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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徐博客之后，又一标志性博客近日浮现：盲人博客“黑眼

睛”。“黑眼睛”之前，盲人的交流工具，只有电话、盲文

书信，学习工具无非盲书、录音机、广播和电视。“黑眼睛

”之后，我们要郑重地加上“网络”。 据统计，我国目前约

有500万盲人，每年约有45万人失明。而由中国盲文出版社开

发的用于帮助盲人上网的“阳光语音读屏软件”，目前在内

地已有4000个个人用户，全国各大盲校和残联培训中心广泛

使用；中国残联“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未来5年内实现5

万盲人普及使用电脑。 “黑眼睛”：盲人上网很方便 “黑眼

睛”博主、盲人薛建辉每两三天更新一次博客，她是如何做

到的？ “其实现在使用电脑和上网已经对我们盲人不是什么

难事了，”面对记者的疑惑，薛建辉说，“在一种读屏软件

的帮助下，我们根据语音提示，就可以跟明眼人一样正常地

使用电脑。只是我们是使用键盘操作而非鼠标。” 盲人毕竟

是不可视的，操作电脑方便吗？ “当然了，”她说，“我们

和明眼人一样，首先要学会电脑的基本操作，认识Windows

系统，然后安装上阳光语音读屏软件，它的语音会提示我们

目前的状态，再掌握一些快捷键的操作，上网、聊天、阅读

等等都很轻松自如。” 盲人网友：上网是我们最主流的消遣

活动 记者发现，网上有许多盲人论坛、聊天室，比如“自强

盲人论坛”、“中国盲人按摩语音聊天室”、“新疆盲人网

”、“宁波盲人创业网”等。 在“盲人挚友聊天室”，记者



与20位盲人朋友进行了一次语音聊天。 网名为“乐魂”的盲

友说：“盲人应该算是最忠实的‘网民’。因为由于我们的

行动不便，所以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靠听广播或摸盲书。

自从能上网以后，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泡在网上。它可以让

我足不出户知道天下事，可以和天南地北的朋友交流。”这

时有盲友抢着麦克风说：“嗯，没错，我们真是很喜欢网络

，它是我们最主流的消遣活动。” 记者了解到，该聊天室的

网友都没有见过面，但每天晚上会有管理员组织大家一起交

流讨论，话题包括时尚、音乐、阅读、电脑操作等话题。他

们反映，网络有如下好处：信息量大，范围广，远远超过盲

文书籍；由于盲人行动不便，不能正常地交流和来往，但在

网上可以结交朋友，不管是盲人还是明眼人。 网友“回忆”

说道：“使用电脑后的确很少摸盲书了。”盲人网友普遍表

示，与看盲文书比较他们更喜欢上网。 据中国盲人协会常务

副主席李伟洪介绍，盲人平时的交流工具包括：过去常采用

的书信、普遍使用的电话、现在大部分使用的电脑和刚刚兴

起的少部分手机短信。 他说，人获取信息有70%来自于视觉

，因此盲人只有靠听觉和触觉来获取那另外的30%。由于他

们平时的读物只有收音机、磁带和盲书，所以长期以来与社

会隔绝，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 李伟洪说，网络改变了盲

人的世界。首先，改变了他们的学习方式：他们现在可以通

过网络与明眼人共享资源，获取信息更广更丰富。其次，由

于学习方式的改变，工作方式也有了变化：就业范围更宽广

了，除了从事按摩行业，还有人做文员、心理咨询师、音乐

编辑、炒股、翻译等各种以前不能涉及的行业。接着是生活

方式的改变：盲人因为行动不便，使交往范围狭窄。但是网



络使时间加快，空间缩小；网络上，他们与明眼人平等。知

识面的开阔提高了他们的素质，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也

使他们心理上更加自信和快乐，而最终改变的就是他们的人

生历程。 盲文出版社：帮助更多盲人上网 “虚阁悬琴”是“

盲人挚友聊天室”的管理员，他的真名叫何川，是中国盲文

出版社信息无障碍中心主任。据他介绍，中国盲文出版社

在2001年底成立了专业的软件开发团队，在2002年9月开发出

“阳光语音读屏软件”，经过盲人朋友的测试，在实际需要

上不断修正，以平均一年一个版本的速度进行软件更新。现

在在大陆已经有近4000个个人用户，台湾800个个人用户，此

外还有全国各大盲校和残联培训中心等许多团体用户。 据何

川介绍，中国残联“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今年开始下大

力度对盲人群体进行电脑培训，计划在未来5年内实现5万盲

人普及使用电脑，更好地改善盲人群体的生存状态。 辨析：

网络面前，盲文有什么前途 既然上网对盲人来讲比明眼人有

更多的好处，而有关部门也在推动盲人上网，那么盲文、盲

书是否会被网络消灭？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盲人协会常务副

主席李伟洪和中国盲文出版社信息无障碍中心主任何川。 ■

何川：盲文劣势明显 一、盲文不是盲人的文字。因为有的盲

人不是先天性失明，而是后来成人以后才变盲的，他们没有

学习过盲文。即：盲文并不适合所有盲人。 二、盲文本身局

限性很大。全国专业从事把汉字翻译成盲文的人不超过100个

，这使得盲人获取信息的可能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而摸盲

文的速度比较慢，也限制了盲人获取信息的速度。摸盲文还

会受到温度的限制，温度过低会降低手指的敏感度，这也影

响获取信息的速度。最后，我们还不得不承认，“写”盲字



还是一个体力活。如果一个人一天写5000字的盲文，手就会

很酸，并且长期“点字”也会使手变形。 ■李伟洪：盲书有

很大劣势 一、信息量小：一本盲书最多不超过200页纸，信息

量最多不到8万字。 二、造价昂贵：盲书纸张是由大兴安岭

红松做成的牛皮纸，200页的盲书价值150元左右。 三、不易

收藏：一来体积大，不方便摆放；二来牛皮纸极怕潮湿和挤

压，容易折损，不方便邮寄运输；三是用盲文笔点出的字，

经过盲人的多次翻阅和摸压，使得盲字的凸点变得模糊不清

，不能多次阅读。 ■李伟洪：盲书是盲人的最佳学习工具 盲

书也和明眼人的汉字书一样，是不会被电子读物完全取代的

。盲书毕竟是盲人最主流的信息承载工具。而且和听来比较

，盲人摸字等同于明眼人的看和写，是加深记忆的最好方式

，所以盲书是他们最适合学习的工具。网络是对盲书阅读方

式的一种更好的补充。说二者是相互弥补的形式更为贴切。 

■何川：期望有理想的方式替代盲文 根据目前的形势，盲文

还不会没落，但是人类的想象力是永远也赶不上科学进步的

速度的。就像多年前很多人也不会想象得到盲人可以使用电

脑。所以未来的事情我很难预测。不过比起汉字，的确盲文

少了些文化价值，至少汉字还有书法，是我国的国粹，而盲

文呢？现在，不也有点显器了吗，所以我们都很希望有一种

更为理想的方式来替代盲文。”(实习记者徐可文/摄) 相关数

字 中国盲文出版社是中国惟一的盲文读物出版单位，每年出

版盲文图书约10万册，涉及300多个领域。出版社通过两种方

式为盲人服务：一是低于成本价出售盲书；二是通过盲文图

书馆免费外借。中国盲文出版社信息无障碍中心主任何川表

示，保守估计，目前内地使用电脑的盲人有1万人。按国内



有500万盲人计算，上网者只占盲人的0.2%。欧美国家盲人使

用电脑的比例为17%。盲人的谋生能力和经济状况决定了许

多人买不起电脑，无法上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