调用
新的方式与技术控制社会，
强调权威者对公众的领导与
引导优势；一种是强调用新
的方式与技术，去发挥与挖
掘公众中的潜能与能力，强
调权威者是社会资源的发现
者、整合者与合作者。

相比之下，后者比前者

更会强调社会动员的作用，
而前者更会强调精英主导
意见的作用。在我看来，对
青年人的组织来说，社会动
员更是其应该加强的方面。

动员是什么？动员的
四大规则是：

一是充分理解动员对
象的需要，并且形成具有深
度的洞察，用动员对象能接
受的方式，去调动其积极性
与互动兴趣，从而形成共同
的连接与形成合作模式。

二是动员必须吻合动
员对象的节奏，用服务的精
神，去与动员对象沟通，从
而让服务对象感受在被动
员的过程中有收益与未来
收益的预期。

三是动员未必是获得
所有目标群体的，而是争取
获得目标群体中的积极分
子与热心分子的，透过他们
的理解与形成的合作积极
性，从而发挥其作为目标群

体一部分的传播与跟进动
员作用。

四是注意周期律与分
群律，以前有效的动员模式
今天不一定，对某一社会群
体有效的动员模式，不见得
适合另外一个社会群体，因
此，社会动员模式需要持续
不断地对民意的倾听方式
的创新设计。

多年的“中国人民生活
质量指数”调查结果显示，
社会管理能力得到的评价
最低，也一直未有大的起
色。为什么呢？因为不少
公共管理者会把做社会管
制、经济管理或者其他领域
的工作经验，简单地用在对
复杂丰富的社会事务的管
理上，导致很多问题日益被
掩盖在太平的景象下，进而
日渐严重。

最近，我正在整理出版
新著《人民不怕被代表——
社会管理创新手册》，这本

书的目的就在于检讨现在
社会管理中过于刚性与硬
性的因素导致的社会疏离。

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大
问题，是社会管理体制中原
来的管理模式、管理能力与
公众的某些部分的期待之
间出现距离，而公共服务者
在听取民众声音与动员民
众方面的能力有很大弱化，
这样就使得很多社会服务
措施与公共管理行为不能
有效地获得群众。

我想，社会管理创新的
议题被提出，正是因为最高
领导层意识到这个领域应
该得到重视，应该更换原来
的思路，才能真正改变以往
的问题沉积的现象。所以，
社会民间知识服务机构在
社会管理创新的问题上，很
有必要积极与党政部门与
更多社会组织合作，拓展倾
听民意、创新社会管理和社
会服务机制的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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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到美国首都华盛顿
出差，我顺便拜访了美国惟
一一所聋人大学——加劳德
特大学。在这所大学及其附
属学校，学生可以完成从小
学到博士的所有课程。更特
殊的是，这所大学的毕业证
由美国总统亲自签发，这在
美国也是独此一家。为什么
会是这样？

缘 由 要 从 150 年 前 说
起。当时民间的聋人教育
已经开始，此学校的前身
就是美国著名聋人教育家
加劳德特到法国考察后开
办的。当时，美国内部面
临内战和分裂的危险，但
总统林肯还是批准了国家
拨款接办此聋人学校的法
案，总统为毕业生签字以
示国家对聋人和残疾人事
业的支持也是法案内容之
一。可惜，林肯等不到第
一 届 毕 业 生 就 遇 刺 身 亡
了。他的继任格兰特总统
成为第一位在毕业证上签字
的美国总统。

在政府拨款和提供免费
土地的支持下，学校发展迅
速，越来越多的聋人获得了
高等学位。他们不但在园
艺、手工、工程等聋人传统
就业领域有了广泛发展，更
扩展到不同领域，包括体
育。他们的发明不但造福于
聋人，而且给“听人”（普通
人）带来福音，包括计算机
上 的 TTY（一 种 文 字 终
端）。难怪在大学接待处展
览室内有很大的标语：除了
听力，（正常人）能干的事聋
人全都能干。

聋人的能力提高了，但
社会并没准备好接纳他们。
1988 年爆发了著名的“我们
要聋人做校长”事件。

事情经过是：像往届一
样，学校董事会开始挑选下
一届校长，三位候选人中有
两位是聋人。也像往届一
样，董事会挑选了其中惟一
的“听人”作为校长。但这
一次，所有的学生、教师、校
友联合起来，展开了抗议运
动。抗议遭到学校董事长的
回应：聋人在正常社会中行
不通。愤怒的学生包围了董
事会住所，又组织到白宫游
行。聋人社区的学生运动发
展成了民权运动，得到了媒
体的支持，赢得了大众的
心。短短一周之内，抗议取
得了成功，原校长和董事长
辞职，聋人当了校长和董事
会的多数。

反思回来，这实际上是
代表性的问题。聋人能最好
地代表聋人的原生态和需
求，尤其是他们具备这个能
力之后。

带我参观的学生导游讲
到这一段历史时，真是“手
舞足蹈”。“听”得候选学生
和家长也心情激动，不停地

用手语比划着，好像是 RAP
速度的舞姿。这时，我身边
一对老夫妇轻声告诉我：他
们的一位好友就是这个大学
20 世 纪 60 年 代 毕 业 的 聋
人。在他们小时候一块儿玩
耍时，如果她学了好朋友的
手语，双方家长都会打她们
的手心制止。说是害怕聋人
孩子有了手语，就不去学

“听人”的说话了，以后无法
和“听人”交流。

那时，聋人的权利得不
到重视，他们要适应“正常
人”的需求，减少给人的麻
烦。直到“我们要聋人做校
长”事件两年后的 1990 年，
美国通过了“美国残疾人
法”，残疾人的权利才真正
在法律层面得到重视。

写到这里，我想到国内
的电视台在播新闻时，右下
角会出现一个画中画手语解
说，真是时代的进步。尤其
是像全国两会这样的大事
件，“手语新闻”可以让残疾
人更好地增进社会参与。然
而，国内的朋友告诉我，现
在中国电视里的手语实际上
是给“听人”看的。

我大感吃惊，对朋友说：
“我有位研究语言学的朋
友，告诉我手语也有很多
种，美国手语和中国的就不
一样，中国手语也有多种，
就像不同的方言。是不是这
个原因？”他说：“是，也不
是。”原来，现在电视里的手
语叫“文法手语”，制定的人
实际上是“听人”，他们是按

“字”一个个拆分，而不是按
意思或词为单位做一个动
作，好像“看见”这个词，就
被硬拆成“看”和“见”两个
动作。这样一来，“听人”方
便学了，直接对应文字就可
以，但聋人学起来很困难。
所以，聋人有一套非官方的
手语，叫“自然手语”，和电
视里的官方手语不一样。

我又把美国 60 年代要
聋人学说话，少用手语的情
况讲给他听。他说，现在中
国的聋人教育也还是这样以

“听人”为本位，重点是学说
话。结果聋人学了半天说
话，“听人”也听不懂。

究其根本，还是聋人的
权利重视不够，而聋人也得
不到很好的代表。很难设想
聋人会设计出聋人看不懂的
手语，设计者一定不是聋
人。这种话语权和代表比
例，需要进
一步增强，
更 期 待 听
到聋 人 的
声 音 ，期
待 聋 人 能
得 到 更 多
的 关 怀 。
聋人，本是
你我中 的
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