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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声音》

作者简介

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1933—2015）杰出的神经病学专家、闻名全球的畅销书作家，在医学
和文学领域均享有盛誉。毕业于牛津大学皇后学院，哥伦比亚大学临床神经科教授。被书评家誉为本
世纪难得一见的“神经文学家”，被《纽约时报》誉为“医学桂冠诗人”。萨克斯得过的写作奖项包
括霍桑登奖和乔治波克奖，也是古根汉学术奖获得者，同时也是美国艺术和文学学会的会员。常年为
《纽约客》、《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专栏供稿，是《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的常胜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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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推荐序1 姬十三
推荐序2 蔡曙山
作者序
第一章　走入寂静
第二章　人性与语言
第三章　无声的怒吼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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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看
2、想读
3、Oliver Sacks的作品总是展现一个另类却魅力无穷的世界，讓人不自覺地對差異和未知心生敬畏。
殘缺的定義是什麼？又是誰去定義的正常和完美？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僅體現你我的不同，並沒有高
低之分。書中對聾人世界的描述，讓人不禁思考， 所謂的社會平等，所謂的同情和憐憫，是不是僅是
一個”正常人“眼高於頂的自我優越感和自以為是？所謂的平等不是嚷嚷著讓別人得到和自己一樣的
待遇和權利，而是應該爭取本質上跟於我們有益處，適合我們的所有服務和權利一樣，適應他們的不
同，於他們有所益處的服務和權利。
p.s 譯者的水平也不錯。
4、季风蹭读，三星半。个人阅读的全新领域，而且是之前就感兴趣的聋哑人情况。这本里面写了不
少手语的分析，且注释比正文丰富啊。不过我更想了解聋哑人思考方式，这本里面触及不多，故目前
帮助不大。书末的延伸阅读书单颇具指导性。【资料书】
5、手语同样适用于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
失聪者学习手语会改造大脑。比较一般人，他们的空间感会更强。
6、对失聪者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Page 5



《看见声音》

精彩书评

1、身边没有聋哑人，之前也没有接触过相关题材。以前上学的时候，听说学校旁边有一家聋哑人学
校，却只碰到一次里面的学生。几个人隔着双向四车道的马路互比手语，车水马龙的下班高峰似乎只
有他们能隔着马路对话。看着这一幕，第一反应却是他们的视力真好，离那么远也能看到对方的手势
。之后又和其中两个学生上了一辆公交车，一路上两人热烈的比划手语，一车默默的公交上仿佛我们
才是不能参与交流的残障人士。这是当时最大的感想。这本书并没有详细描述聋哑人的生活状态、手
语的具体内容，更多的是范范列举，缺乏深入的阐述。是初阶的入门读物，带给普通读者一些破除成
见的观点，例如：手语是一门具有完整体系的语言；手语的学习是对聋哑人智力发育具有重大影响；
手语的学习和一般语言一样具有最佳年龄；手语教学也有各路观点诸多反复；聋哑人比起残障人士更
可以认同为一种非主流文化团体。诸多观点的确让人眼前一亮，只是很多都带过了，需要通过书后的
相关目录进行补充。章节中的注释颇多，多是对文中范范而过的举例多补充，也充斥了作者的天马行
空，太多太长容易打断读者的阅读体验，从生动有趣的注释回头已不知正文所述了。值得注意的是本
书中的大多内容早是上个世纪的成果，其中美国大学聋哑人士争取权利等距今也过去十年有余，反观
国内聋哑人士仍是寂静无声，也不知是因为自己实为圈外人士没有消息听说的缘故。残障人士在国内
外的生活状况确实有差，去国外旅游也经常能看见残障人士正常出街享受特殊服务，国内虽然现在硬
件保障渐渐完备，却很少能见使用。久之残障人士隔离于主流生活外，便更容易社会所遗忘。不知当
年看到的那些学生生活如何了，中国当前特殊学校教学效果又是如何呢。
2、在看这本书之前刚好看了一个视频，每年因用药不当致三万幼儿失聪。看到视频里的小孩因为说
不出话而着急的哭起来、发脾气、心疼妈妈，我眼泪就忍不住流了下来。然后一天之内看完这本书，
我很感慨，几度觉得自己眼角湿润，作为一个妈妈，看到文中那些没有被认真对待的聋哑小孩，真的
很心痛。他们本可健康正常的长大，至少成为不远离社会的人，却因为环境家庭成了真正的“聋哑白
痴”。看完全书的另一个感慨是，为什么文中没有描写中国聋哑学校的发展历程，中国聋哑人的过去
与未来。脑袋又明白过来，这是美国作家的书，当然写的都是美国现状。我不禁联想起大学时代，我
所在的师范大学有特殊教育学院，平常关注不多，但是我知道学校有个协会，里面很多聋哑学生都是
特殊教育学院的，他们和我们是同样的身份，没有矮一截，特殊教育学院也只是学校的一个普通学院
而已。他们和重庆大学的聋哑协会经常有活动有交流，我有次看到其中一部分同学，在公共场合，他
们没有一点羞怯，自如的用着手语进行交流，我很感兴趣，让他们教我，一个女孩子教了我一句：“
你让我看见过去”，整个过程他们很放松，我也没有特别看待。至今回忆起来，特别是看完这本书，
我有些欣慰，忧国忧民的心终于放下一些，至少在我国，聋哑人可以正常接收大学教育，不管是什么
层次的大学都有他们的存在位置，那就好。文中有一个小孩叫约瑟夫，天生聋人，因为周围和家庭的
不用心，把他当作痴呆，自闭症，而他极度渴望与人沟通，却一筹莫展。文中最后说“在心智上，他
就像一只动物，跟婴儿没什么两样。自从降生人世，他就困在一座与知识绝缘的牢笼，心灵如同一潭
死水”，这样的形容谁看着不难受呢，在18世纪几乎每个聋哑儿童都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终其一生
苟延残喘、虚度光阴。里面有很多失聪小孩的例子，当然也有好的，夏洛特就是其中之一，而这样好
的例子少不了的是父母日复一日的付出，永不愿放弃的精神。利奥雅各布斯在他的短篇自传中提到聋
哑孩子在自己家中被孤立的情况： “看着每个人谈笑风生，你的心灵倍感孤独”。家会是孩子最好的
港湾，如果家人都不了解也不在乎，那孩子的心门就只能关上了。我们都喜欢说的一句话，上帝为你
关上一扇窗户的同时一定打开了另一扇窗户，这在聋人的世界里体现的尤为淋漓，因为他们在其他方
面比正常孩子更突出。美国的聋哑学校的发展也并不顺利，爱德华加劳德算是旗帜一样的人物，这个
学校也是标志一样的学校。在学生运动中，加劳德大学的学生们展现了高超的管理才能，没有丝毫无
能的样子。有一门语言能表达自己，这些孩子就会活的精彩。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对他们不另眼相看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要寻找自己的路，过自己的生活，也以自己的方式死去”。语言不
是天赋，如果没有人教导，孩子永远不会说话。但是只要你愿意用心去教，不管什么样的孩子，他都
能会一门自己的语言。也希望很快能有对我们国家失聪人群的关注。
3、在读这本书之前，我有幸曾经拜读过奥利弗·萨克斯“探索者”系列之中的《错把妻子当帽子》
，在那本书里，作者用其专业的医学心理学知识和其独特幽默的语言将一个个患了心理病的患者描述
的如栩如生，让人仿佛看到了那个人，而这本书也是延续了作者独特的风格讲述的独特的精神世界，
独特的一类人。奥利弗·萨克斯说，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要寻找自己的路，过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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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以自己的方式死去。我特别喜欢作者说的这句话，仿佛在警醒着世人，又或者是在用另一种态度或
者是一种普通的眼光讲述着一个普通的人。我很喜欢作者的书，打算将奥利弗·萨克斯“探索者”系
列的图书都细细的读一遍，这个系列包括《错把妻子当帽子》《火星上的人类学家》《脑袋里装
了2000出歌剧的人》《钨舅舅：少年萨克斯的化学爱恋》《看见声音：走入失聪的寂静世界》《看不
见风景的人》。作者的一生是令我钦佩的，他的一生致力于人类医学心理学和认知的探索，他通过记
录和生动的描述一个又一个不可思议的个体，改变了我们对自我和外部世界的认识，获得了超越现有
生命的种种可能。作者是深入人类的大脑结构研究，以及对损伤了大脑的或者生来有大脑缺陷的人群
的生活，用平等和独特的视角观察一群鱼我们不同的异类，他们中很多人是不一样的天才或者某一个
领域的翘楚甚至是专家。这本书依旧是延续作者的这套自我认知系列的精神，怀着深刻深邃的人文关
怀，加之其深厚扎实的医学知识，展开了一堆对人类大脑和生活的奇幻之旅。在这本书中，作者探索
了失聪人世界的种种面向。人，是语言的产物。当初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大抵凡是人类皆具有思
想能力。但是听力正常的人却忘了，人是用语言来思想。那如果没有了语言能力，人类的内心世界又
会是怎样的一番境界呢？《看见声音：走进失聪人的寂静世界》是带着我们走入了失聪人的世界，讲
述了他们在语言上所面对的艰难挑战以及种种困难，探索了这个世界的种种面向，以及人何以为人。
作者打开了一扇通往奇异国度之门，他人是一面镜子，从他身上，我们能更好的看清楚自己，极力推
荐给大家阅读！
4、初心：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学不好外语？？？尽管我真的是从很小的时候就
开始学习那种语言，但在它面前，我依然觉着，自己是失聪的少年。始终：对语言的反思，语言对于
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就只是沟通的工具吗？如果你真这样认为，想的简单了！认知体系的构建，似
乎都离不开语言，更正，应该是符号系统。回退到婴儿时期，听不懂的时候，全部都是依靠视觉来捕
获信息，之后才是将信息赋予抽象的符号，语言化。如果不能一一对应起来，就如天生失聪，又无人
来引导，不能沟通一样，则将灵魂置于死地。不论是通过动作还是通过声音，我们和外界产生联系，
形成信息交互的环。所以符号系统不仅是种群沟通的工具，更是，自己和外界环境达到协调交流的媒
介。即：符号系统作为  1、理解外界的方式而存在。2、使思维简洁化。3、沟通工具。那么反观学习
外语的状态。1、并非理解外界的方式，只是作为中文的翻译。2、思维简洁化，都是用中文思维的，
然后在翻译为英文。3、沟通工具，这个还可以，起码基本听说满足，其他都不成。语言分为两个层
次：基本层靠天赋，表意层靠经验。发现问题：基本层满足的情况下（听说的基本交流没问题），后
天的经验为什么不增加？词汇和文法的学习最好的途径是阅读。大脑并没有为第二语言形成自己的思
考行为模式，依旧依靠母语构建的形式来进行的，所以翻译这个工作，其实是加重了认知负担。解决
办法忘掉母语是否就能学习好呢？不对，是经验积累的不够，符号学习是顿悟的过程。或者说是大脑
神经元在脑中尚未形成强连接。所以，日耕不坠是条件，怎么才能有意识的训练呢？如果不能身处环
境，那么1、在读第一章的时候，曾一度思考，是不是要都先转化为图像，然后直接建立新的系统呢
？图文并茂2、前一段时间想用数字帮忙，比如把单词和数字结合，作为记忆索引，像26个字母一样去
查询，按图索骥这些方法是否可行呢？身体力行下，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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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看见声音》的笔记-第19页

        美国国会在1864年通过立法，授权位于华盛顿的哥伦比亚聋人暨盲人学员升为国立聋哑大学，也
是史上第一所专为失聪者提供高等教育的机构。首任校长是加劳德特的儿子爱德华，1816年，他曾经
邀请克莱尔到美国。这所机构之后改名为加劳德特学院（现在为加劳德特大学），至今仍是全球唯一
专供聋哑人士攻读的艺术学院。

2、《看见声音》的笔记-第175页

        每一所黑人大学的校长都是黑人，象征着黑人要自己领导自己，不容外人越俎代庖。每一所女子
学院的校长都是女人，表示女人有能力领导她们自己。唯独我们的大学除外！，难道表示我们没有这
个能力？社会在进步，失聪人需要平等，他们要的不是施舍，不是同情，他们需要尊重，他们需要有
一天可以和正常人站在一起证明他们哪怕身体上有所缺陷，可灵魂永远高于一切。

3、《看见声音》的笔记-第61页

        这些孩子天真无邪，思想呆板，阅读和写字都显得十分吃力，比起一般听力正常的孩子，他们对
世界一无所知。坦白说，我最初的想法，是认为他们并非智力异常或禀赋不足，而是与精神层面的缺
陷有所关联。但根据仔细观察思索之后，我确信，他们的精神缺陷也和一般直观的字面意义有所区别
。他们的智力就和正常人意义，却基于种种因素，某些方面的智力遭到埋没。除了知识范围受到限制
，许多孩子显得态度消极，懒散被动，羞涩腼腆，缺乏自信，紧张兮兮，拙于交际，一旦置身人群就
自我封闭。

4、《看见声音》的笔记-第85页

        斯托克认为，手语不仅具有描述和文章体裁的直线性，还包含“电影”的叙事结构。手语是一门
科学，它足够体系化，能够帮忙失聪人群更好的去记述。

5、《看见声音》的笔记-第63页

        一旦语言能力无法健全发展，将进而影响其人格趋于窄化，知识领域受困，情感饱受摧残。
最惨的状况，就是语言的学习能力的完全丧失，到头来，根本不知道语言是什么东西。

6、《看见声音》的笔记-第63页

        我也看到许多年幼失聪的成年人，据他们的老师表示，他们小时候都不会说话，其中少数具有语
言能力，表达方式也很差，如今各个成就斐然，某些人专攻物理，某些人从事创意写作，水平绝不输
给一般人。幼年时期的身心残障，原本可能导致终其一生陷入困境，但施以良好的教育环境，他们的
命运就从此改观

7、《看见声音》的笔记-第54页

        一个字眼不是用来指称某一个单一对象，而是这个对象的整体类别，换言之，每个字眼都具有概
化的功能。概化是一种思想的口述表现，其反射现实情境的方式和情感或意念的反射方式大异其趣。
任何事物都有其主观表述。

8、《看见声音》的笔记-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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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语是一套异常完备的语言，足以表达及其复杂的七情六欲，也能涵盖各种细致微妙的意义，让
使用手语的人针对各种具体或抽象的主体大发议论，而其经济效益和文法结构，则一点也不逊于口述
语言。
事实上，天生失聪者对这些都了然于胸，听觉正常的人则多半出于善意，反倒把手语当成一种原始、
粗糙、扮演哑剧般的低劣产物。连艾培自己都有误解，现代人更普遍有类似的错觉。

9、《看见声音》的笔记-第105页

        P104-105一种语言的原始“性格”，在于创造性及文化面的素质，反应其文化背景，呈现出（也部
分左右了）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一个人的语言，占据了整个思考领域，涵盖此人的传统、历史、信
仰、生命的基本素质和全幅的心灵版图。P100共通性的语言能力来自天赋，特定的“表层”语法取决
于个人的生活经验，是靠后天的培养。翻译过来就是，吃 是基本天赋，食用 用膳 等形容词的积攒则
是生活阅历，经验决定用词。

总体来说，感觉就是符号系统的构建是积累和顿悟的过程，积累是经验，顿悟是天赋。
当然也少不了神经系统的参与。

万万没想到的是，手语在脑神经研究中居然和语言是在同一个区域，左脑控制。。。我一直觉着右脑
感觉在参与手语形成时比口语形成参与的更多啊，结果是，无显著！
证明手语也是语言。。。

10、《看见声音》的笔记-第69页

        P69童年时期的创意性对话，会激发孩子的想象力，拓展心灵空间，塑造独立自主、积极进取、乐
观幽默的人格。所谓创意性对话：
用活灵活现的语言，描述看到听到摸到的世界万象；
对本质复杂的事物，给予观念上的正解，不是给个名字了事；
用形容词描绘事物属性，站在孩子的角度指称事物；
而不是把世界描绘成一堆人和静态物体各就其位的空间。

思维和思想这两个词在这里忽然变清明了，思维归纳演绎，思想则更为高级。
思维在没有符号系统的帮助下，凭借自身，似乎很难发展成为完备的系统，在孤独中渡过。
p56不过，当他学会说话之后，就掌握了概化的能力，摆脱以往模糊零散、支离破碎的意识空间，进
入另一个井然有序、脉络分明的世界
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从混沌走向清明吗？
怎么才能理解明白所见所闻？怎么才能像别人一样的生活？
语言到底是为了什么？

读前面的时候，我好像写过一段关于语言的理解。
表意是干嘛呢？
——&gt;信息交换获取更多。

理解不了的就排斥
构建不了的就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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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2可见，她想要的不是零碎片段的事实，她内心希望能了解万物彼此交互构成的关联，体验这个世
界的实质意涵。我因此坚信，惟有依靠繁复的交谈对话，才能提供从感官空间通往意念世界的渠道；
最初是和父母相互对话，接着予以内在，开始进行“自我对谈”，就是通过这种隐晦的方式，个人的
独立思想才会形成。也就是形成内在语言。内在语言是孤立的区块，其中充斥各种难以理解的谜团，
语言呈现自我，真正的语言与真实的自我，是通过内在语言构成基础框架，借此不断吸收事物的意涵
，作为组成个人心里的元素。孩子通过内在语言发展自身思维观念，从而掌握事物的含义。通过内隐
的自我对话，建立自我意识。格式塔心理学似乎也是这样理解的。
这也可能是为什么说7岁以前是学习语言最好的时机，在构建自我意识时使用的方式。

当时的英语老师年轻啊，只知道7岁，而不知道构建自我意识。
那么，现在，我们是否在学习第二语言的时候，能采用这样的方式呢？
用第二语言重构意识。
学习英语，现在提倡的环境教学，就是想这样做。传统的教学方法，背单词学语法写作文，也是构建
体系的常见方法。但为什么在我身上不好用呢？用中文的思考方式翻译为英文的样子，这个不对。
物——》中文——》英文，体系其实还是中文的。
物——》英文，这个过程才对。
如何跨越中间的转换？
从看图说话方式背单词吗？有些软件是在这么做，我自己也尝试过，但仍然没有什么用？是年岁原因
吗？不是！

         语法                =            结构                            时间
         词语                =            数据                            劳动
语法+词语：文章          结构+数据：内容                 世界

11、《看见声音》的笔记-第7页

        如果不是年幼失聪，情况是否真正的“好过”失明？答案见仁见智。不过，就潜在的情况仔细推
测，天生聋哑的确比天生眼盲更惨！对于学语之前就丧失听力的人，因为听不见父母讲话，若是不及
早采取有效的方式加以补救，很可能导致语言发展严重迟缓，甚至造成永久的语言障碍。

12、《看见声音》的笔记-第9页

        每一个患者，其实都有自己独特的、值得尊重的人格世界，有着我们未必能达到的宁静和辽远，
甚至是通透。

这些故事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告诉我们，“病”这种东西，未必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缺陷、不适与
疾病，会产生出另一种发展、进化与生命的形态，激发出我们远不能预料的创造力。
以上为姬十三为本书写的序里两段话。但这两段话，却警醒我们，其实并不需要以悲情去看待与我们
不一样的生存状态，最好的尊重，不是眼泪，而是看出他们的闪光点！

13、《看见声音》的笔记-第3页

        选这书的原因是，
我想知道，在学习外语的时候，因为听不懂，所以也会有种失聪的感觉，如果读一本讲失聪认知的书
，是否能对我学习语言有所帮组呢？
带着这样的假设，我翻开了此书。
在做着序论的时候，说“我们的语言、思考、沟通以及文化的能力是上一代传给下一代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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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看见声音》的笔记-第46页

        要理解语言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厘清语言的基础功能，若把目标放在失语症患者身上，根本是找
错了对象！这些人原本就具备语言能力，虽然日后基于某些因素无法讲话，但对于语言的概念已有相
当程度的理解。由此可见，真正值得探索的对象，是那些无从培养语言能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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