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謝盧芬老師是鄭璇的同事，她並不為聾生
授課，但早已學會了用大拇指彎曲表示「謝
謝」、用食指和大拇指表達「你好」等簡單
聾啞語，「鄭璇老師不僅僅是你們媒體關注
的焦點，也是我們學校舞蹈隊關注的焦點，
鄭老師是我們舞蹈隊的領舞，休息的時候會
和我們普及一些基礎的聾啞語，她希望學校
有更多的人懂聾生，我們也願意配合她。」
鄭璇的傳播不僅囿於三尺講台，她作為中
國首位公派聾人教師到美國孔子學院任教，
在她的引領下，美國的孩子們學會了用手語
表達「熊貓」，他們為找到自己的生肖屬相
而雀躍，為第一次吃到中國餃子、喝到中國
茶而激動。
除了教學，鄭璇在科研方面也成果頗
豐。她以攻克聾人語言問題為目標，潛心
科研。近十年來，她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
金重大項目子項目「代表城市手勢語料採
集、信息標注和語料庫建設」等6個項目；

主研「中國手語類標記與類標記謂語研
究」等國家級重大項目4項和市級項目4
項；發表專業學術論文11篇；出版三本專
著和多本譯著。學術界同行評價她開創了
中國聾人進入大學任教並獲教授職稱和碩
士生導師資格的先河。
在支持特殊教育學生就業方面，她跑遍重

慶市各區縣殘疾人聯合會，為學生聯繫和開
拓實習渠道。她相繼走訪了重慶市開關廠、
重慶遠大印務有限公司、富士康集團等十餘
家大型企業，為學生聯繫就業單位，一名聾
生已成為富士康聾人員工管理崗位的業務骨
幹。她培養的特殊教育畢業生有720餘名，
其中聾生就業率達58%，普通學生就業率達
92%以上，為成就學生就業與發展付出了艱
辛的努力。
「除了聽，聾人們什麼都能做。」美國

聾人大學校長金．喬丹的名言，激勵着鄭
璇和她的學生們在夢想的路上前行。

「除了聽 我們什麼都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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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璇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兩歲時自己不幸遭遇
醫療事故，注射卡那黴素過量導致失聰，聽力

損失為左耳95dB，右耳110dB，被診斷為感音神經
性耳聾，墜入無聲世界。父母心急如焚，四處求
醫，但病情沒有絲毫好轉。「於是，他們節衣縮食
買來雙卡錄音機，把錄音機的音量放到最大聲，讓
我感知聲音、學發音。」到了上學的年齡，鄭璇的
父母「狠心」地選擇了把孩子送到普通學校讀書，
「當時感覺被丟到了健聽人的汪洋大海中，找不到
同類人，非常孤獨也很無助」。

小時候盯老師唇形聽課
雖然年歲久遠，但鄭璇回憶起童年的艱辛，卻歷

歷在目。「我上課時需要一刻不停地盯着老師唇
形，要『聽課』就無法記筆記，想低頭記筆記就無
法『聽課』。下課後其他同學可以休息，我卻需要
抓緊時間借同學的筆記來抄；每天晚上，爸爸還幫
助我預習、複習功課……」異乎尋常的奮鬥換來了
回報。1998年，鄭璇以優異成績考取武漢大學語言
學專業，並考上本校研究生，隨後考取復旦大學博
士生，師從手語語言學家龔群虎教授，成為中國第
一個聾人語言學博士。
2009年，鄭璇臨近畢業，面臨抉擇。彼時，沿海

的殘聯與特教學校輾轉聯繫到她，並承諾給予高額
薪水，可她早已經有了心儀的崗位——投身家鄉的
特教事業。「中國有世界上最龐大的聾人群體，需
要得到良好的教育。」鄭璇想為聾人培養一批德才
兼備的特教老師，也希望自己的經歷能鼓勵到更多
的殘疾孩子們。「據我了解，重慶師範大學是當時
聾人師範教育在中國西部的唯一試點，我來這裡任
教，感到義不容辭。」

長大後站大學講台育人
每年，重慶師範大學特教學院的聾生系都會招錄

20餘名學生，這些學生有的來自聾啞學校，有的從
普通高中通過高考入學。9月7日，重慶師範大學暑
假剛剛結束，學生們正式開學。位於學校南邊的特
教樓是他們學習的地方。當天下午2點，鄭璇來到
特教樓二樓的教室，為聾生上課。
與普通大學課程不同，聾生的文化課起點偏低，課

程設置以帶領聾生認識、融入聽人世界為重點。「上
海有一個……我認識的聾人……開了一家自己的理髮
店」，鄭璇站在講台上，一邊用手比劃手語，一邊用
緩慢的語速講解——這堂課程是「認知工作職類」課
程，教室前面的PPT上清晰地寫着聾生畢業後可以努
力的九大職業分類，鄭璇則盡量講解每個選擇所面臨
的難題和努力的方向。
因為老師與學生都是聾人，因此學生無論講話還是用

手語表達，都可以無障礙暢言。其中有一名男生名叫胡
勳，他在課上用手語問：「以前被誤會我是小偷，但是
我沒有偷。後來用筆和警察交流，根本解決不了。」鄭
璇一邊點頭一邊用手語和口語一起回答：「我們聾人和
健聽人在溝通上有語言交流障礙。」她隨即回頭，在黑
板上用粉筆寫下「莫須有」三個字，又轉身告訴同學
們：「聾生會受到很多委屈，但我相信我們也收穫了很
多掌聲和鼓勵。加強溝通能力非常重要，你們要努力學
習發音，我們一起克服這個障礙。」隨後，鄭璇又向學
生們講解「莫須有」的歷史典故。
這樣「唇耕手耘」的特教生涯，這樣一堂又一堂

生動的特殊課程，佔據了鄭璇生命的大部分時間。
她全國首創的聾生「三位」課程教學模式，即將
「語文+手語+溝通技巧」進行融合式教學創新，漸
漸在特教領域頗具名氣。
鄭璇用手給香港文匯報記者比畫：課程體系如同

一個三角形，兩個底角分別代表漢語課與手語課，
上面的頂角代表人際溝通課。「只有底部的語言基
礎牢固，才能更進一步，全面提升聾生的溝通技
能。」2015年，鄭璇和其他幾位老師一起組建了重
慶師範大學手語與聾教育研究中心，並成立手語翻
譯團隊，「我們的翻譯團隊既有老師，也有口語比
較好的聾生，讓學生走出校園做義工、進行義演，
對她們日後走進社會很有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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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身高、黑色正裝、齊耳短髮，交流過程中

與記者用清晰流暢的普通話談笑自若——若不是

左耳戴了肉色的助聽器，香港文匯報記者很難把

她與「聾人」聯繫在一起。這位女士便是重慶師

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特教系教授、碩士生導師鄭

璇。2009年，時年28歲的鄭璇獲得復旦大學語

言學博士學位，成為中國第一位聾人博士。但她

卻放棄沿海地區殘聯、特教學校的高薪就業機

會，投身中國西部唯一聾人高等教育辦學點

重慶師範大學，開啟了「唇耕手耘」的

特教生涯。2018年，她當選為「全

國最美教師」。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張蕊 重慶報道

2018年，鄭璇當選為「全國最美教師」。
對於她的學生來說，這樣的稱號當之無愧。
重慶師範大學特教系聾學生于娜，在本班
20多名學生中，口語較為流利，她也是該學
校「手語翻譯團隊」的骨幹之一。于娜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相比高中時期，我學會
了用更加樂觀的心態去融入聽人社會、適應
主流社會。我希望我畢業後可以成為一名聾
人教師，像鄭璇老師一樣，很有意義。」
大多數聾生與于娜不同，對口語的表達
只限於「啊——額——額——」之類含糊
不清的發音，無法直接接受香港文匯報記
者採訪，於是于娜就義務充當翻譯。20歲
的吳何是鄭璇的一名學生，她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手語和中文、英文一樣，有自
己的語法規則，也有「方言」的差異。殘

酷的事實是，電視新聞上的手語翻譯和聾
校裡的聽人老師按照漢語的語序比劃出的
「手語」，聾人其實未必完全明白。這也
是以手語為主要語言的聾人學習漢語「難
於上青天」的原因。
要破解這樣的尷尬窘境，必須有更多的聾

人像鄭璇一樣，走進課堂，成為一名聾人教
師，這也是鄭璇和她所在的特教行業的目
標。鄭璇嚮往着一種場景：聾人和聽人能夠
無障礙溝通。要完成這種溝通，就需要一套
通用於全國、聾人都能看懂的標準化手語，
以及越來越多的懂手語的人。
「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溝通不再是困

擾聾人的迷局。無論是使用口語還是手語的
聾人，都可以享受良好的無障礙環境，都可
以獲得自己的最大化發展……」鄭璇說。

鄭璇略帶害羞地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從小到大，令她備受打擊的並不是學業上的
艱難，而是少女時代作為聾人，面對愛情的
青澀和自卑。「我很感謝命運讓我遇到了我
的丈夫徐先金先生，我找到了走在我左邊的
愛人。」
2002年，讀研究生一年級的鄭璇在一家
心理類雜誌做兼職，負責網站管理，而徐先
金剛從該雜誌社辭職去北師大讀研，但還兼
任着網站的管理員。兩人在網上相識，合作
非常默契。次年，鄭璇去北京旅遊，和徐先
金見了面。那天，他們在北師大食堂共進午
餐，徐先金誠摯地對她說：「眼睛不好的人
戴眼鏡，耳朵不好的人戴助聽器，我不覺得
你有『缺陷』。我願意做你的『左耳』，走
在你的左邊。」這句話令鄭璇感動不已，兩
人很快就成為推心置腹的朋友，愛情也水到
渠成。

2005年，鄭璇考上了復旦大學的博士研
究生，徐先金放棄留京讀博和工作的機會，
來到華東師大出版社做編輯。2009年，為
了支持妻子的夢想，夫妻「婦唱夫隨」，
雙雙進入重慶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做老
師，在聾人高等教育的天地裡比翼翱翔。
鄭璇老師擔任的是《大學語文》（聾
生）、《人際溝通》（聾生）、《手語》
等課程的教學工作；徐先金老師所學的是
心理學，尤其擅長面對因生活打擊太大獲
「習得性無助」的學生，運用心理學溝通疏
導，讓學生重建自信。
2013年底，這個可愛的家庭來了一個

活潑的小寶寶，如今6歲的兒子已經學會
了手語、口語同步表達，「我經常帶着
他去學校，感受聾生們的友好和困難，
希望他長大可以為聾人這個特殊群體貢
獻力量。」

「感謝命運 找到走在我左邊的愛人」

■在鄭璇看來，手
語是最美的語言。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暑假，鄭璇利用視頻與學生進行交流互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蕊 攝

「希望像她一樣 很有意義」

▼鄭璇與丈夫徐先
金共同任職於重慶
師範大學特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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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璇在全國首創失聰大學生「三位」課程教學模式，即將「語文+手語+溝通技巧」進行融合式教學創新。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蕊 攝

■■去年鄭璇當選為去年鄭璇當選為
「「 全 國 最 美 教全 國 最 美 教
師師」。」。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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