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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电视视屏屏幕幕左左下下角角的的手手语语框框，，是是聋聋人人观观众众看看世世界界的的渠渠道道之之一一。。但但要要在在这这个个小小方方框框里里装装下下更更多多内内
容容，，还还需需要要很很多多努努力力。。22002211年年，，国国家家手手语语和和盲盲文文研研究究中中心心一一项项面面向向558855位位聋聋人人的的调调研研发发现现，，““完完全全能能
看看懂懂””电电视视手手语语新新闻闻的的聋聋人人只只有有77..6699%%，，大大多多数数聋聋人人能能看看懂懂的的不不到到一一半半，，甚甚至至完完全全看看不不懂懂。。

而而对对于于全全国国22005533万万位位聋聋人人来来说说，，这这还还不不是是他他们们唯唯一一的的遗遗憾憾。。一一个个聋聋人人描描述述，，除除夕夕夜夜，，一一家家人人聚聚
在在一一起起看看春春节节联联欢欢晚晚会会，，当当家家人人被被小小品品、、相相声声节节目目逗逗得得同同时时大大笑笑时时，，只只有有他他一一个个人人看看不不懂懂，，因因为为实实时时
直直播播没没有有字字幕幕，，也也没没有有手手语语翻翻译译。。第第二二天天的的重重播播配配上上了了字字幕幕————这这位位聋聋人人有有机机会会能能看看懂懂那那些些““包包
袱袱””了了，，但但他他感感觉觉，，那那种种欢欢聚聚一一堂堂的的氛氛围围没没有有了了。。

手语是活的

和汉语、英语、法语一
样，手语也是一门语言，它
有语法，速度、节奏、韵律、
停顿、语气、重音。

曾任郑州工程技术学
院特殊教育学院院长的孟
繁玲看过出色的聋人演
讲，台上的聋人利用表情、
眼神、体态、面部表情、步
伐，浑身都在说话，“如此
美，且如此清晰”。

这门语言在中国还处
于极其初步的阶段。孟繁
玲培养了许多手语翻译专
业的学生，发现社会对关
于“聋人”和“手语”的知识
缺少起码的认识。

她认为，提高手语地
位，还能推动聋人高等教
育的发展。

2013年，江苏师范大
学成立手语播音硕士点。
正在读研究生的胡晓波是
少数的聋人学生。他说，
学院老师也想招更多聋人
学生，但是至今能通过统
招考试的聋人只有三位，
本质原因是，大多聋人的
受教育程度不够高，最容
易卡在英语上。

刘可研是北京启喑实
验学校的老师。她观察
到，有的聋生回到家，只能
在房间里一个人待着，因
为没有一个家人会手语，
无法交流。许多聋生不爱
看新闻，她上课时经常会
借助一些时事，想丰富课
堂内容，但常常没有什么
效果——— 学生并不了解这
些时事，甚至完全没有听
说过。

“新闻并不是看出来
的。”刘可研说，听人要有
一定的、综合的知识作为
储备，才能看懂新闻；而聋
生在各方面的知识储备都
很薄弱，要想看懂新闻相
对困难。这两年，她有时
看新闻也会觉得，即便是
她作为听人，要听懂、看懂
一些专业性强的新闻，也
有些难度。

郑璇说，聋人完成日
常沟通就很不容易，要去
演讲或是向别人诉说自己
的意见更难，而且聋人习
惯直接简单的沟通，因此
很难听出对方话里的潜台
词、话中话。“那个隐形的
天花板就一直立在那里。”
郑璇说，真正实现无障碍，
还需要更多人支持。

据《中国青年报》

装在小框框里的世界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璇是
一位聋人，长期研究手语语言
学。她认为，手语画面太小，会
严重影响受众的可懂度。比
如，用手语表达春夏秋冬，是要
握起拳头，凸出的四指根部关
节各自代表了不同的季节，如
果手语框太小，聋人很容易看
不清指的是哪个关节，只能
靠猜。

“有的手语框只占到整个
电视机屏幕的十分之一，这是
不够的。”郑璇说，许多电视节
目的手语翻译画面保留至手语
传译员的胸线以上，但有些手
语手势或低至腰部，或高过
头顶。

学会手语不仅是只会几个
单词，要把手形、位置、方向、运
动、表情、体态和口型整合起
来，才能精准表达。广东一位
聋人陈钢举例，用手语表达“开
心”，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要
表现一点点开心，可以用脸部
浅浅的微笑，加上手部表达的

“好”；要表示超开心，可以夸张
一些——— 睁大眼睛，张大嘴巴，
脸部变化丰富，双手晃动，身体
姿势摆动，像唱歌和跳舞一样。

但看电视时，陈钢很难从
手语传译员的面部表情上获取
信息，也有聋人说，手语传译员
的手势动作幅度太小，使得“咬
字”不足够清晰。

在电视台当新闻手语传译
员的刘可研坦言，在电视屏幕
前和私下聊天时打手语，人的
状态肯定是不同的。在新闻节
目，手语传译员应该与主持人
风格相一致，需要端庄大方，表
情不能过于夸张，但这会对手
语表达有所限制。

郑璇说，在媒体、学校等公
共场合，按有关规定要求使用
通用手语，国家通用手语方案
目前只有8000多个词语，仅能
覆盖部分核心手势；而聋人之
间的交流，习惯用的是社群里
自发形成的手语。

而且，几乎所有电视台都
用听人（指听力健全的人———
记者注）做手语传译员，但听人
学习手语，习惯性地用“主谓
宾”的汉语语序，而聋人打手语
的语法是话题优先原则。“手语
能力较差的听人翻译时会下意
识用汉语语序打手语，逐词逐
句打出来，这让聋人更看不懂
了。”

一位聋人举例，要表达“你
会不会修电脑？”，聋人往往会
打“电脑，修，会”，再带上疑问
的表情。

陈钢观察到，当新闻里的
词汇还没出现通用打法时，手
语传译员的翻译很容易出
问题。

一些经常出现在新闻里的
词也会给刘可研提出挑战，比
如：供给侧、同比增长……如果
想短时间翻译出来，她只能
直译。

为什么
看不懂手语新闻？

好的手语新闻节目要真正做到平视

刘可研经常和聋人朋友交
流，究竟想要什么样的手语
新闻？

回答集中在两点，手语框
变大，手语传译员的翻译能看
得懂。“聋人观众其实是很宽容
的，他们这两点要求并不高。”
刘可研说。

她曾和电视台的栏目组沟
通手语框变大的问题，对方也
知道聋人对手语新闻的意见，
但在具体操作上，电视台的台
标位置、滚动字幕的位置等都
有明确的要求，将手语框调大，
会影响画面中其他要素的构成
和位置。

江苏师范大学的手语教师
刘承承是一名聋人，长期研究
电视节目手语播音员的语言使
用和翻译技巧。他认为，栏目
组应该对聋人语言和文化有一
定认识，才能做聋人受众认可

的节目。
他举例，韩国、日本等国家

建立了聋人视频网站，专门同
步新闻翻译，创办接地气的手
语娱乐节目。还有聋人说，希
望由聋人直接出镜担任手语新
闻的播报，而不是局限在小方
框里。

中国也有受到好评的手语
新闻节目，南京栖霞电视台的
《小芮说新闻》是其中之一。

南京栖霞区融媒体中心主
任方玲是这档节目的创办人。
她回忆，2014年，她听从栖霞
区残联的推荐，选用两位手语
优秀的聋校教师作为手语传译
员，这两位聋校老师都是聋人，
打的手语更贴近聋人观众的
习惯。

这一度加大了主创人员的
制作难度：听人翻译手语时，可
以一边听主持人的话，一边打，

也可以看提词器的字幕打；但
聋人只能看字幕打手语。

主持人芮钟科回忆，最初
磨合时，他和手语传译员都朝
着对方的速度靠拢，他降低语
速，手语传译员提高手速，经常
要录制多遍，才能保证节奏卡
点，后期剪辑师也会做相应的
调整。

《小芮说新闻》在电视台播
出的画面中，手语框大小不好
调整，但在节目的网络版本里，
手语框可以调为屏幕的四分
之一。

这个做法如今被部分媒体
采纳：有的电视台把手语框调
成正方形，约占屏幕六分之一，
一些发布会的网络版，会把手
语框调大到屏幕的四分之一。
一个聋人说，这些进步尊重聋
人和听人有平等接受信息的权
利，真正做到了平视。

2021年，
杭州手语无
障碍公共服
务平台正式
上线。

2009年11月1日，扬州，聋哑学生和
大学生志愿者用手语进行交流。

电视机里的手语框，曾被
视为保障聋人权益的象征。生
活在北京的聋人冯刚回忆，他
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手语框出
现时，感觉惊喜、高兴。

慢慢地，手语框出现的频
率更多了。1990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以法
律的形式明确了电视手语新闻
的意义：“反映残疾人生活，为
残疾人服务，丰富残疾人的精
神文化生活。”

2012年出台的《无障碍环
境建设条例》规定，市级以上电
视台应创造条件，每周至少播
放一次配播手语的新闻节目。

在刘承承看来，电视机那
个手语框的存在非常重要。“看
滚动字幕，眼睛要高度集中，容
易累，清晰表达的手语传译员
能让聋人的眼睛相对放松，且
传达出文字难以表述的感情起
伏。”

但大多数时候，聋人注视

这个手语框的模样是狼狈的。
曾任北京西城区聋协主席

的刘丽娜多次向北京市残联、
北京市聋协反馈“看不懂手语
新闻”这个情况，对方也努力想
协调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有
解决。

北京一位聋人说，2021
年，他曾在北京残联的组织下，
作为聋人代表，参与手语传译
员的考核，从手形、动作、神态、
翻译技巧多角度打分，考核的
标准就是“聋人观众能看得明
白，看得不累”。

近30位特殊教育学校的听
人老师参与了那次考核，每人
轮流上台15分钟，跟着随机播
放的新闻录音，一边听一边打
手语。他回忆，最终，有7位手
语老师通过了考核，残联推荐
给了电视台后，不知道为什么，
电视台还是坚持用了老班子。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些
来自不同地方的聋人也说，他

们曾通过各级残疾人联合会、
各级聋人协会等多个途径反映
过“手语新闻看不懂”的问题，
但反映多次后，也没有看到
改变。

“我们能不能有能看懂的
新闻节目，我们能不能有更好
的精神生活？”刘丽娜问。

郑璇说，听障者的最大心
理问题是孤立感，而新闻资讯
恰恰是聋人和外界连接的桥梁
之一，能帮助聋人打破孤立感，
寻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作为中国第一位语言学专
业的聋人博士，郑璇有时在北
师大开会时，也会有孤独的感
觉：当同事开始七嘴八舌的时
候，即便有助听器，她很难识别
是谁在开口；当座位距离发言
人太远的时候，她也很难通过
助听器或读唇了解完整的
信息。

新闻之于聋人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