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手执梦”是2010年初，聋人
苏少波参与创办的公益组织。“偶然
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位健听人对着课
本背手语，感触其实有很多人喜欢手
语。”经交流，苏少波得知这位健听人
在手语学校学习过，但令苏少波困惑
的是，即使是在学校公认手语学得最
好，还取得了中级证书的学生，还是
无法和聋人沟通。

苏少波于是与同学陈伟亮讨论
后尝试在豆瓣上召集公众学习手语，
并从班里找了大部分聋人同学轮流做
手语老师，又从其他手语学校吸收一
些手语不错的听人协助，以免费授课
的形式帮助更多人学习手语。这个聋
健合作的公益模式催生了中国第一个
聋人主导、听人协作的公益组织——
随手执梦手语文化中心。苏少波和陈
伟亮创立的公益模式，五年来已被国
内各地的手语培训组织复制并推广。

苏少波在应技大的校友俞铮和

侯亮，是随手执梦的元老级标兵了，
五年来一直扎根在一线手语教学岗
位上。每周六的闸北图书馆都有他
们的身影。每次上课，他们先在白板
上写下手语词汇和句型，认真地打出
手语给学员看，甚至手把手帮学员调
整手势。一些学员手语水平突飞猛
进，不出一年已能与聋人流利对话。
热情开朗的俞铮被学员亲切地称为

“蛋挞”，帅气的侯亮被学员爱称为
“鞋鼠”。五年间，随手执梦已辅导了
约五千人次的手语课。

“随手执梦志愿者当中，不分聋
人不分听人，为聋健共融的愿景走到
一起。有些志愿者牺牲周末休息时
间，前往课堂，义务做手语老师或手语
助教，手把手教学员们学习手语。这
些志愿者模糊了聋健群体的边界。”负
责志愿者管理的俞铮告诉记者，志愿
者团队从最初的60人已经扩大至200
人了，而这个团队的人数还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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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聋人，在经历了听障带来的
周折后，盛焕决定同几位应技大特教
班的校友一起创办属于自己的公
司。加上她自己，团队共有六名核心
成员。与盛焕见面时，她正召集其中
的两位核心成员陈玲琳、俞铮商讨新
公司的装修进度。她用微信告诉记
者，她希望与团队尽快地落实新办
公，期待新年有个新开始。

盛焕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极
强，她没有记者想象中聋人语句语
法混乱、词不达意、沟通困难的状
况。她告诉记者，这是她母亲从小
就要求她阅读大量中外名著的成
果。“父母与我的交流方式均采用笔
谈，也大大锻炼了她的写作能力。
我父母告诉我，听障人士完全可以
通过加强阅读能力来弥补听力的缺
陷，从而提高写作能力和逻辑思辩
能力。毕竟手语有一定的局限性。
手语的语法与汉语语法体系迥异，
难以完全照搬。”

因父亲的工作调动，在2000年，
盛焕开始了新加坡的初中生活。在
母亲的帮助下，仅花了半年时间就迅
速掌握了相等于中国高中生水平的

英语阅读和写作能力。“以至于我在
次年得以顺利进入实行聋生随班就
读的普通中学念书，之后在两年内始
终名列年级前五。”

从新加坡的两年初中到上海的
四年高中，在这六年里，盛焕做得最
多的事情就是阅读。“古今中外，诗词
歌赋，我都广为涉猎。金庸古龙的小
说翻了个遍，也沉迷于《罪与罚》、《百
年孤独》这样的名著，尤其是罗曼·罗
兰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我
最迷惑的青春期带给了我无限的精
神力量。”盛焕说她最难忘的就是和
同学一道跑去新加坡国立图书馆，一
泡就是一整天的那段阅读时光。

2003年9月，盛焕回国念上海市
聋哑青年技术学校。学校根据她的
情况，特别允许她免修语文课和英语
课。而她依然延续好习惯，将更多的
时间倾注到课外阅读上，“厚积薄
发。或许我多年后记不得读过的书
的内容，但那些书的灵魂已渗入到我
的心灵深处，构成了我整个精神世
界。而阅读这个习惯也伴随我，让我
受益无穷，确保了我对整个世界是持
续开放的。”

“随手执梦”的公益模式在得到
了校友盛焕、陈玲琳、俞铮、侯亮的认
同后，他们先后加入了团队，并有了
创办社会企业的想法。陈玲琳去年9
月从韩国拿撒勒大学取得国际手语
翻译学硕士学位，回国接任为随手执
梦理事长。“这几年，有聋人进也有聋
人出。我也一样，2012年参与随手
执梦，后又出国留学。回国后一直有
创办公益组织的想法，于是6个人一
拍即合。”在陈玲琳的努力下，三年前
的管理层成员陆续回归随手执梦，在
此基础上组建了合伙人团队。

对于职能分工，每个核心成员都
有一张工作清单——苏少波负责随
梦总体战略规划，陈玲琳负责手语项

目运营和策划，盛焕负责旗下的嗒哒
创意品牌的业务承接与设计工作，俞
铮负责手语培训的志愿者管理……

“苏少波是画饼的、盛焕是烧饼的、每
个合伙人是加料的！”陈玲琳很形象地
打着比喻说明各自的团队角色，“当然
我们还在寻找最佳的沟通桥梁——
CODA（Children of Deaf Adult）。”

苏少波认为，CODA是手语真正的
需要者。“CODA懂得健全人和聋人之
间的文化和心理，但是很少有CODA愿
意学手语，甚至表明自己是CODA。”陈
玲琳认为可能是他们的自卑心理在作
怪。而苏少波坚持认为，根据他多年
的教学经验，CODA是最需要手语者，
也是聋人与健全人沟通的最佳桥梁。

“随手执梦”的六人都是聋人，他
们之间关系十分默契，在聋青技时就
已相熟。俞铮很开朗，说六个人都是
80后，都是学艺术设计的，因此有着
共同的属性和价值观。

在生活中他们发现，周边的听障
者重度依赖聋校和聋人社区，与主流社
会游离轨迹。而他们在国外游学或参
访的过程中发现，国际多元化的教育课
程设计、社会聋人支持系统配套完备、
聋健共融的活动丰富多彩。“随手执梦
寻求变革，继续推广手语文化，以多种
方式来解决聋健沟通的困境，改善聋健
融合问题。”2011年他们开始参与到聋
人的公益宣传片中，试图通过视频的传
播，发出残障人士的声音。

第一部公益宣传片《沟通·爱·尊
重》问世后，2015年，暌违四年的第二
部宣传片《我相信》获得了更好的反响
与评价。策划者、导演，也是合伙人团

队成员之一的王凯表示，很多公益片
往往从一个人的弱点出发，唤起众人
的同情，藉此来呼唤大家的关注和关
爱。而随手执梦拍这个片子，则是希
望以平凡的视角，以自身的强大来引
起别人的尊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摈弃所谓的弱者的刻板印象，改之以
自爱自重的正能量来影响周围人群，
如此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

最近的苏少波、陈玲琳、盛焕、俞
铮正为2016年“嗨友记”手语情景喜
剧而忙碌。苏少波透露，“目前情景
剧的第一集试集已经了举办三场内
部试映会。不少人共同关心询问第
二集什么时候可以出来。”苏少波表
示为了商业秘密还是神秘一些比较
好，“希望通过情景剧不持主观的立
场表达我们对聋健种种问题的诉求
以及所倡导正面的社会价值观，也希
望聋人能自我增能，活出自我。”

盛焕告诉记者，能顺利地在新加
坡随班就读且成绩优秀，一是有赖于
长期保持着阅读和写作的好习惯，有
扎实的基础知识功底，二是有赖于新
加坡学校的支持系统，配备了专业的
手语翻译。

“新加坡有两所招收聋人随班就
读的普通中学。在学校内设有一个
资源支持中心，中心有4至6名持有
教师资格证的学校在编教师担任，教
师成员有聋人也有健全人。”盛焕对
新加坡的两年初中生活记忆犹新，她
清晰地记得刚去新加坡学习美国手
语的那段时间。“资源支持中心有手
语翻译，也有心理咨询师。对于中国
聋人学生而言，英语能力可能处于劣

势，在申请支持后，中心会根据需求
配备专业人员每天为你辅导一小时，
对新加坡聋人学生亦也如此，确保每
一个聋人学生不会落下进度，这是新
加坡实行随班就读的重要配套。”在
盛焕看来，这样的支持系统，无论对
于她在国外的过渡时期还是今后国
内的学习与就业，都起着积极的发酵
作用。

“手语是一种聋人语言、是一种
聋人文化。从小对于这样的文化认
同，让我觉得我无异于健全人。”乐观
开朗的盛焕积极地面对社会，身边也
因此有了更多的聋人、健听人朋友，
这其中自然也包括“随手执梦”的伙
伴们——陈玲琳、苏少波、俞铮。

一群80后聋人大学生的追梦路

走进手语世界，听那无声的歌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

部分。如果海水冲掉一块，欧洲就减小，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诗
人将“和谐”作为主旋律，而这样的旋律也是一群80后聋人大学生始终追
寻的“平衡”。虽然伴生着“听障”这样的记号，但他们依然相信，他们会用
无声的方式书写出无声的歌。 青年报记者 朱筱丽

阅读，让我对整个世界都是开放的

无声的文化，沟通的桥梁

听障者也是公益人

寻找最佳桥梁“CODA”

“我的相信”，你听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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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玲琳教授手语语法。 本版受访者供图

“随手执梦”团队讨论课程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