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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歷程，以及探

討影響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因素。本研究以質性研究取

向中的敘事研究法作為研究方法，以深度訪談與現場觀察為主要資料蒐

集方式，訪談四位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資料蒐集整理完成後，將各

類資料歸納分類並摘取主題，再進行綜合分析。  

研究結果說明如下： 

一、 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歷程，依序為「啟蒙期」、「探

尋期」、「沉潛期」、「心流期」、「回饋期」、「朝向自我實

現期」六個時期，此六個時期是「不斷前進」的過程，以啟蒙

期為基礎朝向自我實現期邁進，且自我實現期並非職業生涯發

展的終點。 

二、 影響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歷程的因素，可歸結

為「個人因素」、「場域因素」、「系統因素」三環因素概念，

三環因素皆是由數項小因素構成，各因素之間互相牽引，影響

個體職業選擇、職業調適、與職業轉換。 

研究建議如下： 

依本研究之結論，提出具體建議供政府機構、啟明學校、

藝文協會、視障街頭藝人、社會大眾、與未來研究參考。 

 

 

關鍵詞：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涯發展、敘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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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career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treet performers with acquired visual impairment and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career development. The study adopted a qualitative narrative 
approach and conducte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4 street performers 
with acquired visual impairment. This study collected data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field observations. All data interpretations from the qualitative 
study were transcribed and the researcher classified all textual data, extracted 
themes, and analyzed them.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career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treet performers with acquired 

visual impairment is orderly: "enlightenment phase", "exploration 
phase", "incubation phase", "flow phase", "feedback phase" and 
"self-actualization phase". These six phases are a process of 
"continuous progress" that builds on the enlightenment phase and 
approaches the self-actualization phase. However, the self-
actualization phase is not the end of career development. 

2.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street 
performers with acquired visual impairment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concepts of " personal factors ", " field factors ", and " system 
factors ". The three-ring factors are composed of several factors. 
Various factors lead to each other, affecting individual career 
choices, career adjustments, and career transitions. 

Finally,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suggestions are made for government 
agencies, special schools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arts and cultural 
associations, visually impaired street performers, the general public, and future 
research guidelines. 
 

 

Keywords: acquired visual impairment, street performer, career development, 
narrativ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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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心之所向《緒論》 

等待清晨那一道陽光 靜靜灑在疲憊的遠方 

關於那些昨日的悲傷 就當作夢了一場 

對我的愛是不是一樣 明天我們會變成怎樣 

或許還要多一點堅強 就能看到下一個希望 

至少我們還活著呼吸 再大的風雨 吹不熄 生命的奇蹟 

就算被全世界狠狠遺棄 你給的愛從來沒有離去 

不要再哭泣 不可以放棄 最初的自己 

那樣的夢有沒有遺忘 這樣的黑終於會天亮 

或許還要多一點原諒 就會找到自己的天堂 

（荒山亮，2017） 

    「人生真的有絕境嗎？如果有，那會是什麼呢？」105年度勞動部職

業災害勞工個案服務微電影『星夜微光』（吳永欽，2016），影片描述因

工作意外導致雙眼失明的馨儀，在原本順遂、家庭幸福的人生旅程，突來

的意外改變了人生旅程的方向；多年後，走出人生低谷的馨儀成了廣播電

台主持人，在節目中分享自己的際遇，「就當上天送給我一個全新的人生，

不轉彎，就看不到小路裡面的風景」。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壹、 研究背景 

    熱鬧的周末午後，碼頭旁的風景區，遊客們圍繞著雜耍表演者，時

而歡呼、時而發出讚嘆聲，遊客絡繹不絕的在打賞箱投入賞金；下個轉

角傳來悅耳的歌聲，視覺障礙街頭藝人彈奏著臺語經典老歌、時下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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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或古典樂，一首接著一首，遊客停下腳步聽了幾句，走到街頭藝人

自我介紹的看板前略為停留後，在打賞箱中投入了賞金。 

    演奏者是位多重障礙街頭表演者，孩提時便下定決心長大後要當個

音樂家。雙眼全盲加上腦性麻痺造成的肌肉高張力，即便全盲無法視譜、

肌肉高張影響鋼琴演奏，也無法抵擋對音樂的熱愛，從小勤奮練琴獲得

許多音樂大賽優異成績與總統教育獎，大學時如願就讀音樂系，演奏技

巧更加成熟精進，多次與國內外交響樂團在國家音樂廳合作演奏。 

    聆聽演奏者的演奏、看著他的笑容，我混亂的情緒逐漸平穩下來，

似乎有種療癒的效果；表演結束後，健談的他聊著音樂、聊視障者的生

活、聊夢想、聊求職的甘苦、聊街頭表演時的困境與收穫；視覺障礙、街

頭藝人，激盪出非凡的職涯歷程。 

    街頭藝人，街頭藝術家，用他們的歌聲、用他們的畫筆、用他們技

藝，妝點各個街道、風景區的面容，為城市注入熱鬧繽紛的活水。臺灣

近代街頭藝人認證制度始於 1996年的臺北捷運街頭藝人遴選活動；爾後

於 2003年開始，各地方政府積極推動街頭表演活動，並由各地方政府自

治訂定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相關規範，使街頭藝人在獲取街頭表演證

照之後，能於各地方政府所許可的展演空間從事藝術表演；各地方政府

為了鼓勵身心障礙者能走出障礙、展現自我，積極協助身心障礙者參與

各項職業技能培訓班，為視覺障礙者開設音樂表演培訓專班，課程結束

後鼓勵學員報考街頭藝人證照、或是媒合音樂相關產業工作，各地方政

府更在各藝文活動中增加身心障礙者表演的機會，也協助拓展商業演出

的機會，提高身心障礙街頭藝人的知名度外，也增加生活收入。  

 

貳、 研究動機 

    依據 2019年 5月我國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統計，視覺障礙者就

業率約 17.9%，其中從事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約佔 5.6%、出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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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約佔1.5%，樂器製造及調音人員約佔0.4%，

其他則以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類別居多，約佔 35.6%，服務及銷售工作

人員類別包含餐飲服務人員、按摩師、電話及網路行銷人員等，上述職

種中又以按摩師佔 24.6%為最多。從上述數據中可觀察出視覺障礙者職

業選擇仍以按摩師為多，視障按摩也是視覺障礙者希望參加在職訓練種

類之一，而從事藝術娛樂與休閒服務職種所佔的人數比例與其他職種相

較雖不高，卻是在身心障礙群中為最多者。 

    受限於視覺喪失因素，加上臺灣日治時期受日人盲人按摩及 1900年

起的盲人教育課程，百年來臺灣視障按摩在法令、教育的開路下，視障

按摩逐漸成為臺灣已就業視障者主要的經濟收入來源；具有音樂優勢能

力的視障街頭藝人，街頭表演能否成為生活經濟來源呢？研究指出視覺

障礙者具有靈敏的聲音感受 (Hamilton, Pascual-Leone & Schlaug, 2004)，

經過專業訓練後，適合從事廣播專業人員、廣告配樂配音、音樂演唱等

工作，因此，國內視障特殊教育學校（啟明學校）、視障相關機構基金會

提供樂器、樂理、演唱技巧、表演藝術等相關課程，協助視障者能藉由

優勢能力開拓另一技能。 

    徐智勇（2014）研究指出視覺障礙街頭藝人以其他工作為主業，兼

以街頭藝人工作為副業比例最高，亟待努力開發演出場地，增加較多的

工作機會與經濟收入。演出機會不一定、收入不穩，為理想遊走街頭的

同時，尚須忍受他人的質疑（萬明美、柏廣法，1999），加上人際互動

上，視覺障礙者無法觀察周遭他人表情與肢體動作，街頭表演時難以與

觀眾互動，或是觀眾過多的關注、同情，均是引起視障街頭藝人對自我

能力的懷疑（郭惠瑜，2017）。 

    行政院勞動部調查指出視覺障礙就業者職場困難以工作技能無法勝

任、工作負荷重、交通困難、受傷或生病無法工作、工作場所沒提供無

障礙設施等因素影響其就業意願（行政院勞動部，2020），而臺灣政策

法令的調整、改變亦造成視障者就業的改變；以按摩業為例，1980年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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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福利法明定「非本法所稱視覺障礙者，不得從事按摩業」，間接的為

視障者從事按摩工作提供了一個保障，這也促使重度視障者從事按摩師

的比例提高，而在 2008年司法院宣告身心障礙者保護法「非本法所稱視

覺障礙者，不得從事按摩業」違反憲法平等權、工作權（司法院，2008），

此法條解釋引起視障按摩者一陣譁然，一致認為剝奪所有視障者的生存

權，影響視障按摩師生計（何玉華、許敏溶、陳璟民，2008）。 

    自 2003 年臺北市政府積極推動街頭藝人表演後，2005 年起各地方

政府陸續立法訂定街頭藝人街頭展演相關規範與辦法，多數地方政府為

了鼓勵身心障礙者走出障礙從事街頭藝術，於街頭藝人審核報名費用給

予優待，或於證照審議時在「與觀眾互動性」此項目給予合格，多種方

式提供具有音樂優勢的視覺障礙者發展音樂才華，促使視障街頭藝人開

啟街頭表演新樂章。 

    街頭藝人審議制考取證照方式運作十多年後，帶動各鄉鎮、各觀光

風景區、商圈、老街等街頭藝術表演文化；2018年臺南市率先將審議制

改成登記制、2021年起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等縣市也變更

為登記制，地方政府文化局將審議制調整為登記制主要目的為以鼓勵的

態度取代僵化的技能評比，讓有意成為街頭藝人者能以登記的方式取得

展演取可，再由市場機制篩選，登記制引起部分街頭藝人不同的想法，

臺灣街頭藝人張博威認為登記制意味著人人都能當街頭藝人，街頭藝人

品質無法控管，最終劣幣驅逐良幣，逐漸出現品質不好的街頭藝人（陳

俐妏、歐碧薇、黃于恬、陳亭妤，2019）；而在街頭藝人場地與保障名額

方面，2021年登記制實施後，臺北市取消音樂類於熱門景點的展演申請，

場地名額保留 3%給原住民，未保留給身障族群，新制帶給身障街頭藝人

不少衝擊（游念育，2021）。 

    2019年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疫情的影響下，各商圈、

地下街等室內表演場地，無法進行展演活動，而戶外觀光景點遊客減少，

打賞收入銳減，只能依靠積蓄與申請政府紓困方案度日，再利用疫情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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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時登記展演；2021年年初臺灣疫情再次高漲，再次影響視障街頭藝人

街頭表演、商業演出的機會。 

    Super (1990) 指出職業生涯發展深受職業自我概念的影響，職業自

我概念由個體的興趣、需求、人格、成就與外在環境的社會經濟、社會

政策、就業實況構成，而個體每個階段的生命歷程有其對應的職業發展

任務，個體在不斷的選擇與調和後，藉由職業生涯實現自我；Savickas 

(2009) 從生涯適應的觀點探討個體對生涯的調節與適應，職涯發展亦是

個體與環境之間的適應情況，外在環境所帶給個體的經驗影響個體的決

策與行動。因此，個體在視力損傷後，生命事件的改變，以及街頭藝人

證照考取方式的改變、與高危險傳染疾病的影響下，對其職涯的發展是

否有所影響，此議題值得深入探討。 

    再則，如同上述徐智勇（2014）研究中所提及視覺障礙街頭藝人以

街頭表演為副業者居多；隨著外在環境變動、按摩業法令政策、街頭藝

人證照審核的改變，具有音樂優勢的視覺障礙者，在謀生與興趣之間如

何調適，對其職涯發展的影響，亦是值得深入探討之議題。 

    綜上所述，個體的職涯發展自我概念與外在環境的調適，形塑個體

的職涯發展，研究者認為非先天視覺損傷者，生命歷程需再經歷自我認

同的調適，調適的歷程依序為「認同崩解」、「自我接納」、「自我肯

定」、「自我超越」及「自我實現」，個體是在正向的個人內在因素與正

向的外在因素影響下，逐步達成自我實現（吳佳蓉，2015）；然而，在中

途視覺損傷後生命事件的轉變，及時代變遷下與時俱進的政策法令，中

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在心理與外在環境的交織下，影響中途視覺障礙街

頭藝人其職業生涯發展的因素為何？為本研究的研究動機之一；再則，

本研究更可以從研究參與者敘說中探討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

發展歷程，以呼應前述學者的研究，此乃本研究的研究動機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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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陳述，研究者欲探討在時間與空間的

交錯下，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的歷程、及影響中途視覺

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因素；考量研究參與者經驗之獨特性，本研

究以質性研究法之敘事研究取向進行探究與瞭解。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如下： 

一、 探討影響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的因素。 

(一)、 影響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因素為何？ 

二、 探討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的歷程。 

(二)、 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其職業生涯發展歷程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以下就本研究所涉及之重要名詞加以解釋，包含中途視覺障礙、街

頭藝人及職涯發展歷程，加以界定如下： 

 

壹、 中途視覺障礙 

    中途係指後天視覺損傷，因各種原因導致視覺器官之構造或機能發

生損傷，經治療後對外界事物難以辨識，先天失明與後天失明並無明確

的年齡劃分，但學者以 5歲為主要切分年齡 (Moore, Graves, & Patterson, 

1997)。視覺障礙 (visual impairment) 係指因先天或後天中途原因，導致

視覺構造與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傷，且此損傷已影響其活動與社會生

活參與，依據衛生福利部 2017年修訂之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視覺

障礙係屬經由身心障礙鑑定，取得第二類「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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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及疼痛」視覺功能缺損之身心障礙證明者（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

2017）。 

本研究所指「中途視覺障礙者」，皆選取符合身心障礙鑑定基準

b210.3 重度視覺障礙者，致障成因為生理年齡 5 歲之後因疾病或意外所

造成的視覺喪失，其障礙程度為雙眼全盲者。 

 

貳、 街頭藝人 

    街頭藝人 (street performers) 係指於公共空間進行藝文活動，並接受

現場觀眾打賞或文創商品認購的藝術表演者；依據臺灣各地方政府所訂

定之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法之定義：街頭藝人係指於公共空間

從事藝文活動之自然人或十人以下之團體，藝文活動內容包含收費性戲

劇、默劇、丑劇、舞蹈、歌唱、樂器演奏、魔術、民俗技藝、雜耍、偶戲、

詩文朗誦、繪畫、工藝、雕塑、行動藝術、使用非永久固定之媒材或水溶

性顏料之環境藝術、影像錄製、攝影及其他與藝文有關之現場創作活動，

且需取得文化局核發街頭藝人活動許可證（臺北市政府文化局，2005；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2017；桃園市政府文化局，2015；臺中市政府文化

局，2013；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8；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12）。 

    本研究所指「街頭藝人」是指依據臺灣各地方政府文化局（處）所

擬定之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法（實施要點）之規定，經官方審

核認證取得街頭藝人許可證者。 

 

參、 職涯發展 

	 	 職涯發展 (career development) 是指個體在生命發展階段中，各階段

所扮演的角色與其對應的職業發展任務，個體需充分瞭解自我、瞭解需

求與動機，才能順利的達成階段任務，職涯發展深受個體職業自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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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外在條件的影響：良好的心理態度、對職業的願景、幼年期的父母管

教、社會政策、社會環境等；職業發展是一個終生的學習和決策過程，

使個人的職業選擇、價值觀、生涯型態、角色整合更接近理想的工作、

技能和生活方式 (Roe, 1956; Super, 1980; Super, 1990; Super, Savickas, & 

Super, 1996; Savickas, 2013)。 

    本研究所指「職涯發展」是指個體在視覺喪失後，個體在自我心理

與外在情境互動下，職業選擇、職業準備與職業調適等職業發展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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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引路明燈《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三節，藉此探討與本研究相關之文獻，第一節從文獻中探

討職涯發展源起與相關理論，第二節探討臺灣視覺障礙者就業現況與發

展，第三節瞭解臺灣街頭藝人流變、制度與相關探討；分別詳述如下。 

 

 

第一節  職涯發展理論 

    本節將探討職涯發展理論，首先第一部分探討生涯與職涯之間的關

聯性與 19 世紀後職涯發展相關理論；第二部分為近代深受各國關注的

Super職業生涯發展論，瞭解生涯發展歷程與職涯發展之間的關係；第三

部分為 Savickas 生涯建構論，從其論述論述中瞭解個體與環境之間的適

應理論；第四部分為本節小結，簡略歸納說明職涯發展理論與本研究的

關聯性。 

 

壹、 職涯發展綜論 

「生涯」一詞出現於中國古籍中，意指生命、生活、生計、財產等意

思。戰國時期莊子《養生篇》中：「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 原意

道出生命之限度，而後引申為一個人所過的生活或所經歷的人生； 南朝

時期沈炯《獨酌謠》的「生涯本漫漫，神理暫超超。」及唐朝劉禹錫《代

裴相公讓官第三表》的「聖日難逢，生涯漸短。體羸無拜舞之望，心在有

涕戀之悲。」兩則詩篇中，將生涯意指人生、生命；北周庾信《謝趙王賚

絲布等啟》：「望外之恩，實符大賚，非常之錫，乃溢生涯。」及南宋陳

亮 《謝陳參政啟》：「暮景生涯，恍如落日；少年夢事，旋若好風。」

則將生涯意指為生活；唐朝沈佺期《餞高唐州詢》：「生涯在王事，客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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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蹉跎。」與元曲馬致遠的《漢宮秋》：「番家無產業，弓矢是生涯。」

所指的生涯則有生計、謀生之意。由上述中國古籍之例，生涯一詞除了

涵括生命意義、生活態度之意涵，也被引用為生活之計、謀生之業。 

根據Merriam-Webster字典之意，「生涯」英文 career，字源自於古

羅馬文 cararia 與拉丁文 carrus，原意為道路、輪式車輛的軌道；中世紀

歐洲騎士競技錦標賽，騎士們需騎著馬在短時間全速騎行，因此 career也

意味「以堅決的態度用最快的速度前進」之意。19世紀 career被引申為

人生工作的道路，更隱喻著一個人所經歷的途徑或是一個人一生的職業

生涯過程，career逐漸具有職業持續性與持久性之意，它強調長程與整體

的概念，同時具備跨越時間與空間的意涵（金樹人，1997；林幸台，2007），

career 對個人的生命歷程中更有恃以維生的事業、受過訓練並做為永久

從事的職業、或是在專業領域中取得成就之意。 

生涯理論相關研究源起於心理與輔導學，西元 1900年代起世界情勢

轉變，工業化時代的變革與過渡使得社會動盪不安，農業部門的工作流

失，重工業工人需求的增加，美國社會在此動盪下催生了職業諮詢，希

望能藉此方式協助工人就業以消除貧困與不合標準的生活條件；而後，

隨著工業發展的進步、發展國家經濟成長，1950年代起，美國學者紛紛

針對不同的年齡層、不同的行業別，進行相關研究與探討，建立職業生

涯之定義與理論。  

從國內外字詞之意中可發現，隨著時代的演變，生涯概念除了有廣

義的個人生命發展歷程之意，亦有個人一生的職業歷程。職涯發展理論

初期是由美國學者為改善國家經濟與就業問題，以就業媒合為出發點，

開啟生涯發展、職涯發展之研究。學者從心理學、社會學、認知學及發

展學等領域進行研究，藉此從不同的視角探討生涯與職業之間的關聯性，

Super (1981) 歸納分析各大學派，區分成下述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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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匹配理論 

    匹配理論 (matching theories) 重視個人與工作的媒合，又

可細分為差異取向、情境取向、現象取向。差異取向強調生涯

發展與個人人格特質的關聯；情境取向則強調社會環境、社會

經濟結構、個體社會化過程與個人生涯發展的關係；現象取向

著重於自我概念、自我諧和與生涯之間的關聯性。 

二、 發展理論 

    發展理論 (developmental theories) 以生命發展階段為重心，

強調個體在不同的生命階段對自我的認同、對職業的自我覺知、

各生命階段角色扮演與生活空間的協調。 

三、 決策理論 

    決策理論 (decision-making theories) 的研究著重於個體在

職業發展或是媒合的過程中，所經歷的生涯決策與型態。 

    Parsons的職業選擇論系屬匹配理論，為職業輔導之始。西元 1900年

代初期，美國正處於經濟衰退之際，職業輔導創始人 Frank Parsons為當

時的波士頓失業或已就業的年輕人建立就業安置計畫，在波士頓成立「波

士頓市民服務職業局」 (Vocational Bureau of the Civic Service House)，以

幫助波士頓市民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職業；當時，波士頓市民服務職業局

藉由基本資料、教育背景、工作經驗、人格特質、人際互動等資料的填

寫，協助謀職者對自我的瞭解，並在輔導員的協助下，進行職業媒合。

Parsons (1909) 認為明智的選擇關乎未來一生的職業極為重要，應謹慎且

適當的考慮每個人的才能、能力、抱負、資源和侷限性，以及這些要素

與不同行業成功條件的關係；因此 Parsons提出職業選擇有以下要素： 

一、 認識自己、瞭解自己，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才能、興趣、野心、

資源、侷限、個性與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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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瞭解不同工作領域的成功要求、成功條件、利與弊、補償、

未來機會和發展前景。 

三、 以上兩項要素之間的協調與匹配。 

前兩項要素是職業發展中最重要的組成因素，Parsons強調謀職者應

在謀職前充分瞭解自己特質與能力，也需於瞭解職業性質與職業願景，

最後將自我認知與職業認知加以整合，形成適配的職業；Parsons的職業

選擇三要素，成為日後職業輔導的基礎（吳芝儀，2000）。 

Williamson (1939) 將 Parsons 的個人特質與職業選擇匹配的概念延

伸發展出特質因素論 (trait-factor approach) 。Williamson 認為每種人格

特質有其適合從事的職業，而每種職業也有合適的理想人格特質，如何

將個人的能力與職業做最適切的配合，是職業輔導的重點。因此，為了

協助謀職者，特質因素論藉由心理測驗測量工具的職業評估，輔導個案

自我瞭解與職業認識，透過以下六個程序逐步協助謀職者做出職業選擇： 

一、 分析 

透過心理測驗工具蒐集謀職者的興趣、教育程度、工

作經驗、家庭背景等相關資料，並加以分析。 

二、 綜合 

將從心理測驗將所蒐集到的有用的結果或剖面圖資料

加以整理。  	 	 	  

三、 診斷 

依據上述資料，輔導員協助瞭解謀職者心理與行為上

的特質、就業困難與就業適應等問題。 	 	  

四、 預測 

依各項資料預測個案職業成功的可能性、問題行為的

因素及調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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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諮詢 

透過擬定選擇或調適的計畫與處理方案，協助謀職者

解決問題，準備進入職場。 

六、 追蹤 

謀職者進入職場後，每隔一段時間，輔導員需追蹤效

果，進行調整與改善。 	  

透過分析、綜合、診斷、預測、諮詢與追蹤六個步驟，直接給予謀職

者建議、解釋，並協助啟發謀職者，使謀職者能在個人特質與不同職業

需求類型之間取得連結。特質因素論使用心理測驗進行職業評估，雖然

能在短時間快速進行謀職者人格特質與職業配對；但，僅以心理測驗評

估個人特質與職業預測，未能深入瞭解謀職者的興趣、價值觀、才能、

成就和個性，降低謀職者職業發展的效益 (Brown & Crace, 1996 ; Zunker, 

1998)。 

使用測驗工具將個體與工作配對的概念，在 1950年代逐漸由個人中

心學派的自我概念理論 (self-concept) 取代，此時職業選擇強調個人心理

層面與職業層面的結合，更加重視個人的自我瞭解與自我接納（吳芝儀，

2000）。Rogers擷取現象學 (phenomenology) 人類行為起源於對外在世

界知覺的觀點，提出現象場 (phenomenal field) 的自我概念觀點，現象場

泛指個人在環境中所經歷的全部，而每個個體會以自己為中心覺知外在

世界，對自己的行為、能力、個性產生整體看法，自我概念即在經驗中

形成；自我概念發展過程中，個體會積極尋求他人的關注、繼而關注自

我，藉此肯定自己的行為，並隨著時空流動，個體內在的現實我 (real self) 

與所處環境作用後，自我概念不斷地修正，逐漸內化成屬於自己的價值

體系，當個體的觀點與環境形成和諧的自我概念，個體則能形塑出朝向

自我實現的人格特質 (Rogers,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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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概念理論逐漸影響生涯輔導與生涯發展的各個理論，生涯輔導

轉而聚焦於個體的生活型態、職業與社會之間的互動，而非僅將個人與

工作配對；Gottfredson職業抱負理論與 Super的職業生涯發展論 (career 

development theory) 即以自我概念的角度探討職涯發展（吳芝儀，2000）。 

1980 年代 Gottfredson 的職業抱負理論 (occupational aspirations) 是

以自我概念為核心的發展性模式。Gottfredson 主張個體從兒童期開始發

展職業自我概念模式，在每個發展階段個體會發展出因應當時期的自我

概念與未來職業抱負，職業抱負發展模式分為四個階段 (Gottfredson, 

1981; Gottfredson, 1996)： 

一、 權力取向 

學齡前和幼兒園的孩童於 3至 5歲時會以最簡單的方

式對人進行分類，並發展出大小、權力的概念 (orientation 

to size and power) ，以大或小的角度思考人事物，認為大

人擁有相對的權力、具有權威，並開始意識到職業屬於成

人角色，也不再幻想長大後想成為動物或不切實際的人物。 

二、 性別角色取向 

6至 8歲這個年齡段的兒童已經開始根據人的最具體、

最明顯的屬性對人和工作進行簡單的區分；最明顯和最顯

著的區別是性別，他們從與性別相關的穿裝打扮和行為舉

止衡量周遭環境與職業，並消除與他們所認為的性別概念

不符合的職業。 

三、 社會評價取向 

9至 13歲已經敏銳地意識到社會地位的差異，在此階

段他們將職業視為勢力、階級與地位的象徵；個體除了會

衡量職業偏好是否適合自己的性別之外，也會重視同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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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評價，並衡量排除對自己而言聲望太低的職業，或是，

自身能力不足與遙不可及崇高社會地位的職業。 

四、 自我取向 

14歲之後，青春期青少年發展出自己的興趣、價值觀

和目標，形成較強的自我意識，並根據自我觀念、性別角

色及職業聲望發展出對職業選擇的期望，同時，也會衡量

現實因素，當外在現實與自我理想有落差時，個體會試著

妥協。 

綜合 Gottfredson的職業抱負理論，職業選擇深受社會階級、性別角

色、職業聲譽等外在因素影響，內在心理自我 (psychological self) 的價

值觀、興趣則為次要影響因素，且隨著年齡增長，個體對自我概念與對

職業的認知也越趨分化與複雜，並會考量外在社會環境、角色定位修改

其職業抱負，以達到職業與個人興趣的適配。 

受到Maslow人類需求理論的影響，Bordin、Roe等學者相繼提出心

理動力需求與職業之間相關的理論。Maslow (1943) 認為人類生存需求影

響著個體的行為，當個體於低層次的需求達到滿足後，才會追求高層次

的需求，Maslow將人類需求分為五層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

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為層級最低層，但卻

是最基本的需求層級，當個體獲得食物、水、睡眠等生理需求，及對所

處環境免受痛苦、威脅，獲得生活穩定、財產保障等安全感受的基礎需

求滿足後，個體逐漸尋求心理層面愛與歸屬的社交需求、自我價值與成

就地位的尊重需求；前四項需求滿足後，個體才有追求個人理想、抱負

最高層自我實現的需求。 

心理動力論學者認為職業選擇受個體動機、需求、渴望影響，意即

個人是透過職業滿足其內在需求，個體在職業選擇時，除了滿足基本心

理需求與內在動機外，也會考量實質報酬，更期待未來能從職業獲得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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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的滿足；另一方面，個體透過職業尋求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企圖在職

業中達成自我實現，當個體評估某一職業能滿足其現在或未來需求時，

越有意願從事該項職業（Bordin, 1984; 吳芝儀，2000）。 

Roe的人格發展理論綜合精神學派與Maslow需求理論，闡述需求、

親子態度與職業選擇之間的關係，Roe (1956) 認為每個個體均有追求人

事物需求的動機，需求滿足的程度與個人早期經驗有關，父母的教養方

式影響個體未來的職業選擇，Roe 將父母管教態度分為「溫暖」和「冷

漠」兩大面向，再劃分為三類型、六情況，以下簡述 Roe的親子關係與

職業導向理論： 

一、 關心子女型 

對於子女的教養態度可分為「過度保護」和「過度要

求」，過度保護型的父母滿足子女生理需求，但忽略對子

女愛與尊重的心理需求，因此被過度保護的孩子個性較為

依賴他人；過度要求型的父母，當子女的表現符合他們的

認可時，子女的生理需求、愛與尊重的需求才會獲得滿足，

在此環境下長大的孩子容易因自身表現不夠完美而焦慮，

職業選擇與就業也較為困難，過度要求的父母則對孩子期

望甚高，孩子若達不到標準就不會獲得認可。在父母的高

標準嚴格要求下，長大的孩子會變成完美主義者，他們會

為表現得不夠完美而焦慮，職業選擇時會較為困難。 

二、 逃避型 

逃避型父母教養態度是冷漠的「拒絕」和「忽視」。

拒絕或忽視的經驗，迫使孩童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得不到

滿足，影響日後的人際互動；在職業選擇與就業上，害怕

與他人相處，偏向於靠自己努力以滿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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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接納型 

給予子女的教養態度可分為「愛的接納」和「不明確

的接納」，「愛的接納」此類型的父母，除了給予子女生

理需求外，也會給予較多的支持與鼓勵，孩子的生理需求

與心理需求均能獲得滿足；「不明確的接納」類型的父母，

以自由、開放的教養態度鼓勵孩子的獨立與自信。接納型

的教養態度給予子女溫暖、受支持的感受，職業選擇與就

業上較能做出獨立的選擇。 

    就 Roe的觀點而言，童年早期的家庭經驗對個體職業選擇有極大的

關係，若個體生活在溫暖的家庭，便可能會選擇與人有關的職業，例如

服務、商業交易、行政、文化和藝術娛樂；若生活於冷漠的環境中，則可

能會選擇科技、戶外活動等不太需要與人有頻繁接觸的職業。 

 

貳、 Super職業生涯發展論 

美國心理學家 Super 自 1950 至 1990 年代中期發展出全面性的職業

發展理論，是眾多職業選擇與發展論點中，最深受美國及世界各國廣泛

關注的學說。Super認同 Parsons的職業選擇論與Williamson的特質因素

論的貢獻，然而，Super認為這兩種理論不足以解釋個體職業行為的複雜

性，因為職業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而不是一個及時的決定，更是個

體一生中所從事一系列的職前和職後的活動、工作、職業、職位。 

    Super認為每個個體均會透過生涯發展出獨特的自我發展組型，因為

生涯是個體生活中所有事件的整合，也是個人一生中生活角色與職業的

綜合，也是個體一連串有酬或無酬職位的綜合。Super從生命發展的角度

出發，將人的一生劃分成五個主要階段，每一階段都有其主要任務，表

2-1為 Super從生命發展歷程視角談論職涯發展的各階段任務與特徵，並

分述如下 (Super, 1980; Super, 1990; Super, Savickas, & Super,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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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長階段 

成長階段 (growth) 從出生到生理年齡 14 歲左右是人

生的第一個階段，此階段是兒童能力、興趣、態度及社交

需求發展的啟蒙時期，這個階段包含四個主要的職涯發展

任務：自我認識與自我概念的形成、在職業探索中獲得成

就、養成良好的工作習慣與態度、關注未來。成長階段依

年齡可再細分為好奇幻想期、興趣期與能力期，幼童在這

階段透過觀察、模仿發展出對自我的認識、形成自我形象，

逐漸建立職業觀，並發展對職業世界的概念與正確態度。 

(一)、 好奇幻想期：年齡在 10歲之前，幼童自外在環境認

知多項職業，並對於感到喜愛、有趣的職業會充滿

幻想與試圖模仿。 

(二)、 興趣期：年齡介於 11~12歲，兒童以興趣為中心，

試圖瞭解職業、評價職業，為未來職業選擇做準備。 

(三)、 能力期：年齡介於 13~14歲，兒童評估自身能力與

目標職業是否相符合，並有目的或有計畫地進行自

我能力的培養。 

二、 探索階段 

探索階段 (exploration) 年齡約在 15至 24歲，此階段

包含三個職業發展任務：規劃初步的職業目標、將職業偏

好具體化為特定目標、透過職業培訓完成職業選擇與就業。

此階段依年齡又細分試探期、過渡期、嘗試期，個體透過

學校學習、社團活動、興趣愛好和工作經驗，試圖瞭解自

己與職業性向，進行自我探索、職業探索、社會角色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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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試探期：年齡約在 15至 17歲，這個階段的個體會

綜合分析職業社會現況，並衡量自身的條件、興趣、

能力與自我價值觀，為職業選擇與職業嘗試做準備。 

(二)、 過渡期：年齡約在 18至 21歲，此階段進入專業的

職業培訓或就業，個體在此階段能知悉是否具備某

項職業傾向。 

(三)、 嘗試期：年齡約在 22至 24歲，此階段個體已選定

職業領域進入職場，從實務經驗中檢核自己是否符

合所設定的職業目標。 

三、 建立階段 

建立階段 (establishment) 年齡約在 25至 44歲，是職

業發展任務中最核心的階段，包括已定向嘗試期、穩固期

兩個階段。此階段大部分的個體已正式進入職業生涯，個

體在此階段努力尋求職業的穩定，經由工作經驗的調適，

逐漸建立穩固的職業地位，進而提升職業目標；然而，此

階段也可能是職業發展中的危機轉折階段，個體在工作中

省思自己與職業目標的適配性，並重新思考需求。此階段

會發展四項任務：在工作中履行職責並獲得穩定的職位、

表現出積極的工作態度、建立良好的同事關係、將責任提

升到新的層級。 

(一)、 已定向嘗試期：年齡約在 25至 30歲，在上個階段

的探索嘗試之後，工作可能會有所變動，此階段個

體尋求職業與生活的穩定，會更投入於所選定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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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穩固期：年齡約在 31至 44歲，個體致力於維持工

作的穩定，並努力實現職業目標；此階段是職業生

涯中最富有創造力、最有衝勁的時期。 

四、 維持階段 

維持階段 (maintenance) 年齡約在 45 至 64 歲，此階

段是維持調整時期，個人努力保持在職業領域中所獲得的

職業地位與社會地位。此階段主要發展任務為：堅持、維

持與創新，為了維持已取得的現階段成就，個體需不斷提

升自己的能力，嘗試找到創新的工作方式與新的挑戰；但

相較於建立階段的創新與衝勁，維持階段較少有新的突破。 

五、 衰退階段 

衰退階段 (disengagement) 年齡約在 65歲之後，此階

段主要發展任務為：解約、退休。隨著個體生理機能日益

衰退，職業角色逐漸調整，專注於退休計畫，減少工作量

並退離職場；退離職場後，重新調適新生活，從事完成的

夢想，拓展新生活。 

    從自我概念 (self-concept) 的角度探討職涯發展是Super職業生涯發

展理論的核心論點，深受 Rogers自我概念的影響。Super (1963) 認為自

我概念是指一個人的遺傳特徵、生理特徵、心理狀態與所扮演的角色相

互作用的產物，隨著年齡的增長，個體會逐漸發展出自己的能力、個性

特徵、價值觀和角色形象，並會將自己的主觀形象與職業觀察、職業認

同進行比較，同時嘗試將所有的經驗與自我概念轉化為職業觀點，加上

個人與社會環境之間的調和、個人對職業的認知，形成職業自我概念 

(occupational self-concept)，職業自我概念的形成是個體生涯發展中至關

重要的一環，個人職業生涯的發展過程即為自我概念的實現過程，而職

業角色是自我的體現，個體依據自己的能力、個性特質與信念做出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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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在不斷的進行選擇與調和後，個體最終會選擇最能展現自我、且

能從中獲得滿足的職業，並藉由職業生涯發展實現自我概念，而個體從

工作中獲得滿足的程度與他們實現自我概念的程度成正比  (Super, 

Savickas, & Super, 1996)。 

為了說明影響個體職業生涯發展的因素，Super 創建拱門模型理論

(archway model) ，如圖 2-1拱門的每塊石頭都象徵著職業的影響因素或

決定因素，最基本的決定因素最靠近基石，左側支柱代表個人的性格特

徵（例如：智力、需求、價值觀、興趣等），右側支柱代表社會性的因

素（例如：經濟、社會、勞動力、市場等），個人因素與社會環境因素

是職業生涯的基石，在職業生涯發展的過程當中，左右支柱所列因素是

相互影響的。由拱門最下方的基石向上延伸，左側支柱的個人生理與心

理特徵影響個體的人格、成就，右側支柱的社會性因素影響社會政策與

就業情況；拱門主體位於支柱上，「自我」位於拱的中央位置，拱的左

端代表個體兒童期和青春期的發展階段、右端代表成年期的發展階段，

個體職業發展歷程深受個人和社會環境影響，隨著時間與經歷，個體在

不同發展階段中，逐漸發展人生中不同時期各個角色的自我概念，內化

整合成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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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Super生命歷程與職涯發展各階段任務與特徵 
生命歷程 次階段 生理年齡 職業發展特徵 職業發展任務 

成長階段 
出生～ 
14歲 

好奇幻想期 10歲之前 對所喜愛的職業感到好奇，試圖模仿。 1. 自我認識與自我概念的形成。 
2. 在職業探索中獲得成就。 
3. 養成良好的工作習慣與態度。 
4. 關注未來。 

興趣期 11～12歲 試圖瞭解有興趣的職業。 

能力期 13～14歲 有計劃的進行自我能力、職業能力的培養。 

探索階段 
15～24歲 

試探期 15～17歲 衡量自身能力與分析職業現況。 
1. 規劃初步的職業目標。 
2. 將職業偏好具體化為特定目標。 
3. 透過職業培訓完成職業選擇與就業。 

過渡期 18～21歲 
職業培訓或進入職場，已初步具備職業傾

向。 

嘗試期 22～24歲 
已選定職業領域進入職場，從實務經驗中檢

核職業目標。 

建立階段 
25～44歲 

已定向嘗試期 25～30歲 
為了職業與生活的穩定，更投入於所選定的

工作。 
1. 獲得穩定的職位。 
2. 表現積極的工作態度。 
3. 建立良好的同事關係。 
4. 將責任提升到新的層級。 

＊ 職 業 發

展 最 核 心

階段 穩固期 31～44歲 
維持穩定，努力實現職業目標，是職業生涯

中最富有創造力、最有衝勁的時期。 

維持階段 
45～64歲 

 45～64歲 
維持已取得的現階段成就，創造新的工作方

式與面對新的挑戰。 

1. 堅持。 
2. 維持。 
3. 創新。 

衰退階段 
65歲以上 

 65歲以上 職業角色調整，退離職場，開拓新生活。 
1. 解約。 
2. 退休。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Super, D. E., Savickas, M. L., & Super, C. M. (1996). The life-span, life-space approach to careers. In D. Brown & L. Brooks 
(Eds.), Career choice and development: Applying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practice, (3rd ed.), (pp. 121- 178).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3 

    
圖 2- 1 Super職涯發展拱門模型 
資料來源：翻譯自 Super, D. E. (1990). A life-span, life-space approach to career 

development. In D. Brown & L. Brooks (Eds.), Career choice and development: Applying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practice (pp. 192-239).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Super (1980) 更進一步以生涯彩虹圖 (life-career rainbow) 闡明個體

生命發展歷程、自我概念與人生角色的關聯，Super認為人的一生是由「時

間、空間、投入程度」組成，在生命發展的五個階段中，每個年齡與每個

階段所扮演的角色，在角色投入與情境作用下，形成生涯彩虹圖；Su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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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以「生命廣度、生活空間」兩大向度描繪出生涯彩虹圖，如圖 2-

2以下簡述 Super的生涯彩虹圖概念： 

一、 生命廣度 

Super 用生命廣度 (life span) 說明生涯彩虹圖的時間

向度，生命廣度是生涯彩虹圖中的最外圍，又稱為「最大

循環」 (maxicycle) ，生命廣度與生理年齡有關，是指每個

人從出生到死亡所經歷的五大發展階段「成長、探索、建

立、維持、衰退」，每一階段均有其生命發展與職涯發展

的任務，每個人均會經歷這五個階段，階段的歷程是可預

測的，但是並不完全相關、也無嚴格的界線，不同的個體

在每個階段的發展型態、發展年齡略有不同。 

相對應於「最大循環」是「迷你循環」 (minicycle)，

迷你循環是指當個體在面對生命歷程中每個階段與面對每

兩個階段的轉換銜接時，個體亦會重複發展「成長、探索、

建立、維持、衰退」的小循環；如此的在各個循環中，每

個個體會以自己的「生活組型」 (life pattern) 面對每個歷

程，而且每一階段發展狀況也影響著次一階段的發展，當

個體在其生涯階段中完成當階段的發展任務時，則達成生

涯成熟 (career maturity)，生涯成熟除了可以說明個體在階

段發展任務中的準備完成度外，也意謂著個體對其職業生

涯在認知層面與情感層面的熟稔。 

二、 生活空間 

生活空間 (life space) 是指個體發展階段的活動空間，

由角色與劇場構成，Super用生涯彩虹圖比喻生涯，人生猶

如彩虹，從生涯彩虹圖的內部往外延伸，不同顏色的圓弧

一層層向上堆疊，每道圓弧代表一個顯著的生涯角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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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所接觸的環境比喻為劇場、舞台；人生是由不同的角

色、在不同的場景中逐漸發展而成，也會隨著生命的發展，

產生不同的角色變化，最終形成完整的個體。 

這些生涯角色在家庭、社區、學校、工作場所中扮演

著兒童、學生、休閒者、公民、工作者、配偶、家庭照顧

者、父母、退休者等身分，這些角色對於個人的身分至關

重要，但並非每個人均會扮演所有的角色，也不是每個人

都會經歷上述所有的環境，亦有可能同時扮演多重角色，

角色之間的互動相互影響，當個體偏重某些角色時，也可

能導致其他角色的衝突。 

生涯彩虹圖中的每道圓弧內呈現高低不一的區塊，象

徵個體在不同時期對其角色的認同程度與投入程度，角色

的參與程度也隨著年齡與社會期望產生變化，每個角色賦

予生活意義，塑造成個人的生活風格，構成了生命週期。 

 
圖 2- 2 Super生涯彩虹圖 
資料來源：翻譯自 Super, D. E. (1990). A life-span, life-space approach to career 
development. In D. Brown & L. Brooks (Eds.), Career choice and development: Applying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practice (pp. 192-239).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6 

Super從生命發展歷程、拱門模型理論與生涯彩虹圖三個視角說明生

活、角色、自我概念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個人的職業生涯與角色認定深

受個人生理、心理因素與社會環境因素影響，而個體是主動的與環境統

合，當個體具備角色知識、角色認定、參與角色時，會試著瞭解角色所

應對的行為、對角色產生認同、付出行動參與，並對角色產生興趣、投

入角色、做出承諾，個體也會從生命發展歷程、所扮演的角色及萬變的

生活情境中，不斷做選擇與調適，逐漸建構出個人的職業自我概念，形

塑出個人職業偏好，職業選擇更趨明確與適切 (Super, Savickas, & Super, 

1996)。就 Super的生命發展歷程視角論職涯發展的觀點而言，個體可預

測各階段角色與任務，並且能為下個階段發展預先規劃與準備，因此，

個體所追尋的生涯，不但是對自己及工作世界的建構，也是對個人未來

的成就與自我發展的預期（吳芝儀，1999）。 

 

參、 生涯建構論 

Super認為生涯發展階段與生涯成熟度 (career maturity) 有關，生涯

成熟度是指個體能在生涯發展過程中，面對不同生涯階段所發展出的相

對應能力，個體愈能在其年紀、發展階段成功適應生涯任務，做出正確

的生涯抉擇，代表個體的生涯發展程度愈好；然而，此論點起初主要是

輔導青少年階段職涯選擇時，所發展出的生涯發展模式，而後，Super和

Knasel (1981) 考量近代環境與就業市場的變動修正生涯成熟理論，提出

生涯適應 (career adaptability) 概念，生涯適應成為適合成人生涯發展的

核心觀點，生涯適應有以下四項特點： 

一、 個體成熟度與成長的狀態已不再是最主要的關注點。 

二、 個體本身為行為的主動者。 

三、 聚焦於個體與環境之間的互動，而非個體配合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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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注重個體在可接受的壓力下，個體與環境之間取得平衡的

調適歷程。 

Super 與 Knasel 的生涯適應觀點影響 Savickas 的生涯建構理論，

Savickas (2013) 指出生涯適應是一種心理與社會的建構，此因應歷程關

係著個體心理準備度與社會相互適應的過程，這是一種不斷在人與環境

中變動的動態歷程，個體為了因應當階段的發展任務或下個階段的階段

轉銜，在所處環境中不斷的調整自己以應變環境需求，使其能與所處環

境取得平衡；在職業環境中，個體準備進入職場、或是面對無法預期的

工作挑戰時，如何面對、如何調適改變，如何因應環境的挑戰，個體使

用策略或方法以應對職業環境需求、職場變遷的準備程度，即為生涯適

應；Savickas將此生涯適應的概念作為生涯建構理論的核心論點。 

    無論是青少年或是成年人，適應能力都涉及自我和環境的探索、計

畫性的態度、以及明智的決策；個體藉由生活經驗、活動參與，進而瞭

解自己的能力、需求，覺察所處環境、社會背景，以發展出適應外在環

境變化的能力，並試著在自我與環境中取得和諧，而個人的特質與認知、

樂觀正向、多元彈性的態度，也有助於面對工作中的變化與調適，同時

對未來有所計畫，有計畫的態度影響職業選擇的準備和適應能力，一旦

預備好迎接未來，便可以設定目標、規劃調整，進行相關的決策，逐步

實現自我 (Ashford & Taylor, 1990; Savickas, 1997)。 

    Savickas的生涯適應將探索、態度和決策視為生涯適應的關鍵，並延

伸構成生涯建構論 (career construction theory) 。生涯建構論特別強調態

度 (attitudes) 、信念 (beliefs) 和能力 (competencies) 三個核心向度，態

度是指引起個體行為的情緒或看法；信念是指個體堅信的觀點，指引個

體行動的個性傾向；能力是指協助個體理解問題做出生涯決定並執行的

能力。Savickas將三個核心向度稱為生涯建構的 ABCs，態度、信念、能

力形塑出個體的自我角色，影響個體的性格反應與行為傾向，更顯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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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職業自我概念，影響職業行為、生涯選擇、職業轉換及職業執行的

能力 (Savickas, 2013) 。  

    態度、信念、能力如何影響個體的生涯概念，Savickas (1990) 認為

這與時間、經驗有關，若個體對自己的職業過去、現在、未來具有「自我

意識」 (self-conscious) ，有助於相信自己有未來，則能發展出「主觀生

涯」 (subjective career) ，自我意識是關於自我的思想，是對自己身心狀

態的認識，時間與經驗使個體產生未來感，能依其主觀意義追尋未來目

標，建構個人的生涯形式，最佳的職業成功和滿意度源於對時間的體驗，

當個體能以過去或現在的經驗為基礎，舊經歷會激發個體主觀生涯的自

我意識，並產生對職業決策和調整至關重要的計畫性態度和計畫能力，

勾勒未來的目標藍圖，他們會創造希望，使未來看起來真實，並構築從

現在到目標實現的途徑。 

時間是一種抽象的概念，所以必須構思時間而不是感知時間，時間

遠見  (time perspective) 、時間差異  (time differentiation) 和時間整合 

(time integration) 能說明時間與職業發展之間的關係；時間取向是指個人

如何看待自己和定位時間，在職業發展中，時間意象與成就動機有關，

個人如何以過去和現在的時間面向來看待自己、引導自己，以此激發主

觀自我意識與動機，是影響個體未來工作滿意的重要因素；時間差異是

指以過去和現在的經驗規畫合乎現實的未來藍圖，未來的方向是與當前

行為有明顯相關，並致力此目標的實現；時間整合則說明過去、現在、

未來所有經驗的連續性，也說明了個體計畫技能認知結構的維持，以及

對目標有計劃、積極可實現的樂觀態度；就時間與職業之間的關係而論，

遠見使未來變得重要，差異化可以提高目標設定，而整合則可以進行計

劃 (Savickas, 1990) 。 

    以態度、信念、能力為核心，可再延伸出四個向度，即生涯關注、生

涯控制、生涯好奇和生涯信心 (Savickas, 2005) ，此四個生涯適應向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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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個體在面對生涯任務、建構生涯時，所需的資源與策略，以下就四個

向度逐一分述說明：  

一、 生涯關注 

生涯關注 (career concern) 是最首要、也是最重要的向

度，是指個體對自己未來的關注，是種以生涯發展與職業

發展為未來目標導向的概念，將過去、現在與未來做連貫

性的連結，個體整合現在與過去的經驗，為未來做準備。

「我有未來嗎？」當個體對生涯產生關注時，會重視未來

並在態度與信念上著手明確的計畫，對於「未來」的感受

更加具體，樂觀的信念與有規畫的態度，將有助於個體未

來感的養成，個人對其職業任務有所覺察、能順利面對生

涯決定與轉換。 

跨時間思考未來，對個人的職業生涯有其助益，經驗

的連貫能將現在的活動經驗與未來的生涯願景連結。當個

體對未來產生願景，則能預設自己此刻的努力會成就未來

的成功，進而付諸更多心力在自己未來的生涯規劃及生涯

準備活動中。若個體缺乏生涯關注則會表現出「生涯冷漠」 

(career indifference)，對其生涯會表現出消極、悲觀、缺乏

計畫、對未來沒有期望，不利於個體生涯決策與生涯轉換。 

二、 生涯控制 

生涯控制 (career control) 是指個體對於自己的生涯

有內在控制感，在自我調節、自我平衡的形況下，相信自

己能為自己做決定、能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對未來職業發

展與生涯任務能做出決定。「誰掌控我的未來？」當個體

對未來有控制感，在生涯決策上較能展現出自主、果斷，

生涯控制是透過自主、有條理、有組織、自我決策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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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出來的一種自我調節的內省歷程，在面對生涯任務或

生涯轉銜時，能調整自己的想法、態度，並嘗試探索各種

的可能性，勇於探索、果決面對，以創造屬於自己個人獨

特的未來。 

負責任的態度和正向的信念有助於個體生涯選擇的穩

定，職業行為也較能夠自我肯定、積極地執行任務。若個

體缺乏生涯控制的能力，則會表現出「生涯未決」 (career 

indecision) ，生涯未決即是生涯猶豫不決之意，個體表現

出暫時性的決策困難，無法做出適切的生涯抉擇，常表現

出拖延、難以抉擇或是衝動決定、魯莽行事的反應。 

三、 生涯好奇 

生涯好奇 (career curiosity) 是指對生涯任務與職業發

展的方向或目標感到好奇，「我能為將來做些什麼？」，

當個體對未來感到好奇時，會積極探索自己欲知的事物，

好奇促使個體探索、擴大視野，好奇是種內在驅力，驅動

個體產生行為探索。具有較高生涯好奇的個體，對於探索

的動機越強烈，越願意接觸新經驗、體驗新的職業、新的

工作，越願意留意以往沒注意到的新可能性，也願意搜尋

生涯相關資訊，以利於為自己做出生涯決定。 

好奇可以在各方面改變職業生涯，擁有好奇心的個體

願意嘗試、冒險、追根究柢；好奇促使個體在職業認知上，

對於各項職業的型態、條件、酬勞會更深入的瞭解，同時

評估自身興趣、能力、職業價值觀是否與職業相匹配，好

奇、探索與歸根究柢的態度讓個體對於未來的感覺更真實、

更具體，願意進一步向前邁進。反之，缺乏生涯好奇稱為

「生涯虛幻」 (career unrealism) ，個體對於自我認識、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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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甚至未來有著不切實際的看法，難以做出適切的生涯決

定，也無助於個體適應與發展。 

四、 生涯信心 

生涯信心 (career confidence) 是指個體對目標達成和

任務完成的信念。具有生涯信心的個體，在面對生涯抉擇

與挑戰時，會對自己的能力進行衡量，評估自己是否有能

力執行特定行動，產生正向的自我效能感。「我能做到嗎？」 

，當個人對未來生涯有信心時，會願意加倍努力執行任務；

面臨失敗挑戰時，會表現出毅力與韌性，相信自己有能力、

確信自己能把事情做好，能自我決策、也能自我認同。 

擁有生涯信心的個體能有效率的解決問題，願意探索

新經驗，嘗試面對生涯抉擇；反之，若缺乏生涯信心的人，

會出現「生涯抑制」 (career inhibition) 的情況，他們減少

了職業規劃、職業努力與領導動機，產生自卑、社交抑制

等心態，阻礙目標的執行與實現。 

上述生涯關注、生涯控制、生涯好奇、生涯信心，Savickas稱為生涯

適應 4C，Hartung將其整理為 4C適應向度 (Hartung, 2011)，如表 2-2，

4C調節出個體的態度、信任與能力，體現在個人的生涯行為與職業行為

上：生涯發展、人際互動、職場轉換、自我與環境的協調等，均是 Savickas

的生涯建構論調適行為 (coping behavior) 層面的意涵，個體在這些調適

行為建構、發展出未來藍圖。2009年 Savickas於跨國研究中再加入第五

向度生涯合作，雖然在此研究中，生涯合作僅是量表項目，Savickas與其

研究團隊並未詳加解釋，但從量表題項內容可知近代職場強調與同僚溝

通合作的關係，具備生涯合作能力者，能與同僚良性互動合作，在團隊

中善盡本分，共同努力，以利團隊目標及團隊成員獲得最佳效益  

(Savicka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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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Savickas 4C生涯適應向度 
適應

向度 
生涯問題 

態度 

信念 
能力 

生涯

困難 
適應行為 介入策略 

生涯

關注 
我有未來嗎? 計畫的 做計畫 

生涯

冷漠 

覺察、投入、

預備 

生涯導向

訓練 

生涯

控制 

誰掌控我的

未來？ 
果斷的 做決策 

生涯

未決 

條理、執著、

堅定 
決策訓練 

生涯

好奇 

我能為將來

做些什麼？ 
好奇的 

主動探

索 

生涯

虛幻 

嘗試、冒險、

詢問 

蒐集訊、

參與活動 

生涯

信心 

我能做到

嗎？ 
有效的 

問題解

決 

生涯

抑制 

堅持、努力、

勤勉 

自我肯定

訓練 

資料來源：翻譯自 Havenga, M. (201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eer adaptability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the course of life design counselling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Pretoria, Pretoria. 

生涯發展是對環境的適應過程，而非僅是個體心理結構隨著時間增

長的成熟過程，因此生涯建構論關注每個個體自我的生涯發展任務，而

非通用的生涯發展模式，強調時間的適用性、彈性，更強調個體與環境

之間適應情況，契合當前複雜多變的社會變遷；一位具備較佳的生涯調

適力者，能積極主動探索自我與環境，關注自己的未來職業發展，相信

自己能克服職場任務與挑戰，並對於自己的未來充滿願景，願意為所追

求的理想與抱負堅持努力。 

 

肆、 小結 

    綜合上述文獻資料可知，生涯與職涯之間密不可分，無論東方或西

方國家，生涯一詞蘊含著生命、生計、謀生之意，後常延伸等同於職業

生涯之意；職涯發展相關研究起源於欲解決經濟與就業問題，各大學派

從心理學、社會學、發展學等領域探討生涯與職涯之間的關聯，整理如

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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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 	

職業發展理論觀點	

學者	 理論	 觀點	 關聯性	

Parsons 
職業選

擇論	

個體於謀職前必須充分瞭解自身特質與

能力、職業性質與職業願景，並將個體與

職業之間加以整合，形成適配的職業。	

個體	

職業	

Williamson 
特質因

素論	

每種人格特質有其適合從事的職業，每種

職業也有合適的理想人格特質，透過心理

測驗評估將個人的能力與職業做最適切

的配合。	

個體	

職業	

Gottfredson 
職業抱

負理論	

職業選擇受社會階級、性別角色、職業聲

譽等外在因素影響，個體的價值觀、興趣

則為次要影響因素，個體會隨著社會環

境、角色定位修改其職業抱負，以達到職

業與個人興趣的適配。	

個體	

職業	

環境（社會）	

Bordin 
心理動

力論	

職業選擇受個體動機、需求、渴望影響，

因此在職業選擇時，除了滿足基本需求

外，也會考量實質報酬，當個體評估某一

職業能滿足其現在或未來需求時，越有意

願從事該項職業。	

個體	

職業	

環境（報酬）	

Roe 
人格發

展理論	

每個個體均有追求人事物需求的動機，需

求滿足的程度與個人早期經驗有關，父母

的教養方式影響個體未來的職業選擇。	

個體	

職業	

環境（親子）	

Super 

職業生

涯發展

論	

每個生命發展階段均有其職業發展任務，

受個人生理、心理因素與社會環境因素影

響，個體會在經驗中不斷做選擇與調適，

逐漸建構出個人的職業自我概念，形塑出

個人職業偏好。	

個體	

職業	

環境（社會）	

Super & 

Knasel 
生涯適

應論	

考量近代環境與就業市場的變動所修正

的生涯成熟理論，關注個體與環境之間的

互動，而非個體配合環境。	

個體	

職業	

環境（社會）	

Savickas 
生涯建

構論	

生涯建構論關注每個個體的自我生涯發

展任務，認為個體的態度、信任與能

力，體現在個人的生涯行為與職業行為

上更強調個體與環境之間適應情況，契

合當前複雜多變的社會變遷。	

個體	

職業	

環境（社會）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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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研究 Parsons、Williamson將職涯發展聚焦於個體本身與職業的

關係，重視個人特質與職業的匹配性；隨著 Rogers自我概念的影響，職

涯發展加入個體自我概念的探討因素，並探討個體內在動機、外在環境

與職業之間的關聯性，個體會在生命發展的歷程中扮演各種角色，每個

角色均有其生理發展階段任務、職業發展的特徵與任務，個體需在階段

中充分瞭解自我、瞭解需求與動機，才能順利的達成階段任務；而幼年

期的父母管教、社會政策、社會環境等，這些外在條件也是影響個體職

涯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近代提倡生涯適應，良好的心理態度、勇於探索複雜多變的環境、

對未來有願景、有規劃，是促使個體自我實現的主要因素，當個體對過

去與現在的經驗有所覺察，對未來有所目標，便能積極地投入、堅定的

執行，直至自我實現。職涯發展理論的演變已逐漸從關注個體本身的自

我發展，觸及到外在情境所帶來的影響，而情境經驗影響左右個體的決

策與行動；職涯發展也從關注當下的職業生涯，拓展至對未來的準備、

未來的期盼，  

 

第二節  臺灣視覺障礙者就業與發展 

    本節將探討視覺障礙者就業與發展相關理論，首先第一部分探討臺

灣視覺障礙者就業概況；第二部分探討影響臺灣視覺障礙者就業因素；

第三部分為臺灣視覺障礙者音樂培育與挑戰；第四部分為本節小結。 

 

壹、 臺灣視覺障礙者就業概況 

根據衛生福利部 108年年底的統計資料，臺灣地區身心障礙人口約

有 118萬 6740人，其中視覺障礙者人數約 56,209人，占臺灣地區身障

人口數的 4.7%（行政院衛生福利部，2020）；就業人口數，則可依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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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勞動部（2019）於 108年 5月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報告結果，

15 歲以上視覺障礙勞動力人口約 55,334 人占 18.8%，其中勞動力人口

中已就業者占 17.9%、失業者占 0.9%，非勞動力人口占 81.2%，如下圖

2-3。上述非勞動力人口包含以下幾種：身心障礙疾病無法工作 (29.8%)、

退休或因疾病無法再工作 (44.9%)、料理家務 (2%)、家庭照顧 (2.7%)、

求學或準備升學 (1.3%)、想工作而未找工作 (0.6%)。 

 

圖 2- 3 視覺障礙者勞動現況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行政院勞動部（2020）。108年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
檢索自 https://statdb.mol.gov.tw/html/svy08/0841menu.htm 

 

圖 2- 4 視覺障礙者目前所從事之行業比例（108年統計資料）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行政院勞動部（2020）。108年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
檢索自 https://statdb.mol.gov.tw/html/svy08/0841men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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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行政院勞動部（2020）統計至 108年 5月視覺障礙勞動人口所

從事的行業數據，以其他服務業 (21%)、製造業 (17%)、支援服務業

(9.2%)、教育業 (9%)與醫療社工業 (5.8%) 所占比率為視障者就業 19種

行業分類中前五項，第六項為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5.6%)，如圖 2-4，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此行業與其他身心障礙類別相較，視覺障礙者從

事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的比例較其他類別身心障礙者多，如圖 2-5。 

 

圖 2- 5 各身心障礙類別從事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的比例 （108年統計資料）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行政院勞動部（2020）。108年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
檢索自 https://statdb.mol.gov.tw/html/svy08/0841menu.htm 

     

細分已就業視覺障礙者職業類別，杞昭安（2000）就臺灣地區視障

團體會員 4818 名，年齡層介於 20 至 40 歲之間的會員進行分層隨機取

樣，抽取 372名進行電話訪談，就業者中以從事按摩業最多 (48.5%)，其

次為電腦文書處理 (10.5%)、教書 (7.3%)，其餘為電話接線 (2.6%)、理

療 (1.2%)、演唱 (1.2%) 等工作；李永昌（2003）以臺灣地區 19-60歲視

障者為母群，取已就業者 373人為研究樣本，其中以從事按摩業 133人

所佔的比率 (35.66%) 最多，全盲按摩師 95人是弱視按摩師的 2.5倍；

林聰吉、游清鑫（2010）電話訪談 1627位視覺障礙者，就業中與無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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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各佔 38%與 62%，其職業類別以按摩業最多 (24.6%)，其次為清潔工

或其他體力工 (15.1%)、行政工作 (12.5%) 等工作。 

    綜上研究可知，近 20年來，臺灣地區視覺障礙者就業仍以按摩業為

最主要的工作職種，且其比率遠超過其他行業；2019年行政院勞動部身

心障礙者職業現況調查中，視覺障礙勞動人口所從事的 28類職業中，按

摩師 (24.6%)、一般辦公室事務人員 (17.2%)、專業人員 (10.5%)、製造

勞力工 (6.6%)、廢棄物服務工及環境清掃工 (6.5%)為所占比例較高之職

業別，其中按摩師為最多人從事的工作，如圖 2-6 （行政院勞動部，2020）。 

 

圖 2- 6 視覺障礙勞動人口職業比例 （108年統計資料）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行政院勞動部（2020）。108年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
檢索自 https://statdb.mol.gov.tw/html/svy08/0841menu.htm 

 

臺灣視覺障礙者以按摩業為主要工作，大抵可從以下幾個方面瞭解： 

一、 臺灣近代視障按摩起源 

    近代臺灣視障按摩起源於 1900 年代盲人教育部，盲人教育

部設置五年制普通科和三年制技藝科，普通科課程含括修身、國

語、算術、體操、唱歌及日式按摩，三年制技藝科則僅教授按摩

術；但由於當時在臺灣定居的日本人不多，而臺灣本地人對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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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熟悉，加上女性視障者不願靠按摩維生，因此當時按摩並未

成為視障者謀生技能。1915年「私立臺南盲啞學校」，聘請日本

針灸按摩師來台任教，盲生部開始傳授針炙與按摩，直至 1942

年日治末期全臺灣從事按摩工作者將近五百人（邱大昕，2009；

邱大昕，2017）。 

    1957 年臺灣省政府警務處頒布臺灣省各縣市按摩業管理規

則，其中第 2條規定「凡從事按摩業者，需雙目失明」，此後按

摩才正式成為臺灣盲人的保留職業（引自邱大昕，2017）；1980

年殘障福利法第 19 條明定「非本法所稱視覺障礙者，不得從事

按摩業」，而後為配合國際趨勢與環境變遷，1997年將殘障福利

法更名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2007 年再次更名為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法規中詳細明定視障者教育權益與就業權益，包含第

32條「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積極鼓勵輔導大專校院開辦按摩、理

療按摩或醫療按摩相關科系，並應保障視覺功能障礙者入學及就

學機會。」、第 46 條「非視覺功能障礙者，不得從事按摩業。

各級勞工主管機關為協助視覺功能障礙者從事按摩及理療按摩

工作，應自行或結合民間資源，輔導提升其專業技能、經營管理

能力，並補助其營運所需相關費用。醫療機構得僱用視覺功能障

礙者於特定場所從事非醫療按摩工作。醫療機構、車站、民用航

空站、公園營運者及政府機關（構），不得提供場所供非視覺功

能障礙者從事按摩或理療按摩工作。」綜上法規說明臺灣政府這

半世紀以來為視障按摩工作所提供的規範與保障。 

    2008 年 10 月 31 日司法院釋字第 649 號「身心障礙者保護

法按摩業專由視障者從事之規定違憲？」解釋，宣告身心障礙者

保護法第 37 條「非本法所稱視覺障礙者，不得從事按摩業」違

反憲法平等權、工作權；大法官解釋理由書中認為過去基於視障

者在成長、學習、受教育等方面的障礙，可供選擇的職業種類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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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於 1980 年制定殘障福利法時，明定非視障者不得從事按摩

業之規定，此規定雖有助於有意選擇按摩業之視障者，且視障就

業者亦有相當高的比例以按摩為業，然而，隨著社會發展，視障

者知識能力日漸提升，可選擇的職業種類日益增加，若將按摩業

僅限於視障者，容易因而忽略視障者所具備的稟賦，且此法施行

近 30 年在職業選擇多元之今日，視障者之經社地位未能改善，

故「非本法所稱視覺障礙者，不得從事按摩業」此項規定於 2011

年 10月 31日失其效力（司法院，2008）。 

二、 個人因素 

個人視障特質影響個體職業選擇，視力受損程度明顯阻礙視

障者的就業 (Darensbourg, 2013)，重度視障者就業率較輕、中度

視障者高，但主要職業為按摩業（林聰吉、游清鑫，2010）；另

一研究調查也指出極重度與重度者從事按摩業的比例較中度與

輕度高，比率約 10：1（馬長齡、林慶仁、林怡君、曹愛蘭、鄭

潔虹、林義盛，2013），而蔡佳伶（2014）以臺南市按摩小站按

摩師為調查對象 67位按摩師中 41位為全盲者。 

    性別亦是影響職業選擇因素之一，男性投入就業市場的比例

比女性多，按摩師仍是主要的職業（彭作奎、李怡穎與許順發，

2009）。女性在就業上面臨較多的困難，從事按摩師之視障女性，

容易因障礙程度、性別、所從事的職業造成多重烙印的狀況（林

慶仁，2008；林志昌，2014）；甚至須擔憂及處理性騷擾事件，

女性視障按摩師會擔心被顧客性騷擾、被誤會為色情按摩，心理

壓力較男性按摩師大（王育瑜，1995）。 

    由於按摩是勞動強度高的工作，工作年資、年齡、與客戶接

觸時間長短，都會影響按摩師的工作體能，因為按摩工作需身體

特定部位採用特殊的姿勢及重複與過度施力，因此較容易得到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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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骨骼疾病，其中以手指及大拇指疼痛盛行率 (50.3%) 最高，其

次為肩部  (31.7%)、手腕  (28.6%)、頸部  (25.5%)、上臂 /肘 

(23.6%)、前臂 (20.5%)，長期按壓容易造成手指與骨骼肌肉的傷

害，因而縮短工作年限，或因手部職業傷害，導致面臨職業生涯

轉換（張彧，2007）。 

就大多數視覺障礙者而言，從事按摩業並非是本身職業性向

或工作第一首選，但礙於生活需求與現實環境，大部分視覺障礙

者在無從選擇下以從事按摩維生，並希冀未來能透過政府的協助

進而轉換職業（阮芬芳，1997；杞昭安，2000）。 

三、 臺灣視障按摩教育與職業重建 

    教育單位與職訓單位對視障者就業協助仍與按摩業工作有

關（章金德，2020）；如上述臺灣近代視障礙按摩起源，臺灣按

摩教育緣起於 1900 年的盲人教育部，隨著教育改革趨勢，臺北

市立啟明學校與臺中市立啟明學校這兩所臺灣視障特殊教育學

校，於高職部設有保健按摩服務科，授課內容包含：生涯規劃、

經穴概論、病理學、經穴按摩實務、人體生理學、解剖生理學、

芳香理療實務、健康服務概論、衛生與安全導論、健康服務實務、

商業禮儀等，並於高職二、三年級進行校內外按摩實務實習課程，

舉辦多次的模擬檢定以輔導學生考取按摩丙級與乙級技術士證

照，並協助學生於就業前瞭解職業性質與自身職業潛能，促進學

生未來就業的穩定性。 

    根據行政院勞動部（2019）統計，視覺障礙就業者希望參加

的在職訓練類別視障按摩人數約為 23.7%，僅次於網頁設計

26.7%，而未就業者最希望參加的職訓種類以食品烘焙 14.5%居

多，此次為視障按摩 11.2%。為協助中途視力受損之視覺障礙者

重返職場，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提供的視障者服務資源有就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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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管理與評量、職業訓練、就業服務所提供的服務項目仍以視障

按摩為主要職業重建方向，包含以按摩技能養成的重建服務與視

障按摩個案管理服務（行政院勞動部，2014）。 

    1950年代起臺灣各地成立重建院、重建中心，協助中途失明

者生活重建與職業訓練課程，職業訓練初期有鋼琴調音、加工、

農務、按摩等職種，經長年追蹤結訓校友就業情況，以按摩業的

就業機會最高、收入最穩定，是視障職訓職種中經濟效益最高的，

因此盲人重建院職業訓練以丙級按摩養成與乙級按摩進修班為

主，並透過職業重建協助中途失明者能生活獨立、自力更生。 

    上述，為臺灣目前視覺障礙者就業概況，15歲以上視覺障礙勞動力

人口中以按摩為主要謀生職業項目，主因起源於臺灣日治時期日本教育

文化的影響，再則隨著時代的變遷，臺灣法規立法保障視障按摩，加上

受限於視障者本身視力與行動之礙，為了生活必需、經濟維生，進而視

障教育與職業培訓以視障按摩為主要職業方向。 

 

貳、 影響視覺障礙者就業因素 

行政院勞動部（2019）統計視覺障礙就業者於工作上所遭遇的困難

原因，如圖 2-7，雖然有 68.3%視障就業者認為自身在工作上並沒有遭遇

困難，然而有 8.8%視障就業者認為自己工作技能無法勝任、6.9%覺得工

作負荷重、5.3%覺得交通困難。 

另在已就業者離開上個工作之原因，依 108 年此份問卷調查結果，

主要有以下幾項因素：工作場所停業或業務緊縮 (17.1%)、待遇太低 

(15.1%)、受傷或生病無法工作 (15%)、工作性質與興趣不合 (11.9%)、

交通困難 (10.5%)、體力無法勝任 (9%)等，如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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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7 視覺障礙就業者工作上所遭遇之困難 （108年統計資料）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行政院勞動部（2020）。108年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
檢索自 https://statdb.mol.gov.tw/html/svy08/0841menu.htm 

     

 

圖 2- 8 視覺障礙就業者離開上一個工作原因 （108年統計資料）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行政院勞動部（2020）。108年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
檢索自 https://statdb.mol.gov.tw/html/svy08/0841menu.htm 

    而在此份問卷調查中視覺障礙失業者曾有工作過人數達 94.1%，男性

就業率 100%、女性 76.2%，如圖 2-9視覺障礙失業者過去工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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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9 視覺障礙失業者過去工作情形 （108年統計資料）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行政院勞動部（2020）。108年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
檢索自 https://statdb.mol.gov.tw/html/svy08/0841menu.htm 

    再細探視障失業者過去工作情況，如圖 2-10視覺障礙失業者過去離

職原因，分為兩種情況，一為從未找工作者，主要原因為找不到合意的

工作，此原因以女性視障者居多；另一情況為曾有工作因故離職者，原

因以受傷或生病無法工作居多、其次為被解僱、工作技能無法勝任及工

作場所停業或業務緊縮。 

 

圖 2- 10 視覺障礙失業者過去離職原因 （108年統計資料）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行政院勞動部（2020）。108年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
檢索自 https://statdb.mol.gov.tw/html/svy08/0841men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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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行政院勞動部 108年統計資料，視覺障礙就業者困境和離職原

因以個人因素的受傷、體力無法勝任、興趣不符、工作技能無法勝任等

因素及外在環境的交通困難、待遇低、被迫離職等因素有關，問卷調查

之結果與近年來國內外學者相關研究大致相符，影響視覺障礙者就業狀

況之因素，綜合歸納可從以下幾個向度探討： 

一、 性別 

    依據行政院勞動部 108 年統計資料視覺障礙者就業率

男性 (23.6%) 較女性 (11.6%) 高；國內外學者相關研究亦

提出男性就業率較女性就業率高，比率差距高達 1.7~2倍，

男性受僱次數平均約 3.1次（Lee & Park, 2008；林慶仁，

2008；馬長齡等人，2013；彭作奎等人，2009）。男性就業

易受家人支持，而女性未就業原因以家庭照顧及料理家務

居多，因而影響就業意願（林聰吉、游清鑫，2010；行政

院勞動部，2020）。 

二、 年齡 

    就業情形受就業者年齡影響，曹愛蘭（2004）指出臺

北縣 31至 40歲就業比例最高；彭作奎等人（2009）調查

彰化縣視障者就業狀況結果指出 25至 34歲自認擁有較高

的就業能力，其次為 15至 24歲、35至 44歲，55歲以上

超過六成自認自己沒有就業能力；林聰吉、游清鑫（2010）

電話訪問臺灣地區視覺障礙者就業情況，抽樣調查 1627名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視覺障礙者，在就業年齡分布上，以

30至 39歲 (62.7%) 、20至 29歲 (51.5%) 以及 40至 49

歲(48.6%)，三個年齡層就業比率最高；45歲之後退離職場

的比率逐漸增加（行政院勞動部，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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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障礙程度 

    障礙程度與就業之間的關係，部分學者研究指出重度

視覺障礙者就業率較輕度視覺障礙者低，其中全盲者就業

率低於低視力者（Lee & Park, 2008；曹愛蘭，2004），而

低視力者在基本工作能力、工作態度、實際表現、社會技

能與個人社會能力的表現均比全盲者佳（梁偉岳，2009）。 

    另有研究提出不同的研究結果，林慶仁（2008）調查

臺南市視覺障礙者就業情況，指出不同障礙程度並不影響

就業狀況，無論低視力或全盲者，就業者多以按摩業居多，

未就業原因則以視力不佳、看不清楚比率最高；而林聰吉、

游清鑫（2010）調查研究亦指出視覺障礙重度者其就業率

高於輕度、中度，推測原因為先天視障者在傳統觀念上其

職業訓練即認定為按摩業，而中途失明者若非年紀輕、教

育程度高，或曾有接受電腦等職訓課程者，大都轉行從事

按摩，因此按摩業成為重度視覺障礙者就業率偏高的原因

之一。 

四、 外出行動能力 

    是否擁有外出行動能力亦會影響視障者就業意願與就

業狀況。能獨自行走者其就業狀況較佳、而外出行動能力

不佳者其就業情形亦會受限制（林慶仁，2008）；行動能

力不佳、外出交通困難，無法自行前往職訓地點、工作地

點者，進而影響視障者就業意願與就業情況（行政院勞動

部，2020）。 

    外出行動若能使用定向行動與手杖，其就業率會高於

未使用手杖者 (Bell & Mino, 2013)；若能獨自行走、開車、

騎機車者較能獲得工作機會，障礙程度重度以上、行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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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且需家人同進出，則不容易進入一般職場（Wang & Lin, 

2013；林慶仁，2008；馬長齡等人，2013）。 

五、 工作壓力 

    杞昭安（2000）研究指出工作壓力的產生來自於外在

他人的態度，而非來自於自己的能力，工作壓力也因工作

所在地影響，城市工作者其工作壓力較鄉村大，而工作壓

力也會隨著年齡增長而增加，但 30至 40歲為一轉折點，

因工作一段時間後，已能調適工作壓力，故其工作壓力呈

現急速下降的現象。 

    對自我的工作期許過高、對工作專業技能的自我要求，

也會產生工作壓力  (Szymanski, Enwright, Hershenson, & 

Ettinger, 2003) ；大專以上高學歷者對工作壓力的感受明顯

於高於高中職者，而工作責任感與工作壓力呈正相關、工

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均呈現負相關，意即工作責任感愈重

者其工作壓力愈大、工作壓力愈大者其工作滿意度越低（廖

俞晴、吳純慧，2020）。 

六、 工作來源 

    依據行政院勞動部（2019）統計資料，視障就業者工

作來源主要以親朋介紹 (36.7%)、人力銀行 (12.7%)、自家

經營 (11.4%) 所占比率最高，而透過就業服務機構轉介獲

得工作者，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轉介 (6.7%)、民間社會福

利機構轉介 (5.8%)、職業訓練機構轉介 (2.0%) 為主。 

    McDonnall (2011) 調查美國視障青年受僱影響因素，

指出多元的工作經驗、同儕社交能力、人際關係影響等因

素，與視障青年獲得全職工作有關，多數視障青年工作機

會來自於自己的社交網路，而非親近的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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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職業重建 

     臺灣 2019 年行政院勞動部調查「有工作能力且有工

作意願但非目前勞動力」者，對於未來參與職業訓練之研

究結果顯示，有意願參加職訓者占 56%，想接受職業培訓

前三項類別以食品烘焙類 (13.9%)、電腦資訊 (13.5%)、按

摩類 (12.8%)，所占比率居多；另有 44%的人無意願參與

職業訓練。 

    職業重建有助於視障者重返職業生活，職業重建包含

心理重建、生活重建與職業重建，對於不清楚自身就業目

標、未具備相關工作經驗及職業證照者，若接受較多的職

前服務，有助於提升就業機會 (Jang, Wang, Lin, & Shih, 

2013)。除此之外，職業重建能協助視障者職涯決策與瞭解

就業時所應扮演的角色，經職業重建結構化訓練後，未就

業者能獲得兼職或是全職的工作，有助於就業率與薪資的

提升 (Bell & Mino, 2013)。 

八、 僱主態度 

    僱主對視覺障礙的認識、與僱主對視覺障礙者的接納

意願影響視覺障礙者就業狀況（李永昌，2003）。就業環

境中僱主不接受視覺障礙者、不認同支持身心障礙者就業

的理念，或是對視覺障礙者的認知有限，僱主的刻板印象

會影響視障就業者與求職者的工作意願(Henry, Petkauskos, 

Stanislawzyk, & Vogt, 2014)。 

    求職過程與就業環境中，僱主忽略視障者的就業能力、

低估視障者的專業能力，或是認為視障者會增加工作環境

的不便，僱主不友善的態度影響僱用視障者的意願 (Shaw, 

Gold, & Wolffe, 2007)；以外，僱主缺乏職務再設計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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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無障礙環境的設置會影響原有空間的規劃、太貴太麻

煩會增加僱主經營成本等因素，也是僱主拒絕進用視障者

的原因、影響視障者求職與就業的因素之一（花敬凱、彭

淑青，2004；邱滿艷、韓福榮，2007）。 

九、 家庭支持與社會支持 

    家庭參與和支持是職業重建的橋梁，家庭成員對於視

覺障礙的認知程度影響視障者的職業重建，家人對障礙認

知不足、過於保護、不夠支持、或是過度鼓勵均會使視障

者無法真正自我認識（麥漢倫，2014；趙曼寧，2014）。父

母的支持有助於視障者獲得就業，當視覺障礙者感受其家

人給予的訊息性支持與實質性支持愈高者，其工作滿意與

工作適應等人格特質也越高，工作適應也越好（Wolffe, 

Ajuwon, & Kelly, 2013；李康泰，2015）。 

正向的社會支持，有助於中途視障者職業重建與職業

適應，社會支持與就業穩定呈正相關 (Cimarolli & Wang, 

2006)，社會支持含括情緒支持、工具支持與資訊支持，憂

鬱、生活滿意度、幸福感與生活品質等與社會支持有顯著

相關，正向支持的建立有助於視障者有意義的整合性就業

發展，負向的社會支持不利於視障者的心理健康，已就業

且擁有正向支持之視障者較未就業者有較少的焦慮感受，

以及較高的生活滿意度 (Cimarolli & Wang, 2006 ; Guerette 

& Smedema, 2011；Papakonstantinou & Papadopoulos, 2009)。 

十、 就業政策 

    政府就業政策包含法令政策、職業重建、促進就業計

畫、就業輔導等，為提高身心障礙者就業率、及更多的就

業保障，於是在法令政策給予明確的制定（行政院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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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不論是 1980年殘障福利法的視障按摩保障政策或

是現今的司法院釋字第 649 號取消保障條文，均影響視障

者福祉與就業權益（林慶仁，2008；邱大昕，2009）。 

    目前臺灣視覺障礙職業重建服務多以政府自辦或委由

民間單位辦理，透過功能性視覺評估、個別化職業重建訓

練、職場穩定就業輔導等服務，提供服務使用者跨縣市、

專門、完整的服務（行政院勞動部，2014）；然而，重建

體系欠缺完整架構、缺乏整合各單位的力量、城鄉差距、

資源不均及就業以按摩業比例較高，為視覺障礙者重建服

務所遭遇的困難（邱滿艷、林洺秀，2014）。 

    為保障及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

法令強制規定僱主須僱用一定比例的身心障礙者，2017年

臺灣定額進用視覺障礙人數佔全體身心障礙進用人數的

5.7%，性別以男性居多，年齡層介於 25~44歲（行政院勞

動部，2018）；臺灣定額進用政策有助於身心障礙者就業

(Jang et al., 2013)，然而，由於相關配套措施成效不佳，難

以改變社會環境與工作環境，導致視障者不易融入職場，

不容易被長期僱用（郭峰誠、張恆豪，2011）。 

 

除了上述十項影響視覺障礙者就業狀況之因素外，尚有教育程度、

婚姻狀況、資訊能力、視障者就業心態、工作文化、工作適配性、工作待

遇、生涯信念、自我效能等因素（Gilbride, Stensrud, Vandergoot, & Golden, 

2003；杞昭安，2000；林慶仁，2008；林聰吉、游清鑫，2010；馬長齡等

人，2013）。綜合上述文獻，茲將影響視覺障礙者就業因素歸納為個人

因素、環境因素與中介因素，整理如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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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影響視覺障礙者就業之因素表 
個人因素 中介因素 環境因素 

性別、年齡 
障礙程度 

教育程度 
婚姻狀況 
外出行動能力 

資訊能力 

生涯信念 

自我效能 

就業心態 

工作壓力 

就業政策 
職業重建 

家庭支持 

社會支持 

僱主態度 

工作待遇 

工作來源 

工作文化 

工作適配性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參、 臺灣視覺障礙者音樂培育與挑戰 

從上述文獻資料歸納，臺灣視覺障礙者就業情況以按摩業為主要工

作居多，部分視障者礙於現實環境，為了生活從事按摩業（杞昭安，2000），

從事藝術娛樂者比例上相對較少；杞昭安（2000）調查 20至 40歲視覺

障礙者就業情況，372 名受訪者中從事演唱工作者約占 1.2%；而在 108

年 5月視覺障礙勞動人口所從事的行業數據中，從事樂器調音師占 0.4%、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約占 5.6%，但與其他障礙類別相比，從事藝術娛

樂及休閒服務業所佔的比例最高，如上圖 2-4、2-5、2-6（行政院勞動部，

2019）。 

學者使用Magnetic Source Imaging (MSI) 檢查全盲視覺障礙者聽覺

皮層，發現全盲視障者其聽覺皮質核心區域較明眼人大 1.8倍，全盲者的

聽覺誘發反應較快，這與全盲者長期使用非視覺線索與環境進行互動，

使得全盲視障者具有較佳的聽覺能力、快速定位與解碼語音的優勢

（Elbert, Sterr, Rockstroh, Pantev, Müller, & Taub, 2002）；而在聲音感受

的絕對音感 (Absolute pitch) ，約有 57%全盲者擁有較佳的絕對音感，優

於一般人的 20%，因此具有靈敏的聲音感受能力，對其音樂發展具有相

對優勢 (Hamilton, Pascual-Leone & Schlaug1,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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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藝文推廣協會（2010）指出視覺障礙者在經過

職業訓練後可從事聲音優勢相關職業，建議政府單位、企業聘用，適合

職業如下： 

一、 視障音樂工作者 

(一)、 建議政府單位、企業可聘用具有音樂演唱技巧的視障

者、視障樂團的成員，可代表該企業從事公益演出。 

(二)、 建議政府單位、企業可聘用具有音樂教學能力的專業

視障音樂教師，組織音樂社團、開設音樂班，減輕壓

力、增進關懷社會、尊重生命的態度。 

(三)、 建議政府單位可聘用視障音樂工作者，擔任輔育院、

觀護所、校園等音樂社團或身心障礙兒童、身心障礙

者子女之指導老師，激勵鼓舞受教者。 

(四)、 建議政府單位可聘用專業音樂工作者至國外進行國

際文化交流表演，提昇促進國內身心障礙者邁向國際

化發展的機會。 

(五)、 建議企業進用視障詞曲創作者，為企業創作形象廣告

歌曲或廣告配樂。 

二、 視障廣播專業人員 

(一)、 可擔任廣播節目製作、主持公益、文教、社教、社福

等類型之廣播節目。 

(二)、 可擔任節目策畫、主持、製作、公關等工作。 

(三)、 可擔任專業主持晚會的主持人，主持各項公益性晚會

活動、團康活動、國際交流活動。 

三、 電話諮詢 

    可從事業務說明、客戶服務、總機業務、市場調查、

推薦介紹業務、中途失明者心理重建諮商、其他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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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傳銷及廣告業務工作 

    可從事保險業務、商品傳銷、廣告配音、配樂、廣告

企畫、傳銷業務及商品諮詢。 

綜上所述，鋼琴調音師、廣播節目策畫、廣播節目錄製、廣告配音、

電話諮詢、音樂演唱等工作，聽覺優勢有助於視覺障礙者音樂藝術、聽

語能力的發展。 

培育視覺障礙者音樂能力的發展，可從教育、機構基金會培訓二部

分探討；首先在教育階段，除了家長自費聘請音樂教室教師傳授音樂技

巧外，啟明學校的音樂相關科系、社團提供視障學生多元的音樂學習機

會，例如：臺北啟明學校高職部的音樂科，提供視障生個人主修、副修 2

種專長個別選修課程與課後合唱團、口琴社、阿卡貝拉社團，每年舉辦

啟鳴之聲合唱團音樂會、傳愛音樂會等音樂成果發表會，藉由音樂會展

現音樂成果，也推廣正向溫暖力量給社會大眾（臺北市立啟明學校，2021） 

；臺中啟明學校成立流行音樂樂團、管樂演奏、國樂演奏、吉他社等社

團，充實視障學生的學習活動，協助學生習得基礎學科、保健按摩之外

的專長，並於每年舉辦全國視障生音樂夏令營，引進專業音樂師資，藉

由為期四天的音樂專業講座課程、樂器小組教學課程，培養視障生對音

樂的興趣，建立自信心（臺中市立啟明學校，2021）；臺中市立惠明盲校

成立鋼琴、小提琴、太鼓、爵士鼓等社團，結合主題教學「芒果青樂園」，

以校內芒果樹下的園地為基地，不定期進行街頭藝人演出活動練習，另

成立廣播社，在校內進行廣播練習、錄製有聲書、廣播劇，透過實作與

練習增加演出經驗（臺中市私立惠明盲校，2021）。 

機構基金會音樂技能培訓有成立於 1994 年臺北市視障音樂文教基

金會，藉由視障者音樂教育培訓，輔導視障者音樂就業，Do Re Mi助盲

學院部每年舉辦 2期的視障生鋼琴、二胡、薩克斯風、說唱藝術工作坊、

流行歌曲、演出實戰等培訓課程，並鼓勵視障音樂人加入樂團，參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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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邀請的各類慶典、尾牙春酒、音樂會等演出，每年定期舉辦視障音

樂大賽、音樂節與慈善音樂會，至今已即將邁入第 29屆（臺北市視障音

樂文教基金會，2021）；臺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所成立的 EyeMusic音樂

發展中心，以音樂人才培育為理念，提供音樂詞曲創作、音樂製作、音

樂培訓課程，安排音樂劇舞台肢體、廣播劇聲音表演練習，並成立

EyeMusic樂團，以音樂專業能力協助視障音樂人開創優勢就業機會（臺

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2021）；臺灣公益聯盟，2020年起成立第一屆流

行音樂人才培訓班，邀請流行音樂界知名講師進行一年的培訓課程，課

程安排樂理知識課程、流行音樂產業知識、演奏技巧、演唱訓練、音響

混音錄音設備、定裝造型課程及成果發表等，適性適才依學員需求設計

不同的培訓課程，期許視障音樂人能以音樂自力更生，以樂悅人（臺灣

公益聯盟，2021）。 

上述，教育階段與機構基金會的音樂才能培訓，各單位提供適性課

程，引導視覺障礙音樂愛好者能發揮潛能、習得一技之長，提高就職意

願。徐智勇（2014）調查 37位視覺障礙街頭藝人就業現況與工作滿意度，

研究顯示視覺障礙街頭藝人以兼職者居多，中途視障者專業成就滿意度

顯著高於先天視障者，特別的是，在職前訓練的專業滿意度研究上呈現

未接受職前訓練的視障街頭藝人滿意度顯著高於接受職前訓練者；連苡

涵（2006）調查臺灣音樂系畢業之視覺障礙者就業狀況及就業意願，研

究顯示 41位受訪者就業率為 100%，其中全職從事音樂相關工作者 70%、

24.4%的受訪者從事其他職業但兼職音樂相關工作，就業意願均以從事音

樂相關工作為主。 

視覺障礙者在足夠的支持下，能發展出較高的獨立學習能力與自信

(Coates, 2012)；然而，Wheeler (2010) 指出在公立學校中，視障音樂教育

的發展存在著一些令人沮喪的困難，其中經費預算並未獲得地方、州政

府、聯邦政府的認可，受限的資源迫使音樂教育難以推展；隨著科技輔

具的進步，視覺障礙者樂器演奏能透過點字樂譜習得，但教授點字樂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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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難度在於具備音樂專長的非視障音樂教師缺乏點字概念，且需藉由其

他軟體協助轉譯 (Siligo, 2005)。 

臺灣具有音樂專長之視覺障礙者，從事音樂相關工作時遇到的困難

有下述幾項（萬明美、柏廣法，1999）： 

一、 樂團表演者 

演出機會不定、收入不穩固、演奏時需迎合大眾口味、

大都演奏通俗樂曲、社會福利基金會和協會對樂團待遇不

合理、樂團成員人際適應問題。 

二、 個人獨奏或獨唱 

演奏家兼差賺錢不易、政府不補助個人演奏會、獨奏

會虧錢。 

三、 擔任私人音樂家教 

學生家長對視障音樂教師不放心、學生來源不穩、自

己本身的心理壓力。 

四、 編曲錄音工程 

    合約不固定、需有人推薦。 

五、 街頭表演者 

為理想遊走街頭、有時須忍受路人的異樣眼光質疑。 

 

綜合上述，視覺障礙者在教育與職業培訓階段，能獲得足夠且適性

的音樂培育課程，學習的過程中亦能養成獨立與自信的態度；然而，受

限於有限的資源及點字樂譜轉譯的速度，造成視障者音樂學習的難度，

而從事音樂相關工作之視障者，進入職場後則須面對賺錢謀生、他人眼

光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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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小結 

臺灣視覺障礙勞動人口中已就業者所占比例不到兩成，就業者所從

事的職種以按摩師居多，近代視障按摩緣起於日治時代日本盲人按摩風

氣，然而當時受限於臺灣風俗民情，並不流行也不倡導盲人按摩；直至

臺灣省政府頒布法令保障視障按摩後，欲從事按摩的視覺障礙者逐漸增

多，為了傳授按摩專業技術，視障啟明學校按摩保健相關科系、視障重

建院的職業重建，均規劃詳細的視障專業按摩技能的課程，與協助考取

丙級按摩技術士、乙級按摩技術士。 

 個人因素、環境因素及中介因素影響視覺障礙者就業意願，個人因

素包含：性別、年齡、障礙程度、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外出行動能力、

資訊能力、生涯信念、自我效能、就業心態、工作壓力；環境因素包含：

家庭支持、社會支持、僱主態度、工作待遇、工作文化、工作適配性；中

介因素包含政府機關就業政策、職業重建培訓內容等；上述三項因素影

響視覺障礙者就業意願與滿意度。 

而從事藝文娛樂及休閒服務職種者，所佔比例雖不高，卻是身心障

礙群中最多人從事的工作；視覺障礙者聽覺靈敏，具有音樂發展的優勢

能力，因此教育單位、職業培訓單位、機構基金會等單位提供音樂培訓

課程協助視障者從事聲音優勢相關職業；然而，音樂課程培訓受限資金、

教材等因素，影響視障者音樂學習，另進入職場後，視障音樂者於各行

業中遇到的困難與挑戰，明顯影響就業意願，因此，部分視障音樂者仍

以按摩為主要的職業，音樂展演為兼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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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臺灣街頭藝人流變、制度與相關探討 

    本節探討臺灣街頭藝人的流變、制度與相關探討，首先第一部分探

討歐美、中國與臺灣街頭藝人的源起與流變；第二部分探討臺灣街頭藝

人制度與規範，瞭解現今臺灣政府對街頭展演與街頭藝人的規範；第三

部分探討臺灣視覺障礙街頭藝人所獲得的支持與挑戰；第四部分為本節

小結。 

 

 

壹、 街頭藝人的源起與流變 

    街頭藝人 (street performers)，英文又可稱為 busker、street artist，

busker 主要為英國用詞，不同國家地區對於街頭藝人的稱呼不盡相同，

但主要意思均是在公共場所進行表演並獲取獎勵，表演內容包含雜技、

小丑、氣球造型、魔術、默劇、活雕像、素描繪畫、塗鴉壁畫、舞蹈、唱

歌等，獎勵方式通常是金錢、食物或禮物等 (Wikipedia, 2021)。 

歐洲街頭藝人的起源，可回溯到西元前 753年至西元 754古羅馬時

代，羅馬市集上聚集眾多的農民、流動商販、商人與購物人，另有一批

靠表演雜技維生的街頭賣藝者，他們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靠公眾

的慷慨施捨維生（劉增泉，2014）。中世紀的音樂以宗教音樂為主，一群

不滿宗教音樂桎梏流浪歌手，與喜歡在街頭說書、發表諷刺性詩詞與韻

文、批評教宗與教會的流浪學者和神職人員，在街頭以詩歌頌讚美酒與

狂歡的生活，當時稱為遊蕩詩人；14 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此時期

的世俗音樂與當時教會的聖樂相違背，樂師們使用鼓、豎琴、手風琴與

風笛等便於攜帶的小型樂器，在市集、修道院和貴族城堡中演奏情歌、

自行創作的歌曲、表演雜耍及說書，在貴族裡、市井中帶入娛樂的氣氛，

並將社會文化與思想，流傳於市井生活中，已有雜耍演員 (jongleur)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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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遊樂師 (minstrel) 之意（顧連理、張洪島、楊燕迪與湯亞汀，2014）。

中世紀之後，賣藝者、說書人、流浪歌手等藉由街頭市集的演唱、謀生

走遍歐洲，有助於當時歐洲藝文的傳播（方銘健，2005）。 

19世紀末期，歐洲移民將大量的街頭藝人帶進美國紐約市，街頭表

演者數量大增；1923年，紐約市發出 800張手搖風琴和其他音樂家的執

照，這些街頭藝人包含在貧窮社區裡唱歌的歌手，為了表示感謝，家庭

主婦會將包裹在紙上的硬幣從他們的窗戶丟落到歌手身上，此時街頭表

演蓬勃發展；然而，1936年時，紐約市長取消了街頭表演許可，堅稱街

頭表演是屬於乞丐的，城市不容許這種行為，因此，當時只有最窮的人

才會在街頭流浪，他們拉奏零落不成調的小提琴，而路人會避免目光接

觸的迅速丟下錢幣。1950年舊金山、紐約城市的年輕人在街道上發表負

面想法，他們大都是貧窮、無家可歸，戴著帽子、帶著吉他在街頭演唱

民歌，路人支付一些食物；週日的華盛頓廣場公園經常是民間音樂演奏

的地點，直到 1961 年 4 月 9 日紐約市公園專員 Newbold Morris 沒有原

因的拒絕街頭表演許可證的申請，引發 Beatnik （中文譯為披頭族）暴

動，民間音樂家聚集在華盛頓廣場公園，演唱歌曲抗議政府官員無權，

爭辯Morris無權決定誰能在公園演唱，隨後發生騷亂，許多民歌歌手被

警察逮捕並放進稻田貨車中，此次暴動象徵質疑權威趨勢的開始，而抗

議與街頭表演成為美國人生活中更大的一部分；1970年街頭表演禁令正

式取消，但地鐵表演仍被禁止，儘管如此，紐約地鐵仍充滿音樂，直至

1985年正式取消地鐵禁令，成立Music Under New York，管理地鐵音樂

家並授予合法的表演權利；至今，紐約充滿各種背景與才華的街頭表演

者 (Campbell, 1981；Taylor, 2017)。 

現今美國紐約在公園、街道、人行道、城市廣場、地鐵等地演出時，

須遵守各空間演出規範，在街道與公園演出時，需申請表演許可證、並

在指定時間內演出，避免影響住家、學校、教堂、醫院；在地鐵演出受紐

約交通管理局規範，不須表演許可證，任何人均可以在地鐵任何空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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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可接受打賞但不能在販售 CD或其他商品 (Ponce, 2014)。英國倫敦

政府成立街頭藝人部門 Busk in London處理倫敦市街頭藝人事務，街頭

表演是需要通過甄選獲得許可證者的倫敦市民、並須每年向保險公司購

買每年保費 120 - 220 英鎊的公眾責任險，以確保意外發生時可由保險公

司負責觀眾與表演者人身或財物損失之賠償（徐開炫，2017）。 

    中國表演藝術可從春秋戰國《禮記・樂記》，記載宮廷樂舞的雅樂

開始，雅樂演奏於宮廷、祭祀，曲風莊嚴，而平民百姓的樂舞稱為新樂，

曲風活潑、娛樂性強，多於公眾場所演出；春秋戰國時期戰亂頻繁，武

力保鑣、耍弄兵器的門客、帶藝求生的優伶等，為了取悅君主練就了許

多雜技如射箭、投壺、弄劍、踩高蹺等，民間也開始發展類似的娛樂活

動。兩漢時期宣揚國威的宮廷百戲在與西域雜技藝人的交流下蓬勃發展，

宮廷百戲的雜技、象人之戲、幻術、小戲、馬戲等形成多元的表演藝術，

而民間雜技、散樂也得以發展；而後直至晚唐安史之亂後，宮廷做藝的

表演者因戰火流散民間，共組戲班在鄉村、街坊四處表演維持生計，在

當時唐人眼中僅是「作藝乞錢」的乞丐；宋朝時期將街頭表演稱為「打

野呵」、路歧人是表演者的稱呼，但表演的形式與水準在當時的社會認

知是較為低下的；明清時期表演者以家庭或師徒組成表演團體，在人群

較多的時候，在街道上撂下一塊空地進行演出，觀眾圍攏觀看演出並給

予賞金，另有表演者沿街作藝或是於特殊環境演出，觀眾自由觀看、隨

意打賞，呈現行走賣藝的特殊街藝風景（吳顥中，2018）。 

    近代臺灣早期街頭藝術以宗教慶典、廟會活動的宗教信仰活動為主，

廟方聘請歌仔戲、布袋戲於廟前廣場演出，是近代臺灣街頭藝術文化的

雛型，另有街頭說書人、雜技表演、江湖賣藥巡迴各鄉鎮的雜耍武功表

演，及盲人街頭賣藝走唱「歌仔調」與「那卡西」，他們四處賣藝推銷商

品、傳唱勸世歌曲賺取賞金（湯喻婷，2017）。「那卡西」是一種源自日

本的賣唱模式，為日文「流し」的音譯，賣唱著帶著歌譜、吉他、手風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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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走在北投各個旅館、餐廳、夜總會之間，替客人伴奏、或接受客人點

歌演唱（王秀鳳，2011）。 

1980年臺灣民風開放、經濟逐漸繁榮，隨著歐美街頭表演風氣的盛

行，畫家許忠英先生向行政院陳請街頭畫家合法化，從此畫家們得以在

公共空間畫畫而不被驅趕（陳慧玲，2011）；1984年政府率先推廣「全

國文藝季」活動，在各地舉辦舞蹈、戲劇、音樂、傳統戲曲的表演，逐步

將藝術帶進民眾生活中，也為藝術家們帶來各種效應和效益（李俊賢，

2003）；而民眾忙碌工作之餘也開始享受休閒娛樂所帶來的解放，因此

街頭藝人的存在，具有文化銜接與傳承、提振觀光、空間的活用與治安

的改善、藝術文化更加深入生活的社會功能（劉靜芳，2008）。 

 

貳、 臺灣街頭藝人制度與規範 

1996年，臺北捷運開通，臺北捷運公司為了營造捷運形象、促進都

市景觀與公共藝術氣息，舉辦「第一屆臺北捷運街頭藝人公開遴選」活

動，率先開啟了遴選街頭藝人的活動，獲得認證者能在臺北捷運幾個站

點申請表演，捷運開放表演空間此舉意味著已逐漸把與人群互動的藝術

帶進象徵都會和速度的捷運系統裡，而後 1999年臺北市政府接手街頭藝

人管理，繼續推動公共空間藝術文化，以推動藝術平民化與普及化（林

真宇，2014 ；藝氣風發，2013）。 

    臺北市是臺灣最早推動街頭藝人合法演出的縣市，2003年臺北市政

府積極推動街頭藝術表演，2005年正式通過「臺北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活

動許可辦法」，條文中明確界定公共空間、街頭藝人、藝文活動等定義，

簡述如下（臺北市政府文化局，2005）： 

一、 法規訂定目的旨在鼓勵臺北市藝文活動多元發展、豐富市

容、促進藝文活動融入民眾生活，並培養民眾付費參與藝

文活動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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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街頭藝人是指於公共空間從事藝文活動之自然人或十人以

下組成的團體；從事藝文活動前，需取得活動許可證。 

三、 已取得活動許可證之街頭藝人可於公共空間從事收費性戲

劇、默劇、丑劇、舞蹈、歌唱、樂器演奏、魔術、民俗技

藝、雜耍、偶戲、詩文朗誦、繪畫、工藝、雕塑、行動藝

術、使用非永久固定之媒材或水溶性顏料之環境藝術、影

像錄製、攝影及其他與藝文有關之現場創作活動。 

四、 藝文活動表演場地為臺北市寬度八公尺以上的人行道、廣

場及公園綠地等空間，並需經公共空間管理人同意，得從

事藝文活動。 

五、 從事藝文活動時，需揭示活動許可證；並接受主管機關、

公共空間管理員查驗。 

六、 不得造成人車通行困難、不得阻礙無障礙設施、建築物出

入口、消防安全設備；並衡酌藝文活動內容，設置安全維

護設施或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2005年的「臺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法」，臺北市政府

地方法規率先立法，而後 2009年再頒布「臺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

實施要點」，立法規定更完善、街頭藝人藝文表演活動合法化（臺北市

政府文化局，2005；臺北市政府文化局，2009）；繼臺北市政府街頭藝人

立法推廣後，各縣市政府也開始建立街頭藝人展演相關制度。 

    近年來街頭文化的推動，臺灣地區已有 20個縣市成立街頭藝人認證

活動，研究者歸納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六

個直轄市街頭藝人實施辦法，如表 2-5，並整理說明如下（臺北市政府文

化局，2005；臺北市政府文化局，2009；臺北市政府文化局，2018；臺北

市政府文化局，2021；新北市政府文化局；2017；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2021；桃園市政府文化局，2015；桃園市政府文化局，2021；臺中市政府



 

61 

文化局，2013；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1；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20；高

雄市政府文化局，2012；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15）： 

一、 年齡資格 

臺灣六個直轄市除高雄市外，臺北市、新北市、桃園

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均規定須年滿 16歲以上之個人

或 10人以下之團體均可報名；高雄市無年齡限制，報名簡

章上提及未滿 14 歲之報名者報名文件若尚未請領身分證

者，可檢附健保卡及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六個直轄

市均規定未滿 20歲者需檢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二、 展演類型 

展演類型大致可分為三類： 

(一)、 表演藝術類：現場表演之戲劇、默劇、丑劇、

舞蹈、歌唱、演奏、魔術、民俗技藝、雜耍、

偶戲、詩文朗誦及行動藝術等。 

(二)、 視覺藝術類：現場創作之繪畫、用各種媒材創

作之現場人物塑像、環境藝術等。 

(三)、 創意工藝類：現場創作之雕塑、工藝品、傳統

技藝等。 

三、 證照審議時間 

街頭藝人認證方式主要是採取「審議制」，需於指定

地點現場展演的方式，各地方政府文化局於報名截止後，

個別通知報名者現場審議的時間，臺北市、新北市、桃園

市、臺中市及臺南市均每年辦理一次，辦理報名時間約在

3~5月，次月進行證照審議；高雄市每年舉辦兩次，報名時

間在 4~5月、9~10月，證照審議時間在 6月與 11月；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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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證照審議時間不同，幾乎不重疊，街頭藝人可以跨縣

市重複報名。 

2018年，臺南市文化局以鼓勵表演及回歸市場機制的

考量率先全臺灣將原有的「審議制」改為「登記制」；而

臺北市審議制實行十多年後，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考量藝術

創作的自由與個人喜好，文化局參考國際案例、聆聽各方

意見，經過多次的座談會與諮詢會與審慎規劃籌備後，決

定 2021年 3月 1日臺北市街頭藝人改為申請登記制。  

四、 證照審議方式 

「審議制」證照審議方式由地方政府文化局邀請不同

領域專家學者，依甄選項目分組進行審查，審查委員包含

藝文專家學者、街頭藝人代表、公共空間管理人代表、文

化局代表等；考照當日審查委員依序至各報名者展演處進

行審查，報名者需當場解說、操作、示範或展演，審查委

員會依其技藝、互動性、街頭演出適切性及整體感等進行

評分；臺北市審議現場開放民眾對表演者的演出做出「喜

歡」、「不喜歡」投票，若民眾投予「不喜歡」票數達總票

數 10%，將作為審議委員淘汰的依據。 

臺中市政府為了鼓勵身心障礙者從事街頭藝術，考量

部分類別身心障礙者因身心損傷等因素，無法順利與觀眾

互動，因此，在臺中市街頭藝人徵選「技藝性」、「創意

性」、「適切性」及「互動性」四項審查項目中的「互動

性」一律給予合格。 

而臺南市於 2018年考量藝術創作自由之精神，率先取

消評比制度，改以登記方式申請，唯提出申請後，需全程

參與 16小時「臺南市街頭藝人展演工作坊」方可取得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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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起，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及臺中市取消審

查制，改為登記制，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三市結盟，

啟動北北基三市街頭藝人合作模式，2021年 3月起有意願

於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三市表演的街頭藝人均可以至

「 臺 北 市 街 頭 藝 人 登 記 及 展 演 申 請 平 台

https://tpbusker.gov.taipei/」申請登記，登記申請時間並無起

訖規定，登記時於網路平台上傳基本資料、身分證件、展

演相關證件等，登記後立即進入審查系統，線上審查通過

即可透過網路平台列印許可證。 

五、 證照年限 

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及高雄市之展演許

可證有效期限以兩年為限，臺南市為三年，需於有效期限

截止前換證；臺北市、新北市、臺南市換證需檢附至少二

次以上公開展演記錄以茲證明。 

2021年起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

採「登記制」後，換證方式採用網路平台重新登記即可延

續許可證期限；桃園市預計也會採取網路平台登記方式，

研擬未來加入北北基三市街頭藝人合作模式。 

六、 收費與販賣作品方式 

收費方式由街頭藝人自訂，由觀眾自由樂捐、打賞，

亦可定價方式收取費用，但須於現場清楚標示，且不得有

勸募的行為。 

街頭藝人可於展演現場販售現場自行創作之商品，且

須清楚標明為「非賣品」，收取費用之方式及金額均需清

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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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展演地點與申請方式 

展演地點須於各縣市政府所規定的公共空間，在展演

地點從事藝文活動時必須遵守各公共空間的規範。展演地

點須提前撥打電話、網站填寫或是到公共空間現場預約，

預約日期須於表演前一週以上，視各公共空間規定，各縣

市、各公共空間並無統一期限。 

熱門場地顧及空間與表演品質，除了須提前預約登記

外，還須抽籤，方能至該場地指定的位置展演。另在 2021

年 3 月起，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保留 3%場地名額給予原住

民籍街頭藝人，而無給予身心障礙者場地保留名額。 

八、 增能研習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要求申請街頭藝人許可證者，需全

程參與 2天共 16小時的「臺南市街頭藝人展演工作坊」，

取得工作坊研習時數後，才核發臺南市街頭藝人許可證，

因應資訊化時代，臺南市政府預計 2021年年底前增加線上

課程，提供全臺灣有意願到臺南市展演的街頭藝人們在家

研習就能增加街頭表演的知能；而其他縣市政府也陸續提

供線上研習課程，藉此強化街頭藝術的競爭力與專業性。 

九、 管理規範 

(一)、 展演時間依各縣市及公共空間規定，時間約在上

午 9點至下午 22點。 

(二)、 展演地點時不得於人行道、街道出入口、無障礙

設備、消防設備附近。 

(三)、 活動時須揭示街頭藝人許可證，並接受管理員抽

檢；不可將公共展演空間轉讓他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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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應自行衡量活動內容，自行設置安全維護設施或

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五)、 不得危害他人健康、公共安全、妨害風俗等行為。 

(六)、 展演音量與衍生之廢棄物須遵守噪音管制法與

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 

(七)、 違反街頭藝人藝文展演規定者，經違規記點達縣

市政府規定之上限者，廢止原街頭藝人許可資格，

一年內不得參與任何展演、一年內不得重新申請

許可。 

    綜上所述，臺灣街頭藝人資格申請規範，因各地人文素養、生態環

境不同，遂由各縣市政府主責擬定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法，條

文明定街頭藝人申請方式、核證方式、展演空間等事項，各縣市規範大

方向雷同，唯在認證方式、證照年限及行政規費略有差異。 

    此制度在運行十多年後，各縣市政府逐漸將「審議制」轉型為「登

記制」，一方面尊重藝術創作的自由，強調減少僵化的評比成績；另一

方面數起街頭藝人許可證審查爭議事件，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指出：

要求有意從事街頭藝人職業者，事前接受審議，通過後才能執業，有違

職業自由、箝制藝術自由、扼殺藝術創作多元發展的空間，亦屬違憲（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2020）；而在 2019 年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

19) 疫情的影響下，各地方政府依實際情況調整認證方式，街頭藝人的制

度與權益越趨完善（許依晨，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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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臺灣六個直轄市街頭藝人實施辦法 A 

縣

市 

立

法

沿

革 

法規名稱 
公發布

日 
認證方式 

核

發

證

明 

證照費用 表演類型 
年齡

資格 
人數 

每年

辦理

次數 

申請日期/ 
審議日期 

審議

方式 

臺

北

市 

已

廢

止 

臺北市街頭藝人從

事藝文活動許可辦

法 

2005年
4月 

審查制 

許

可

證 

個人 500元 

 

團體 1000元 

表演藝術類 

視覺藝術類 

創意工藝類 

16歲
以上 

個人、 
團體 10
人以下 

1次 
申請 4月 

/ 
審議 5月 

指定

地點

現場

展演 

臺北市街頭藝人從

事藝文活動實施要

點 

2009年
4月 

臺北市街頭藝人從

事藝文活動管理要

點 

2018年
4月 

現

行

法 

臺北市街頭藝人從

事藝文活動申請許

可審議作業要點 

2018年
4月 

登記制 
2021年 3
月開始 

200元 
*身心障礙/
低收入戶，

免繳 

  
文化局街頭藝人

網站登記。 
收件隨即審查。 臺北市街頭藝人從

事藝文展演活動管

理辦法 

2021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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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立

法

沿

革 

法規名稱 
公發布

日 
認證方式 

核

發

證

明 

證照費用 表演類型 
年齡

資格 
人數 

每年

辦理

次數 

申請日期/ 
審議日期 

審議

方式 

新

北

市 

已

廢

止 

新北市街頭藝人展

演許可審查及發證

收費標準 

2017年
1月 

審查制 

許

可

證 

個人 500元 
團體 1000元 
*身心障礙、
低收入戶費

用減半 
表演藝術類 

視覺藝術類 

工藝藝術類 

16歲
以上 

個人、 
團體 5
人以下 

1次 

申請 3~4
月 
/ 

審議 5月 

指定

地點

現場

展演 

現

行

法 

新北市街頭藝人從

事藝文展演活動管

理要點 

2021年
2月 

登記制 
2021年 3
月開始 

200元 
*身心障礙/
低收入戶，

免繳 

  
文化局街頭藝人

網站登記。 
收件隨即審查。 

桃

園

市 

已

廢

止 

桃園市街頭藝人申

請作業要點 
2015年

2月 
審查制 

許

可

證 

 

視覺藝術類 

表演藝術類 

創意工藝類 

16歲
以上 

個人、 
團體 5
人以下 

1次 

申請 4~5
月 
/ 

審議 6月 

指定

地點

現場

展演 

現

行

法 

桃園市街頭藝人申

請作業要點 
2021年

3月 

登記制 
2021年 8
月開始 

200元  

文化局街頭藝人

網站登記。 
收件隨即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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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縣

市 

立

法

沿

革 

法規名稱 
公發布

日 
認證方式 

核

發

證

明 

證照費用 表演類型 
年齡

資格 
人數 

每年

辦理

次數 

申請日期/ 
審議日期 

審議

方式 

臺

中

市 

現

行

法 

臺中市街頭藝人藝

文活動實施要點 
2013年 

4月 

審查制 

許

可

證 

未說明 
視覺藝術類 

表演藝術類 

創意工藝類 

16歲
以上 

個人、 
團體 10
人以下 

1次 

申請 3~4
月 
/ 

審議 5月 

指定

地點

現場

展演 

登記制 
2021年 
6月開始 

未說明  
文化局街頭藝人

網站登記。 
收件隨即審查。 

臺

南

市 

已

廢

止 臺南市街頭藝人從
事藝文活動許可實

施要點 

2011年
5月 

審查制 
2018年
起改為 
登記制 

許

可

證 

未說明 
視覺藝術類 

表演藝術類 

創意工藝類 

16歲
以上 

個人、 
團體 6
人以下 

1~2
次 

申請 5、
11月 

/ 
審議 6、

12月 

指定

地點

現場

展演 

現

行

法 

2020年
3月 

登記制 
200元 

*身心障礙
100元 

 

文化局街頭藝人

網站登記。 
收件隨即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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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立

法

沿

革 

法規名稱 
公發布

日 
認證方式 

核

發

證

明 

證照費用 表演類型 
年齡

資格 
人數 

每年

辦理

次數 

申請日期/ 
審議日期 

審議

方式 

高

雄

市 

已

廢

止 

高雄市街頭藝人展

演辦法 
2012年

4月 

審查制 
標

章 
未說明 

視覺藝術類 

表演藝術類 

創意工藝類 

未滿

18歲
須法

定代

理人

書面

同意

文件 

個人、 
團體 10
人以下 

2次 

申請 4、
10月 

/ 
審議 5、

11月 

指定

地點

現場

展演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街頭藝人標章核發

作業要點 

2015年
10月 

現

行

法 

高雄市街頭藝人登

記證核發實施計畫 
2021年

5月 

登記制 
2021年 
7月開始 

登

記

證 
未說明 

16歲
以上 

 
文化局街頭藝人

網站登記。 
收件隨即審查。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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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表 2-5 

臺灣六個直轄市街頭藝人實施辦法 B (續表 A) 

縣

市 

立

法

沿

革 

法規名稱 審議委員 
證照年限/ 
換證費用 

換證佐

證資料 
展演

時間 
展演

地點 

展演地

點申請

方式 
收費方式 

作品 
販賣 

違規

懲處 
增能

研習 

臺

北

市 

已

廢

止 

臺北市街頭藝人

從事藝文活動許

可辦法 
1. 藝文專家 

2. 文化局代表 

3. 公共空間管理
人代表 

4. 街頭藝人代表 

5. 民眾 

2年換證/ 
200元 

許可證

有效期

限內至

少 2次
公開展

演記錄 

依各

公共

空間

規定 

 
原則

上為

10時
至 

22時 

公共

空間 

提 前 預

約登記、

抽籤。 

街頭藝人

自訂。 

 

可採接受

自 由 樂

捐、打賞

或定價方

式 收 費

用。 

 
應於現場

清 楚 標

示。 

非現場

創作之

展示樣

品不得

於現場

販售。

須標明

為非賣

品。 

記點

撤銷

廢止

停權 

 
臺北市街頭藝人

從事藝文活動實

施要點 

臺北市街頭藝人

從事藝文活動管

理要點 

現

行

法 

臺北市街頭藝人

從事藝文活動申

請許可審議作業

要點 

1. 藝文專家 

2. 文化局代表 

3. 公共空間管理
人代表 

4. 街頭藝人代表  

2年換證/ 
200元 
* 身 心 障
礙/低收入
戶，免繳 

網路重

新登記 

北北

基三

市合

作模

式 

提 前 預

約登記、

抽籤。 
3％名額
保 留 給

原住民。 

逐年

陸續

增加

各類

線上

課程 

臺北市街頭藝人

從事藝文展演活

動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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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立

法

沿

革 

法規名稱 審議委員 
證照年限/ 
換證費用 

換證佐

證資料 
展演

時間 
展演

地點 

展演地

點申請

方式 
收費方式 

作品 
販賣 

違規

懲處 
增能

研習 

新

北

市 

已

廢

止 

新北市街頭藝人

展演許可審查及

發證收費標準 

1. 藝文專家 

2. 文化局代表 

3. 公共空間管理
人代表 

4. 街頭藝人代表  

2年換證/ 
200元 

*身心障
礙/低收入
戶，免繳 

研習證

明、 
展演成

果 

依各

公共

空間

規定 

 

原則

上為

10時
至 

22時 

公共

空間 

提 前 預

約登記、

抽籤。 

街頭藝人

自訂：可

採接受自

由樂捐、

打賞或定

價方式收

費用。 

 
應於現場

清楚標

示。 

  
不得勸

募。 

現場創

作之作

品如開

放觀眾

取得，

作品須

清楚標

示收費

方式。 

記點

撤銷

廢止

停權 

街頭

藝人

研習

會 

現

行

法 

新北市街頭藝人

從事藝文展演活

動管理要點 

2年換證/ 
200元 

*身心障
礙/低收入
戶，免繳 

網路重

新登記 

北北

基三

市合

作模

式 

舉辦

增能

研習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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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立

法

沿

革 

法規名稱 審議委員 
證照年限/ 
換證費用 

換證佐

證資料 
展演

時間 
展演

地點 

展演地

點申請

方式 
收費方式 

作品 
販賣 

違規

懲處 
增能

研習 

桃

園

市 

已

廢

止 

桃園市街頭藝人

申請作業要點 1. 藝文專家 

2. 文化局代表 

3. 公共空間管理
人代表 

4. 街頭藝人代表  

2年換證  
依各

公共

空間

規定

原則

上為

9時
至 18
時。 

公共

空間 

提前預

約登記 

街頭藝人

自訂：可

採接受自

由樂捐、

打賞或定

價方式收

費用。 
應於現場

清楚標

示。 

非現場

創作之

展示樣

品不得

於現場

販售。 

記點

處分

停權 

 

現

行

法 

桃園市街頭藝人

申請作業要點 

2年換證/
依收費標

準 

網路重

新登記 

預計

八月

加入

北北

基 
合作 

 

臺

中

市 

現

行

法 

臺中市街頭藝人

藝文活動實施要

點 

1. 藝文專家 

2. 文化局代表 

3. 公共空間管理
人代表 

4. 街頭藝人代表 

2年換證  

依各

公共

空間

規定

原則

上為

10時
至 22
時。 

公共

空間 
提前預

約登

記、抽

籤。 

可收取現

場觀眾自

由捐助獎

勵金，不

得有販賣

或主動募

款行為。 

美術剪

影及素

描、傳

統技藝

類並得

現場收

費作畫 

記點

處分

停權 

 

尚未說明 
公共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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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縣

市 

立

法

沿

革 

法規名稱 審議委員 
證照年限/ 
換證費用 

換證佐

證資料 
展演

時間 
展演

地點 

展演地

點申請

方式 
收費方式 

作品 
販賣 

違規

懲處 
增能

研習 

臺

南

市 

已

廢

止 

臺南市街頭藝人

從事藝文活動許

可實施要點 

1. 藝文專家 

2. 文化局代表 

3. 公共空間管理
人代表 

4. 街頭藝人代表 

3年換證 許 可 證

有 效 期

限內：至

少 6次公
開展演；

換 證 需

提供 2次
展 演 紀

錄。 

依 各

公 共

空 間

規 定

原 則

上為9
時 至

21時。 

公 共

空間 
提 前 預

約登記 

由街頭藝

人自訂，

自 由 樂

捐、打賞

或定價方

式收取費

用，惟應

預先於現

場清楚標

示，且不

得有勸募

行為。 

不得販

售非自

行創作

之商

品。 

且需現

場創作

並與觀

眾互

動。 

不可只

從事商

品買賣

行為。

須標明

為非賣

品。 

記點

撤銷

中止

停權 

需全

程參

與臺

南市

街頭

藝人

展演

工作

坊 

現

行

法 

3 年換證/
目前不收

費 

線上

研習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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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立

法

沿

革 

法規名稱 審議委員 
證照年限/ 
換證費用 

換證佐

證資料 
展演

時間 
展演

地點 

展演地

點申請

方式 
收費方式 

作品 
販賣 

違規

懲處 
增能

研習 

高

雄

市 

已

廢

止 

高雄市街頭藝人

展演辦法  

1. 學者 

2. 專家 

3. 相關機關代表 

2年換證 

 

依各

公共

空間

規定 

公共

空間 
提前預

約登記 

街頭藝人

得接受樂

捐 

就其現

場創作

物品定

價收取

費用，

但收取

費用之

方式及

數額應

預先於

展演場

所清楚

標示。 

二 個

以 上

展 演

場 地

舉發，

廢 止

原 標

章。  

高雄市政府文化

局街頭藝人標章

核發作業要點 

現

行

法 

高雄市街頭藝人

登記證核發實施

計畫 
3年換證 

廢止

登記

證，

並一

年內 

不得

申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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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臺灣視覺障礙街頭藝人的支持與挑戰 

    為了鼓勵身心障礙者多元就業、走出戶外，不受身心損傷影響其就

業能力與發揮長才的機會，多數地方政府除了在街頭藝人申請證照審核

時給予免報名費的優惠外，評分上亦會衡量身心障礙者受限於感官、肢

體或心智等因素，在與觀眾互動評分項目中給予合格分數（臺中市政府

文化局，2013）。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與各地方政府文化局、勞工局等單位透過多元

方式協助有意從事街頭表演之身心障礙者，為其開辦身心障礙者職業訓

練，於網路平台開設身心障礙者數位學習網站，提供身心障礙者職場職

能專班、職場安全專班等線上進修課程（行政院勞動部；2021）；2009年

開辦「視障專班-樂音展演人才培訓班」，積極鼓勵視障者結訓後從事街

頭藝人、樂師、樂音展演相關工作，結訓後的學員考取街頭藝人證照的

比率 100%、就業率約 87.4%（寇世菁，2013）。 

    為增闢身心障礙街頭藝人演出機會，地方政府透過所舉辦的藝文活

動邀請視覺障礙音樂團體或視覺障礙街頭藝人共襄演出，協助提升其能

見度，例如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主辦的「聽，見」音樂，連續七年舉辦全臺

灣最大規模的視障音樂會，活動中邀請視障音樂家、臺中市勞工局輔導

的視障街頭藝人「向日光樂團」、「飛行者樂團」及「黑墨鏡樂團」等，

並結合演藝明星、地方社團的演出，展現職業訓練成果（臺中市政府，

2021）；文化部、文化局亦與勞工局合作，提供各類身心障礙街頭藝人

名單、表演項目及影音檔案供民眾參考，並鼓勵各單位踴躍邀演，共同

支持身心障礙者就業。 

    民間組織也極力支持視覺障礙者發展音樂才能，協助開拓新的生命

方向，例如：「財團法人臺北市視障音樂文教基金會」、「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身心障礙者藝文推廣協會」等，二十多年來致力於音樂人才培訓與

身心障礙者藝文表演的推廣，「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藝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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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更提倡「全方位宣導計畫」，協助身心障礙表演者能發揮所學專

長，獲得更大的舞台。 

    政府與民間組織為視覺障礙者搭起了支持的鷹架，並積極開創多元

表演機會，然而，視覺障礙街頭藝人仍遇到各種挑戰。2012年視覺障礙

街頭藝人張玉霞參加電視節目選秀比賽，以一曲《獨上西樓》震驚音樂

愛好者，被封為「小鄧麗君」；早在參加電視歌唱選秀比賽之前，張玉霞

與姐姐張玉玲共組「欣韻二重唱」已在臺北淡水街頭表演多年了，一曲

成名後，張玉霞的商演邀約不斷，也曾有機會發行個人專輯，然而由於

理念落差，張玉霞尚未圓夢即結束歌手夢，再重返街頭表演，張玉霞自

述 2019 年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的爆發，常駐表演區的遊

客銳減、也無商業演出邀約，影響到他們的生活收入，街頭藝人在同時

段、同場地的表演，除了聲音互相干擾外，觀眾也容易互搶，影響彼此

的演出與收入（林媛玲，2020）。 

    街頭是街頭藝人展現個人才華的地方，展演空間也是與觀眾直接互

動的場域，街頭藝人們自會發展出一套應對情境的機制，藉此展示自己

的技術、定位自我的身份（游潔雯，2011）；然而，受限於視力與行動能

力，視覺障礙街頭藝人有時處在過度保護的壓力下，部份觀眾會預設視

障者的視力狀況，認為他們需要幫助，於是幫忙搬器材、買餐點，甚至

堅持護送他們回家，熱心觀眾之舉引起視障街頭藝人對自我能力的困惑

（郭惠瑜，2017）。 

    打賞是街頭表演的元素之一，街頭藝人於街頭表演時，實質收益的

打賞金、精神層面的鼓舞、觀眾給予的掌聲，都能使其感受到前所未見

的自己（吳其鴻，2006）；然而，觀眾的打賞亦有可能是出自於憐憫與同

情，即便視障街頭藝人跟一般街頭藝人有著相同實力，視障者的打賞金

額一定比一般人多，多出來的部分可能是觀眾對身障者的「同情心」（陳

芸英，2017）；同情與憐憫並非是視覺障礙街頭藝人所渴望獲得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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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的是專業，不是同情」，他們真正期待的是觀眾對其專業演出的尊重

與回饋（郭惠瑜，2017）。 

    綜上所述，為鼓勵視覺障礙者多元開發、發揮長才、勇於走出視覺

損傷的限制，文化部、勞動部、各地方政府與民間團體積極推廣視障者

就業服務輔導、視障音樂培訓班，協助考取街頭藝人證照、提供就業與

拓展演出機會；然而，視覺障礙街頭藝人演出機會與表演收入易受不可

改變的大環境因素、與互相牽連的社群環境因素環境影響，對視覺障礙

街頭藝人造成不少的挑戰。 

 

肆、 小結 

近代臺灣街頭表演文化深受歐美國家街頭展演文化影響，在政府與

民間組織提倡下街頭表演藝術走進民眾生活中，街頭表演與街頭藝人成

為妝點公共空間的美景；為了保障與管理街頭藝人，各地方政府自 2005

年起陸續制定相關管理辦法，為了符應趨勢與修改審議不公等糾紛，2021

年起地方政府逐漸將街頭藝人認證方式調整為登記制，制度的調整配合

資訊網路的發達，街頭藝人申請流程與展演場地的登記方式，更有彈性。 

    文藝推廣的文化局與職業訓練的勞工局，衡量身心障礙者身心因素，

並鼓勵身心障礙者外出就業，多元提供視覺障礙街頭藝人的展演機會；

然而，不可抗拒的環境因素、互相牽連的社群因素及出於憐憫心態的人

文因素等，影響著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街頭表演的收入與自身專業能力的

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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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身之所往《研究方法》 

本章說明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與研究相關細節，整章共分為八

節：第一節為研究取向，說明依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所採取的研究方法；

第二節為研究歷程，說明本研究起訖歷程；第三節為研究參與者，介紹

本研究取樣標準與研究參與者之基本資料；第四節為研究者與協同研究

者之角色，簡述說明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背景與定位；第五節為研究工

具，說明本研究所採用的質性研究資料蒐集方法；第六節為資料處理與

分析方法，說明本研究使用的資料分析方式與步驟；第七節為研究信實

度，說明提高本研究信實度的方法；第八節研究倫理與規範，說明本研

究恪守的研究倫理精神，分別詳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取向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取向中的敘事研究(narrative 

research)作為研究方法，分別說明如下。 

 

壹、 質性研究 

以研究典範觀點將研究法的類型，分為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 

與質性研究。量化研究採用科學的角度對社會現象進行考察，以問卷、

量表工具蒐集資料，運用統計計算方式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在研究過

程中，研究者控制研究情境，以旁觀者的立場進行研究，研究目的在於

探討變項之間的關係，找出與解釋變項之間的關係原因，並建立擴論將

結論推論至其他情境之外（楊孟麗、謝水南譯，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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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研究的目的不在驗證或推論，而是在探索經驗的意義，因此，

質性研究關注參與者的觀點，重視詳細描述活動或情境中所發生的細節，

透過多元管道的資料蒐集，藉由參與者的經驗陳述，研究者深入解讀、

分析詮釋後，賦予新意義、新理論；亦即質性研究的目的不僅在瞭解現

象，也在產生理論或擴權（陳向明，2011 ；潘淑滿，2003）。 

質性研究是一種重視社會事實詮釋的研究取向，質性研究具有多項

特點，研究者整理如下（陳向明，2011；楊孟麗、謝水南譯，2013；潘淑

滿，2003）： 

一、 自然情境蒐集資料 

質性研究重視在自然情境下蒐集描述性的資料，自然

的狀態就是資料的直接來源，在研究過程中所蒐集的資料，

是屬於非研究者人為控制變項等資料，例如：訪談、觀察

與相關文件資料。 

二、 研究者角色 

研究過程中，由研究者親自擔任研究的訪談者，直接

進入研究場域中進行訪談與觀察；並由研究者親自擔任資

料轉譯者、資料分析與詮釋者。 

三、 重視時間序列與現象描述 

質性研究重視時間序列與經驗現象描述，事件發生先

後次序，依據時間脈絡整合為「故事」，從研究參與者的

觀點描述經驗，讓讀者有如事實再現的感覺。 

四、 重視資料統整與歸納分析 

質性研究重視資料的統整與歸納分析，研究過程中運

用多元管道廣泛蒐集資料，使故事更具完整與飽和；再經

由系統性的轉化資料、編碼轉譯，反覆的檢視文本後，歸

納分析出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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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賦予意義 

經由資料統整與歸納，研究者以客觀、無預設的立場，

深入解讀資料隱含之義，對被研究者的生活故事和意義建

構作出解釋，並賦予研究資料意義。 

質性研究不同於量化研究的實驗處理，質性研究強調詳細描述事件

或經驗的整體細節描述 (holistic description)，對於個案所屬的情境脈絡，

研究者使用錄音、錄影、文件資料等工具觀察及蒐集個案資料，再對所

蒐集的資料加以歸納整理，從中發現隱藏在個案行為、經驗另一面的涵

義，及所反映的社會文化與價值（楊孟麗、謝水南譯，2013）。 

 

貳、 敘事研究 

    質性研究中的「敘事研究」是一種探討生命經驗或生活經驗的研究

方法，是透過建構與詮釋的形式呈現，藉由研究參與者生命重要事件的

述說，釐清事件間的關聯性與對個人的意義，敘事研究亦是瞭解經驗的

一種方式，看重敘事的時間，研究過去、現在、過去到現在的生命事件，

由研究參與者回憶生命中的某段事件，使用口語、書寫、影片或照片的

方式表達  (Wells, 2001)。敘事研究法中的個人經驗故事  (personal 

experience story) 主要是在描繪一個或多個事件中個體的經驗敘事，經驗

述說包含個人過去、現在經驗的再現，研究者透過蒐集研究參與者過去

與現在的個人經驗、生活資料，讓研究參與者能藉此說出生命故事、產

生情節，形成知識 (Cochran, 1990)。 

    敘事研究的組成包含場域、人物、事件和情節四個成分，簡述如下 

(Oliver, 1998 ; Polkinghorne, 1995)： 

一、 場域 

場域是指研究參與者所處的物理環境、社會文化特徵

與時間位置。物理環境包含工具、設備、文件、物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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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文化特徵包含種族、社會地位、性別、宗教等，時間位

置意指事件發生的時空背景；場域協助研究者瞭解事件經

歷，賦予事件意義。  

二、 人物 

人物是指事件中的關鍵人物，關鍵人物包含研究參與

者、重要關係人，關鍵人物的動機、行動建構整個事件，

由於重要關係人可能會影響研究參與者的思想行，故在敘

事研究中重要關係人亦扮演著重要角色。 

三、 事件 

事件是指過去發生的事情，舉凡影響個人生命歷程改

變的關鍵生命事件、或是長時間累積的經驗、具有代表性

的生命事件、再次經歷的生命事件等，從事件中可知過去

事件的時序、因果、起訖時間與構成要素、及所造成的影

響。 

四、 情節 

情節是指貫串事件的所有因素，包含事件中的時間、

人物、場域；情節說明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參與人物

的行動、與他人的互動，所做出的決定、最後的結果，以

及人物對事件的詮釋、對事件賦予的涵義。 

    敘事研究關乎研究參與者所經歷的事件、場域、人物、和情節，透

過敘說的方式瞭解生命經驗與時間情境的關聯性；因此，敘事研究具有

時間性、情節性與脈絡性，也與社會文化脈絡相關聯，能反應當時社會

背景及文化特徵，最後再藉由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的對話與詮釋，瞭解

對問題或事件的價值感受，共同發展出生命經驗意涵 (Bogdewic, 1999)。 

    敘事研究連結著研究者、研究參與者與讀者；對於研究者的意義在

於能深入瞭解研究參與者生命經驗，探討研究參與者生命事件的社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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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歷史脈絡，並透過研究參與者生命故事的敘說與研究者產生共鳴，

激盪出新的啟發 (Riley & Hawe, 2005)；敘事研究對於研究參與者的意義

在於能充分表達自我、為自己發聲，亦能重新整理現在過去的經歷，形

成轉化的經驗，並構想規畫未來的願景 (Oliver, 1998)；對於讀者的意義

在於能啟發讀者，讀者藉由閱讀他人的經驗與自己對話，進而對自我有

深刻的省思與領悟 (Polkinghorne, 1995)。  

    Riessman (1993) 指出敘事研究是經驗的再次呈現，研究者透過關注

經驗 (attending to experience)、訴說經驗 (telling about experience)、謄寫

經驗 (transcribing experience)、分析經驗 (analyzing experience)、閱讀經

驗 (reading experience) 五個層次，藉由訪談、文件資料的蒐集將研究參

與者生命經驗再次呈現，敘事研究的研究歷程如下： 

一、 關注經驗 

聚焦於原始經驗中的某些事件，排除不相關的生活事

項，試著藉此建構成為有意義的生命歷程。 

二、 訴說經驗 

透過語言進行經驗的敘說，在經驗述說的同時，研究

參與者表述了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間連續性，也傳達當

時的情境脈絡、個人與社會的互動情況，在述說的當下，

研究參與者整理內心情感與想法，形成自我經驗的再呈現。 

三、 謄寫經驗 

經驗謄寫的過程也是研究者詮釋的歷程，研究者透過

錄音、錄影及訪談筆記的方式將經驗對話記錄下來，並將

所有相關訊息轉譯成文本資料；為避免影音轉譯成文本時

失真，研究者須謹慎思考如何詳實呈現。  

四、 分析經驗 

研究者以分析的角度檢視故事背後的假設與影響因素，

研究者透過分析經驗的過程，將所有的片段經驗進行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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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捨棄，聚合成一個整體內容，並創造出具有意義的

後設故事。 

五、 閱讀經驗 

研究者所呈現的僅是對研究參與者經驗的詮釋；讀者

閱讀時，會穿插自己的經驗與故事文本交會，引發讀者的

領悟與省思；而研究參與者透過閱讀經驗再次重新建構自

我，重新看待此生命經驗，展望未來；因此，敘事研究所

建構的內容，只對特定的族群有意義，沒有永恆的觀點。 

    敘事研究藉由訪談的方式將生命故事與經驗傳達出來，「以情境脈

絡為基礎、經驗為本位」不僅可以從他人生命經驗中獲得新的詮釋經驗

與啟發，亦可在閱讀他人個人經驗故事的同時，重新檢視以回應此刻心

境與處境 (Mishler, 1990)；敘事研究在質性研究中是充滿影響力的研究

方法之一，影響是種不斷循環過程，一圈一圈向外擴散 (Denzin & Lincoln, 

2005)。 

 

參、 本研究之研究取向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於探究某種現象及其代表的意義，為了更加深

入瞭解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的職業發展經驗、深入探討其職業生涯發

展的歷程，本研究聚焦於具有相關經驗的視覺障礙街頭藝人，期望藉由

訪談與觀察深入瞭解視覺障礙街頭藝人的經驗世界，了解生命歷程對其

職業生涯發展所產生的影響。本研究若採用量化研究，對全臺灣視覺障

礙街頭藝人廣發問卷，將面臨樣本數不足、與無法深入瞭解視覺障礙街

頭藝人內心感受與思緒脈絡的問題。 

    再則，為了聚焦研究目的，使研究參與者能適切回應職業生涯經驗，

本研究須選取符合條件之中途視覺障礙之街頭藝人，因此，本研究採用

符合目標條件的立意取樣，選擇符合本研究目的之獨特個案，並於自然



 

85 

情境中與研究參與者進行訪談、觀察，進而蒐集到最真實、最豐富的生

命經驗述說；最後藉由聚焦的多元資料蒐集、資料分析與歸納，進而詮

釋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的職業生涯發展歷程。因此，本研究之研究取

向採取質性研究法的敘事研究為研究取向。 

 

第二節  研究歷程 

本研究之研究歷程，從研究起始至研究終止，共可分為研究準備階

段、資料蒐集階段、資料處理與分析階段、研究結果彙整階段，依序說

明如下： 

 

壹、 研究準備階段 

    研究者長期關注視覺障礙議題與視覺障礙者街頭表演情況，因而對

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街頭演出經驗與歷程產生好奇，研究進行前，研究者

依循研究動機，思索本研究欲深入探討之研究目的，考量本研究欲藉由

研究參與者獨特的街頭表演經驗與歷程，深入探討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

人的職業生涯發展歷程，故選定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法之敘事研究為研究

取向。 

    研究者參閱國內外相關文獻後，以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與職涯發展

為主要理論架構，擬定訪談架構與訪談大綱；並依立意取樣標準，選取

符合條件，並同意參與本研究之視覺障礙街頭藝人，經詳細告知研究參

與者本研究之動機、研究參與者權利等細節，簽署訪談同意書後，進入

研究資料蒐集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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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資料蒐集階段 

    本階段資料蒐集分為訪談資料、觀察記錄與文件資料。 

    為了更深入瞭解研究參與者之職涯發展歷程，研究者於自然情境中

與研究參與者進行訪談、觀察；訪談資料的來源以一對一訪談為主，研

究者分次和研究者參與者進行 2至 3次的訪談，訪談次數依資料蒐集飽

和度而定。訪談內容以半結構訪談大綱為主軸，邀請研究參與者述說職

涯相關經驗，每次訪談時間約 60至 90分鐘左右，訪談地點以研究參與

者方便、安全、能毫無顧忌述說為優先考量。 

    觀察記錄來源以訪談觀察與表演現場觀察為主；訪談時研究者觀察

研究參與者述說時的眼神、表情、行為舉止，記錄於研究者的觀察筆記

中；表演現場觀察目的是為了瞭解研究參與者街頭表演情況及與觀眾互

動情形，每位研究參與者進行 1至 2次表演現場觀察，研究者不進入表

演場域，以客觀方式在旁錄影及觀察記錄。 

    文件資料蒐集以研究參與者所提供的影音作品、照片、社群平台

(Facebook、Instagram、Blog)、網路平台所發布的文章為主，經研究參與

者同意後收錄至文件資料檔中，文件資料蒐集的數量，蒐集直至資料飽

和為止，並於資料處理與分析階段一併進行資料轉譯與分析。 

    訪談資料、觀察記錄與文件資料，僅作為本研究資料分析，謹守研

究倫理，不移作他用或公開播放。 

 

參、 資料處理與分析階段 

    上述訪談資料、觀察記錄與文件資料蒐集至飽和後，進入資料處理

與資料分析階段。研究者於每次訪談後，立即將訪談檔案儲存備份至電

腦中，運用謄稿機軟體將訪談內容逐字繕打成文本資料；繕打逐字稿的

同時，謹守研究倫理，基於尊重與保護研究參與者，將與研究參與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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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專有名詞，例如研究參與者姓名、親友名字、學校名稱、表演場域

等，均以匿名方式呈現。 

    文本資料轉譯為逐字稿後，邀請研究參與者檢核逐字稿內容，依研

究參與者的回饋增修逐字稿內容，修正後再次邀請研究參與者檢視，修

改過程會一併記錄於原文本資料備註欄中。文本資料完成後，進入資料

歸檔與編碼，研究者為每位研究參與者建立資料庫，資料庫內分類存放

資料，避免日後混淆，影響研究信實度。原始資料的編碼以[匿名-資料來

源-蒐集日期-逐字稿行碼]、[匿名-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日期]、[匿名-資料

來源-原始文章發布日期]方式進行，初步編碼後研究者再以開放編碼、主

軸編碼及選擇編碼三步驟進行資料分析歷程；此階段將所有文本資料反

覆檢視、歸納分類，逐漸聚焦形成各核心主題與概念，詳見本章第五節

研究處理與分析方法。 

 

肆、 研究結果彙整階段 

    此階段研究者依據資料處理分析階段的結果，賦予資料意義，發展

「影響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涯發展歷程因素與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

人職涯發展歷程」之理論架構；並依研究發現回應本研究之研究目的，

撰寫研究結論及提出相關具體建議。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研究歷程如圖 3-1所示： 

 

圖 3- 1 本研究之研究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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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旨在探討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涯發展歷程，衡量研究目

的及視覺障礙街頭藝人生命歷程具有其獨特性，因此本研究採取立意取

樣 (purposive sampling)，選取符合標準的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誠摯邀請

他們參與本項研究計畫。 

壹、 立意取樣標準 

    研究參與者須符合以下五項標準： 

一、 中途視覺障礙 

生理年齡 5歲之後，因疾病或意外所造成的視覺喪失；

並依據衛生福利部 2017 年修訂之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

法，經由身心障礙醫療鑑定，取得第二類「眼、耳及相關

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之視覺功能缺損，且障礙程度達

第三等級 ICF b210.3，重度全盲視覺障礙者。 

二、 街頭藝人 

個人於各縣市政府文化局規範展演活動之場所，從事

音樂、戲劇、舞蹈等藝文活動，且已取得各縣市文化局街

頭藝人標章或證明者。 

三、 表演場域與表演年資 

於臺灣地區從事街頭表演活動連續達五年以上，至今

仍持續街頭表演者。 

四、 受訪時實足年齡 

年齡介於 25至 50歲。 

五、 表達能力 

具備口語表達能力，並有意願接受研究者訪談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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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五項研究參與者選取標準原因，如下： 

一、 由於視覺為個體接收訊息的重要感官之一，視覺損傷對個

體的行動與活動均會造成影響，尤以重度視覺障礙者所受

到的影響最為明顯；先天失明與後天失明並無明確的年齡

劃分，但學者以 5 歲為主要切分年齡，視覺喪失年齡影響

個體的生命經驗 (Moore, Graves, & Patterson, 1997)；考量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欲探討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涯發展

歷程與影響因素，因此，本研究聚焦於生理年齡 5 歲之後

視覺喪失之全盲視覺障礙者。 

二、 為有別於藝術創作愛好者或坊間藝術表演者，本研究聚焦

於已取得政府官方審核認證之街頭藝人。 

三、 衡量進入職場的調適與適應期，在本研究中，研究者設定

研參與者需從事街頭表演達五年以上，主因是考量職涯發

展是種連續性的經驗累積，且五年街頭表演經驗的累積能

提供豐富的經驗描述，故本研究設定研究參與者須於臺灣

地區從事街頭表演活動連續達五年以上，且至今仍持續街

頭表演者。 

四、 參考Super生命歷程與職涯發展各階段任務與特徵之定義，

個體於 25至 44歲左右屬於職涯建立階段，此時個體於職

涯發展歷程中進入已定向嘗試期及穩固期，而後下一階段

進入 45至 64歲的職涯維持階段，研究者考量研究參與者

職涯發展任務與研究參與者街頭表演經驗，故將研究參與

者受訪時實足年齡設定為介於 25至 50歲之間。 

五、 研究參與者須具備口語表達能力、樂於分享個人經驗與願

意自我揭露，同意接受研究者多次訪談與現場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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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上述，研究者透過實地拜訪與視障朋友推薦兩種管道招募研究

參與者，口頭招募時研究者親自聯繫有意願參與本研究之視障街頭藝人，

詳細告知對方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研究形式與程序，誠摯邀請參與本研

究，口頭招募說明，請參考附錄（一）；口頭招募期間共有 8 名視覺障

礙街頭藝人有高度意願參與本研究，但受 2019 年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影響，有 2名視覺障礙街頭藝人於訪談前退出參與本研究、

1名訪談後私人因素退出、1名無法配合現場觀察退出。因此，最後本研

究選取符合上述立意取樣標準的 4位視覺障礙街頭藝人參與本研究。 

 

貳、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本研究合目標取樣 4位全盲視覺障礙街頭藝人，其中 2名男性、2名

女性，受訪時年齡介於 30歲至 50歲之間，以下分別敘述研究參與者基

本資料，基於研究倫理與保護研究參與者，每位研究參與者的姓名以中

文匿名的方式表示，而與研究參與者相關的團體機構以英文匿名表示，

表 3-1為正式參與本研究之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基本資料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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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一覽表 

匿

名 
性

別 
年

齡 致盲原因 目前視覺狀況 表演場域 取證後表

演年資 
主要就業

歷程 
目前職業

情況 
街頭表演工作

所佔時間比例 

驕

陽 男 50 
20歲 

視網膜色素病

變惡化 

視障重度 
全盲 
無光感 

大臺北地區 
雲嘉南地區 7 

工友 
按摩師 
街頭藝人 

街頭藝人 
按摩師 
機構講師 

街頭表演比例 
佔 90% 

微

光 女 40 
8歲 

白內障及視神

經萎縮 

視障重度 
全盲 

模糊光影 
中彰投地區 6 按摩師 

街頭藝人 

街頭藝人 
按摩師 
生命教育

講師 

街頭表演比例 
佔 50% 

星

夜 男 36 
20歲 

急性青光眼 

視障重度 
全盲 

強光直射才有

光感 

大臺北地區 
雲嘉南地區 9 街頭藝人 

街頭藝人 
生命教育

講師 

街頭表演比例 
佔 95% 

暖

陽 女 32 
14歲 

高燒眼壓過高 
青光眼 

視障重度 
全盲 

強光直射才有

光感 

大臺北地區 
桃竹苗地區 10 街頭藝人 

街頭藝人 
生命教育

講師 

街頭表演比例 
佔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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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之角色 

    本研究之研究取向為質性研究法之敘事研究，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

對資料的瞭解與詮釋，影響研究信效度，與意義的建構，以下分別說明

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的研究角色定位與基本資料： 

 

壹、 研究者角色定位 

Rossman & Rallis (2012) 指出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所扮演的角色

是一位客觀中立的研究者，也是一位學習者，質性研究是一個學習的歷

程，研究者學習的對象是研究參與者，研究者向他們學習瞭解研究參與

者的思想和行為，以研究者為學習者的角色定位觀點，有助於研究者與

研究參與者能產生平等的互動關係，進而獲得研究參與者的經驗想法與

相關資料。 

研究者是質性研究中的主要工具，搭配質性研究半結構式訪談技巧

與觀察（楊孟麗、謝水南譯，2013），由於研究者必須直接進入研究場景

中進行訪談與觀察，因此研究者須充實質性研究知識，恪守研究倫理；

研究者的研究技巧、研究能力均會影響研究資料，因此研究過程需維持

開放思維，扮演著客觀中立、積極傾聽的角色，避免主觀偏頗影響研究

信度與效度（吳芝儀、李奉儒譯，1995）。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扮演訪談者、觀察者、轉譯者、分析者及結果

撰寫者，藉此掌握研究的正確面向。四位研究參與者與其重要關係人之

半結構式訪談、表演場域之現場觀察，均由研究者本人擔任，以確保資

料蒐集的完整性；所蒐集的所有資料，由研究者編碼轉譯成文本資料，

除了可確保資料真實性，還可避免造成詮釋上的誤差；逐字稿謄錄完畢

後，再由研究者整理、分析出研究參與者職涯發展之脈絡；最後，由研

究者擔任研究結果撰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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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者基本資料 

    研究者（本節簡稱為我）目前為臺中市某國小不分類資源班教師，

大學畢業後曾任職國小不分類巡迴教師、國小集中式特教班教師、國小

不分類資源班教師，特殊教育教師年資已十六年，教學生涯中指導過 2

位視多障學生、3位弱視學生，接觸視障生人數並不算多，但在與學生、

家長互動下，對於視障學生的教學方式及能提供的教材內容並不陌生。 

    我在大學時就讀特殊教育學系，特殊教育教材與教法的學習帶領我

認識視覺障礙這個領域，而與系上視障身分的學姊學妹共修學科、共同

生活，啟發我碩士研究的動力。我的碩士研究以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自我

認同為主要研究架構，探討全盲視覺障礙街頭藝人，在遭遇視力喪失後，

從自我認同的崩解到自我實現的歷程，碩士論文是我探討視覺障礙議題

的啟蒙研究。 

    目前我於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博士班進修中，進修期間修習

視覺障礙相關理論與實務，並於週末進修臺南大學視障教育與重建中心

所辦理的全國教師及相關人員視障 10學分班；從大學、博士班、學分班

中更完整的學習視障知能，包含：視障導論、視覺損傷生理病理基礎、

定向行動、點字教育及視障輔具等理論與實務。 

    在研究基礎上，我曾於碩士班與博士班學習教育研究法，學習量化

研究與質性研究理論基礎，並嘗試運用所習得的研究法發表幾篇與視覺

障礙、教師助理員、融合教育、導盲犬等議題相關之研究；因此，對於本

研究所採用的質性研究，我能恪守質性研究精神，詳實呈現研究結果。 

 

參、 協同研究者角色定位 

    為提升資料分析的一致性，避免研究者進行文本資料分析時，過於

主觀及詮釋偏頗，本研究邀請一位同儕擔任協同研究者。研究者於研究

進行前須告知協同研究者本研究之研究動機，取得協同研究者共識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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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協同研究者加入本研究。協同研究者知悉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研究

架構；蒐集資料過程中，協同研究者亦熟知研究者資料蒐集進度與取得

的資料內容；資料分析時，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各自依據所蒐集到的

文本資料進行獨立分析，並進行共同檢核，兩方觀點不一時，會依狀況

進行多次討論，以達到兩方具有一致性的共識。 

 

肆、 協同研究者基本資料 

協同研究者大學、碩士班、博士班均就讀特殊教育系，已取得博士

學位，學位論文採用質性研究之敘事研究法，學術專長為視障教育、家

庭教育，熟稔敘事研究資料整理及分析方式；目前從事特殊教育工作，

從事教職年資十三年，擔任國小視障巡迴老師將近十年，長期關懷視障

生、家長及視障團體。 

基於上述學術與教學背景，研究者邀請協同研究者加入本研究，協

助檢核編碼與討論核心主題是否適切。 

 

第五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研究工具主要有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訪談大綱、

錄音錄影器材、研究者觀察筆記及研究參與者檢核表，詳細說明如下： 

 

壹、 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 

基於尊重研究參與者意願，訪談前研究者詳實告知研究參與者本研

究之研究主題、研究目的、資料蒐集方式與分析方法，並協助研究參與

者瞭解研究倫理的規範與參與者的權益，降低研究參與者的焦慮與不安。

因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為視覺障礙者，因此，依研究參與者視力狀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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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書面文字與有聲檔案之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使研究參與者能明確

知悉研究參與同意書的內容。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請參考附錄（二）。 

 

貳、 訪談大綱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為避免訪談流於封閉、固定反應或欠缺

系統，研究者在訪談之前預先擬定訪談大綱，以作為本研究訪談指引方

針。訪談大綱的擬定以本研究之主題「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涯發展

歷程之探究」為主軸，參考職涯發展相關文獻後，擬出訪談大綱；訪談

大綱採專家效度，初稿交由專家學者逐題審查後，研究者依建議修改為

正式訪談大綱。訪談大綱專家效度審查之專家名單，請參考表 3-2。 

訪談大綱初稿【專家效度】，請參考附錄（三）；專家效度審查意見

整理，請參考附錄（四）。 

 

表 3- 2  
訪談大綱專家效度審查之專家名單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吳純慧 助理教授 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李文煥 視障巡迴教師 苗栗國中巡迴輔導班 

黃靜玲 定向行動訓練師 
伊甸基金會視障者生活重建外聘定

向行動暨生活自理訓練師 

朱萬花 秘書長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藝文推廣協會 

張晏晟 街頭藝人 自僱 

訪談大綱依訪談對象分為兩份：一份為「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訪

談大綱」、另一為「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之重要關係人訪談大綱」；訪

談大綱架構有受訪者基本資料、擔任街頭藝人之前的職涯狀況、擔任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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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藝人的職涯現況、街頭表演的適應與挑戰、未來規劃與展望等主題。

訪談大綱的設計以引導式且能開放陳述的問題為主，訪談時依訪談情境

略作調整與適時追問。訪談大綱，請參考附錄（五）。 

 

參、 錄音錄影器材 

錄音器材：為確保訪談時，訪談內容真實呈現無缺漏，在研究進行

前，徵得研究參與者同意，每次訪談均使用錄音器材與錄音軟體全程錄

音。本研究每次訪談均使用智慧型手機 (iPhone 12 pro) 搭配錄音軟體「雅

婷逐字稿」，並使用數位錄音筆 (SONY ICD-UX570F) 同步錄音。使用

兩組錄音器材的因素在於避免訪談過程受錄音器材當機、或其他突發狀

況，影響資料蒐集的完整性。 

錄影器材：表演場域現場觀察時，為對表演場域、現場觀眾、周遭

環境有整體性的瞭解，在徵得研究參與者同意後，進行全程錄音錄影。

本研究錄影設備使用數位攝影機 (SONY HDR-CX405) 搭配腳架與智慧

型手機 (iPhone 12 pro) 內建錄影軟體搭配腳架。 

為避免錄音錄影因故中斷，因而影響研究的信度與效度，訪談與現

場觀察前，研究者備妥工具並測試後再正式進入訪談。每次訪談結束後，

立即檔案編碼備份至電腦中，避免混淆與檔案損毀；研究者謹守研究倫

理，謹慎保存，不提供他人聆聽與觀看。 

 

肆、 研究者觀察筆記 

    陳向明（2011）指出研究者觀察筆記有助於對照研究參與者的言語

與非言語行為，以此檢驗資料的一致性。因此研究者於每次的訪談與現

場觀察時，除了進行錄音、錄影記錄外，同時研究者亦會將研究參與者

述說時的神情、語氣及肢體動作記錄於研究者觀察筆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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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筆記內容包含每次的訪談、現場觀察的日期、時間、訪談對象、

研究參與者言語與非言語行為、訪談摘要、研究者感想與省思，藉由研

究者觀察筆記與其他資料相互佐證，以提升研究的信實度。 

 

伍、 訪談文本檢核表 

潘淑滿（2003）指出有系統地向研究參與者徵求有關資料與結論之

意見，將有助於提升研究效度。本研究研究者於訪談結束後，隨即整理

資料轉譯成逐字稿，分別提供受訪者文本資料與訪談文本檢核表（本研

究受訪者包含研究參與者 4名與其重要關係人 4名），邀請研究參與者

檢核內容，確認此份文本資料的正確性與完整性，如有偏誤需修改或需

增添補充，研究者尊重其意見，於文本資料中修正，檢核項目包含：逐

字稿內容修正、逐字稿內容與受訪者所描述的經歷符合程度（百分比）、

對此逐字稿的其他建議。訪談文本檢核表，請參考附錄（六）。 

 

第六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方法 

質性研究資料處理與分析方法，採用訪談、現場觀察與文件資料的

蒐集，經系統漸進的步驟編碼及轉譯後，將所有資料加以分類、歸納、

形塑成主題。本研究資料蒐集方式、資料處理方法、資料分析方法，詳

細說明如下： 

壹、 資料蒐集 

一、 深度訪談 

    本研究使用深度訪談進行主要的資料蒐集方式，訪談對象分

為 4位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及其重要關係人，共 8名受訪者。

訪談地點及訪談時間以研究參與者便利為優先，訪談前 1至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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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以電話聯繫確認詳細的時間與地點；每次訪談時間以 60 至

90分鐘為原則，避免疲累影響受訪者陳述與訪談內容品質。 

    本研究中，每位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均進行兩次訪談，平

均每位訪談兩次歷時約 2.5至 4小時，而重要關係人均進行一次

訪談，每位訪談歷時約 0.5至 2.5小時；訪談時間計算以錄音檔

時間加總的大約值，訪談時間受說話語速、口語表達能力影響。 

    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兩次訪談日期間隔天數盡可能不超

過 7天，研究者如此規畫的主因在於讓第一次與第二次的訪談能

順利銜接，避免受訪者訪談內容重複，且研究者於第一次訪談後，

立即著手進行逐字稿謄錄，在第二次訪談前完成謄錄工作，以利

於第二次訪談時的追加提問；且也盡量於每位研究參與者全部訪

談結束後，才進行下一位訪談，如此可避免研究者混淆或是將前

一位的訪談省思轉移至下一位，影響研究的客觀性；唯驕陽因有

其他要事須處理，故第二次訪談日期在第一次訪談 16 天後。本

研究正式訪談時間地點，如表 3-3。 

二、 現場觀察 

    本研究以表演現場觀察為第二項資料蒐集來源，表演現場觀

察的時間以研究參與者實際表演為主，研究者配合研究參與者表

演時段至表演現場進行錄影與觀察，每位研究參與者均安排 2次

現場觀察，每次觀察錄影時間視研究參與者表演時間而定，平均

歷時 2至 3小時；研究參與者表演時間地點，如表 3-4。 

三、 其他資料 

    本研究之其他資料是指研究參與者近五年與職業生涯相關

的照片、影音資料、生活日誌、省思與事件感受等；資料取得主

要採用三種方式：一為由每位研究參與者提供、另為研究參與者

於社群平台(Facebook、Instagram、Blog)心情抒發、及網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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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的文章，所有資料取得及使用，均徵詢研究參與者，待研究

參與者同意後再收錄編碼使用。 

 

表 3- 3  
正式訪談時間地點一覽表 

受訪者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訪談歷時 備註 

驕陽 
2021.01.13 

2021.01.29 

驕陽 

工作室 
4小時 

配合驕陽街頭表演時間，兩次

訪談之前先進行表演現場觀

察。 

驕陽配偶 2021.01.29 
驕陽 

工作室 
1小時 

於驕陽訪談結束後，請驕陽離

開稍作休息；在獨立空間，不

受干擾情況下，進行訪談。 

微光 
2021.02.21 

2021.02.26 

表演場地 

微光家 
2.5小時 

第一次配合微光街頭表演，表

演後，於獨立空間進行訪談；

第二次於微光家裡。 

微光配偶 2021.02.26 微光家 0.5小時 

於微光訪談結束後，請微光離

開稍作休息；在獨立空間，不

受干擾情況下，進行訪談。 

星夜 
2021.01.05 

2021.01.08 

星夜乾媽

家 
2.5小時 

兩次均於星夜現居處，不受干

擾之獨立空間進行訪談。 

星夜乾媽 2021.01.08 
星夜乾媽

家 
0.5小時 

於星夜訪談結束後，請星夜離

開稍作休息；在獨立空間，不

受干擾情況下，進行訪談。 

暖陽 
2021.02.02 

2021.02.05 
餐廳 3.5小時 

兩次訪談於暖陽現居處附近

安靜的餐廳。 

暖陽媽媽 2021.02.07 暖陽家 2.5小時 
因工作因素，暖陽與媽媽目前

並不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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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  
研究參與者表演時間地點一覽表 
研究 
參與者 

表演日期 表演場域 表演場地 觀察歷時 
天

氣 
備註 

驕陽 

2021.01.13 

（週三） 
大臺北地區 室內 3小時 晴 

表演結束後，返

回工作室訪談。 

2021.01.29 

（週五） 
大臺北地區 室外 3小時 晴 

表演結束後，返

回工作室訪談。 

微光 

2021.02.21 

（週日） 
中彰投地區 室外 2小時 陰 

表演結束後，於

表演現場獨立

空間進行訪談 

2021.02.27 

（週六） 
中彰投地區 室外 2小時 晴 228連續假期。 

星夜 

2021.02.16 

（週二） 
大臺北地區 室外 3小時 晴 

春假農曆年初

五。 

2021.03.01 

（週一） 
大臺北地區 室內 2小時 晴 

228 連續假期。

政府單位主辦

活動邀請表演。 

暖陽 

2021.02.06 

（週六） 
桃竹苗地區 室外 2小時 陰  

2021.04.04 

（週日） 
桃竹苗地區 室外 2小時 晴 清明連續假期。 

貳、 資料處理 

    本研究於每次正式訪談結束後，隨即將訪談影音檔建立資料庫儲存

至電腦中，並趁記憶猶新時盡快將訪談內容轉譯成文本逐字稿，避免日

後混淆；訪談與現場觀察時，研究者所摘記的觀察記錄也於當次訪視結

束後撰寫成研究者觀察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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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轉譯步驟如下： 

一、 將訪談內容反覆聆聽謄錄為逐字稿 

為了提高質性研究的信效度，訪談後研究者將語音檔複

製儲存至電腦中避免檔案遺失，並隨即將逐字稿轉錄成文字，

立即繕打逐字稿除了避免時間拖延而遺忘，也能讓我自己更

瞭解、更投入我的受訪者，在逐字稿繕打的同時，受訪者的

每一個表情、停頓、疑惑、沮喪、大笑，等同於再次的感受

訪談時的臨場感。 

    本研究所有的訪談，錄音時研究者主要使用智慧型手機

(iPhone 12 pro)搭配錄音軟體「雅婷逐字稿」，該軟體錄音時

已同步在手機頁面轉譯文字，但精準度會依說話者的口齒清

晰度、環境干擾程度等因素影響，因此安靜的環境、國語標

準的人，語音文字的正確率較高，本研究研究參與者語音轉

譯文字正確率約五成。 

二、 校正逐字稿 

訪談結束後，研究者再將語音檔與雅婷逐字稿轉譯檔透

過「速可打謄稿機 V2.0版」軟體進行校正。校正方式採用逐

句撥放、文字校正、文字繕打、段落、標點符號鍵入；反覆

校正至語音內容與逐字稿相同。訪談逐字稿示例，請參閱附

錄（七）。 

三、 研究參與者檢核逐字稿內容 

研究者繕打校正完成的逐字稿內容與訪談文本檢核表一

併透過通訊軟體 line 傳送給研究參與者與其重要關係人，邀

請受訪者們檢核逐字稿內容的真實性與正確性，並給予回饋；

因研究參與者視覺喪失，無法閱讀文本，研究者表示會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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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熟悉的軟體聽讀文本。受訪者逐字稿訪談文本檢核回饋，

如表 3-5。 

 

表 3- 5  
訪談文本檢核回饋表 

受訪者 資料修正與否 符合程度 回饋與建議 

驕陽 須修正 98% 
有個年代可能是我說錯了，已在

檔案註記修正。 

驕陽配偶 無須修正 100% 很用心。祝福您實現夢想。 

微光 無須修正 100% 
這訪談讓我想起剛開始當街頭

藝人的時候，我還蠻愛表演的。 

微光配偶 無須修正 100%  

星夜 無須修正 100% 希望我的經驗可以幫助到你。 

星夜乾媽 無須修正 100%  

暖陽 無須修正 100% 
內容沒有需要修改的，希望有更

多人感受到我們的認真。 

暖陽媽媽 無須修正 100% 謝謝。 

四、 逐字稿編碼 

    修正完畢的文本資料，研究者先進行建檔與編碼，原始資

料的編碼以[匿名-資料來源-蒐集日期-逐字稿行碼]、[匿名-資

料來源-資料來源日期]、[匿名-資料來源-原始文章發布日期]方

式進行，資料來源包含訪談、研究者觀察筆記、研究參與者日

誌、社群平台、部落格等，原始資料編碼說明一覽表，如表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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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6  
原始資料編碼說明一覽表 

 匿名 / 資料來源 / 蒐集日期 / 逐字稿頁數.行數 

例一： 驕陽 / 訪談 / 20210113 / p04.09 

例二： 驕陽 / 研究者觀察筆記 / 20210113   

        

 匿名 / 資料來源 / 原始文章發布日期   

例三： 驕陽 / 社群平台 / 20180623   

 

   舉例說明如下： 

例一：[驕陽/ 訪談 /20210113/p04.09]代表引用研究參與者驕陽於

2021年 01月 13日訪談逐字稿第 4頁第 9行。 

例二：[驕陽/ 研究者觀察筆記/20210113]代表引用研究者觀察筆記

記錄日期於 2021年 01月 13日。研究者觀察筆記請參考附錄

（八）研究者觀察筆記示列。 

例三：[驕陽/ 社群平台/20180623]代表引用驕陽於 2018 年 06 月 23

日於社群平台發布的資料。 

 

參、 資料分析 

Lieblich、Tuval-Mashiach與 Zilber (1998) 提出兩向度四分類的敘事

文本分析方式，兩向度分別為「整體對類別」、「內容對形式」，整體與

類別是指分析單位的不同，整體是將故事視為一個整體，類別則是將故

事切割為段落，整體的概念傾向將個體視為一個整體，探討個體過去到

現在的發展歷程；內容與形式的差異在於聚焦的角度，內容取向聚焦於

故事的內容，目的在於瞭解個體的行為動機、故事背後的原因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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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形式取向則聚焦於故事的形式、結構。兩向度交叉形成四類分析方式：

整體－內容、整體－形式、類別－內容、類別－形式。本研究依據研究

目的選取「整體－內容」分析法。 

「整體－內容」分析是用整體的角度觀看整個生命故事，而不將故

事切割成段落，即使擷取文本中的部分內容，也是以整個敘事脈絡來理

解，因此，整體－內容分析會分開呈現多位研究參與者的敘事，之後再

進行不同研究參與者敘事內容核心主題異同的討論，「整體－內容」分

析方法有以下五步驟 (Lieblich et al., 1998)： 

一、 反覆閱讀敘事文本。 

二、 整理對文本的初始、整體印象、矛盾與未完成的描述。 

三、 從文本中找出線索、特殊的焦點。 

四、 重新組織文本，於文本標示「主題」，針對主題重複仔細閱讀。 

五、 統整主題，持續確認分析結果，提出核心主題。 

    本研究研究目的在於探討中途視覺障礙者職涯發展歷程，研究參與

者的職業生涯發展歷程屬於個體生命歷程，為不可切割之整體脈絡，因

此為探討 4 位中途視覺障礙者職涯發展經驗，聚焦於經驗背後的原因與

意義，本研究採用「整體－內容」五步驟分析方法。 

    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著手進行每份文本分析前，需熟知上述五步驟

分析方法，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分別針對所蒐集到的資料進行獨立分析，

各自分析後再進行共同檢核，上述五步驟之第四、五步驟，研究者與協

同研究者分析方式，示例如表 3-7受訪者語意-主題分析方式、表 3-8受

訪者語意-核心主題分析方式。 

表 3-7受訪者語意-主題分析方式，分析者分別閱讀受訪者敘事文本

後，擷取受訪者語意段落，從語意段落中找出特殊關鍵字，形成語意主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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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7  
受訪者語意-主題分析方式 

受訪者語意 語意主題 

這幾年很特別啦，我們剛剛談到了，就是大環境不好，所以

你看很多街頭藝人賺不到錢，再加上疫情衝擊的時候，更難

對不對。 

[驕陽/訪談/20210113/p32.04] 

Ø 大環境 

Ø 疫情衝擊 

如果我們去市集表演的話呢，那些市集都會對我們很好，可

是也不能說，那是因為我眼睛不好的待遇，那是因為我都會

幫他們打廣告，對啊，對啊，所以就是我覺得就是互相啦，

互助互享。 

[微光/訪談/20210226/p04.21] 

Ø 表演場地 

Ø 周邊店家 

可是那邊的人，如果在那邊做久了，他會來趕你，就是，譬

如說他覺得他都平常都在這邊，阿你為什麼突然間出現，他

就會把你趕走。 

[星夜/訪談/20210108/p05.03] 

Ø 表演場地 

Ø 同業 

（街頭藝人） 

對，但是也都是往年比較好，最近這幾年也慢慢的往下掉，

是因為大環境的關係，因為每個行業都有可能、都有一個週

期，就是剛開始，大家覺得好像蠻新鮮的久了，以後好像就

膩了，或者是到處都有。  

[暖陽/訪談/20210202/p01.17] 

Ø 大環境 

Ø 剛開始人數

多 

 

表 3-8受訪者語意-核心主題分析方式，分析者將本研究中 8位受訪

者敘事文本與受訪者語意-主題分析，再次統整、分析提出第一層主題、

再聚焦成第二層主題、最終聚焦為核心主題，如圖 3-2 語意段落-核心主

題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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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8  
受訪者語意-核心主題分析方式 

受訪者語意 語意主題 
第一層 

主題 

第二層 

主題 
核心主題 

這幾年很特別啦，我們剛剛談到

了，就是大環境不好，所以你看很

多街頭藝人賺不到錢，再加上疫

情衝擊的時候，更難對不對。 

[驕陽/訪談/20210113/p32.04] 

Ø 大環境 

Ø 疫情衝

擊 

Ø 環境 

Ø 疫情 

Ø 個人與

環境 

Ø 外在環

境因素

影響 

對，但是也都是往年比較好，最近

這幾年也慢慢的往下掉，是因為

大環境的關係，因為每個行業都

有可能、都有一個週期，就是剛開

始，大家覺得好像蠻新鮮的久了，

以後好像就膩了，或者是到處都

有。  

[暖陽/訪談/20210202/p01.17] 

Ø 大環境 

Ø 剛開始

人數多 

Ø 環境 

Ø 同業競

爭 

Ø 個人與

他人 

Ø 外在環

境因素

影響 

可是那邊的人，如果在那邊做久

了，他會來趕你，就是，譬如說他

覺得他都平常都在這邊，阿你為

什麼突然間出現，他就會把你趕

走。 

[星夜/訪談/20210108/p05.03] 

Ø 表演場

地 

Ø 同業

（街頭

藝人） 

Ø 環境 

Ø 同業競

爭 

Ø 個人與

他人 

Ø 外在環

境因素

影響 

如果我們去市集表演的話呢，那

些市集都會對我們很好，可是也

不能說，那是因為我眼睛不好的

待遇，那是因為我都會幫他們打

廣告，對啊，對啊，所以就是我覺

得就是互相啦，互助互享。 

[微光/訪談/20210226/p04.21] 

Ø 表演場

地 

Ø 周邊店

家 

Ø 環境 

Ø 互助互

享 

Ø 個人與

他人 

Ø 外在環

境因素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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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 語意段落-核心主題分析圖 

    資料分析過程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分別獨立分析敘事文本，再經由

自製表格討論同一份文本的評分者間一致性，本研究 8 位受訪者之敘事

文本均使用此表格檢核，自製評分者間一致性檢核表，如附錄（九）；每

份敘事文本語意-主題分析後，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隨即使用評分者一致

性檢核並進行討論，再依據討論結果修改主題，反覆討論修改直到達成

一致性；再將 8份文本進行語意-核心主題分析，再次進行評分者一致性

檢核與討論，反覆討論修改直至達成一致性，圖 3-3 為本敘事文本分析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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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 敘事文本分析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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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研究信實度 

    不同於量化研究採用「內在效度」 (internal validity)、「外在效度」

(external validity)、「信度」 (reliability)、「客觀性」 (objectivity)，作為

研究信賴程度的驗證；質性研究學者提出以「確實性」 (credibility)、「可

遷移性」 (transferability)、「可靠性」 (dependability)、「可確認性」

(confirmability)，作為質性研究「信實度」 (trustworthiness)的規準（潘淑

滿，2003）。 

    信實度可藉由資料蒐集、厚實的描述與詮釋的過程來提升，研究者

可彈性運用以下八種方式建立研究信實度：澄清研究者之背景與立場、

長期進駐田野、使用三角交叉檢視法、運用參與者檢核、採用同儕審視、

進行厚實敘寫、從事反例個案分析、使用外部查核（潘慧玲，2003；潘淑

滿，2003）。 

    為增加本研究信實度，本研究採用以下方式，詳細說明如下： 

壹、 澄清研究者之背景與立場 

    本研究研究者過去研究經驗以視覺障礙議題為主，為加強本身對視

覺障礙領域知能，亦曾修習視覺障礙相關學科及學分；除此之外，研究

者生活環境與工作經驗有較多的機會能接觸視覺障礙者，因此對於視覺

障礙並不陌生，更能在情境中貼近視覺障礙者與其自然互動。 

    然而，為了避免研究者的經驗背景過度主導研究觀點，研究者於訪

談前充分閱讀視覺障礙與職涯歷程相關文獻與議題；研究過程中，秉持

開放中立的思維，傾聽研究參與者的敘說，輔以錄音工具詳實記錄對話

過程，並以研究者觀察筆記記下研究者自我省思。 

貳、 三角交叉檢視法 

    三角交叉檢視法(triangulation)係指運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情境和

時間，檢驗研究結論的一致性，藉由三角交叉檢視法的使用，降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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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誤（陳向明，2011）；三角交叉檢視法的形式分為以下五種：資料的三

角交叉檢視法、研究者的三角交叉檢視法、理論的三角交叉檢視法、方

法的三角交叉檢視法及科際的三角交叉檢視法（王文科、王智弘，2013）。 

    本研究使用資料的三角交叉檢視法、方法的三角交叉檢視法、研究

者的三角交叉檢視法，分述如下： 

一、 資料的三角交叉檢視法 

    資料的三角交叉檢視法是指於研究中採用各種來源檢視

資料的可靠性（王文科、王智弘，2013），不同的蒐集資料時

間與地點、不同的資料提供者均是資料來源的三角驗證（鈕文

英，2017）。 

    本研究已取得研究參與者與其重要關係人的職涯經驗敘

說、社群平台 (Facebook、Instagram、Blog) 支持者訊息、社群

平台日誌、表演文宣影音檔案等，運用訪談內容與各種相關文

件資料交叉驗證，藉由各項資料的交叉檢視，以確認所有資料

的真實性，提高本研究的信實度。 

二、 研究者的三角交叉檢視法 

    研究者的三角交叉檢視法是指透過不同的分析者角度審

視分析相同的資料，以檢核彼此間的一致性（鈕文英，2017）。 

    本研究採用研究者、協同研究者兩方的交叉檢視分析，兩

方分別針對所蒐集到的資料進行獨立分析，各自分析後再進行

共同檢核，如遇觀點不一致時，兩方進行討論，以取得一致的

觀點共識。 

三、 方法的三角交叉檢視法 

    方法的三角交叉檢視法是指運用不同蒐集資料的方法來

驗證資料，提高研究的效度（王文科、王智弘，2013），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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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訪談、觀察、非干擾性的測驗等方式進行資料的蒐集（鈕文

英，2017）。 

    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表演場域現場觀察、研究者觀察筆

記、影音資料記錄方法互相比對檢核，檢視所有檔案之間的關

聯性，提高本研究的真實性與可靠性。 

 

參、 運用參與者檢核 

    參與者檢核係指將研究中所蒐集的資料或所做的分析、詮釋與結論

完成後，交由研究參與者檢視是否有所偏誤，以此建立研究確實性（潘

慧玲，2003）。 

    本研究訪談完畢後，研究者立即將逐字稿謄寫完畢，邀請研究參與

者、研究參與者之重要他人分別進行各自的逐字稿內容檢核；逐字稿檢

核完畢後，邀請研究參與者、研究參與者之重要他人，各自檢核所有的

文本轉譯資料與陳述的經驗事件是否符合，並回覆符合程度與建議，以

此確認資料的正確性及完整性。 

 

肆、 進行厚實敘寫 

    研究者應藉由厚實敘寫呈現研究情境的脈絡，當研究情境、相關人

事物描述得越清楚，研究參與者的聲音、感受、動機、經驗越能真實地

呈現出，讀者閱讀時越能身歷其境，有助於讀者瞭解研究結果是否具有

共同特徵，可將此研究發現應用於他處（潘慧玲，2003）。 

    本研究將研究參與者歷次的訪談內容、職涯歷程敘說、表演場域觀

察等，掌握研究情境，進行詳細的記錄，如遇不明確語句或語意，研究

者會與研究參與者詳加確認以釐清其意；如此厚實敘寫除了有助於瞭解

研究參與者的職涯發展歷程，也有助於本研究的研究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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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研究倫理 

    本研究探討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涯發展歷程，採用立意取樣，選取

符合條件之中途視覺障礙之街頭藝人；並藉由半結構式訪談、現場觀察、

蒐集研究參與者日常表演影音、日誌等資料後，進行編碼轉譯與資料分

析。由於涉及探討研究參與者生活經驗與生命歷程，研究倫理原則的實

踐更為重要，以避免研究參與者受到影響或傷害。 

    研究倫理包括知情同意、尊重研究參與者意願、保密與保護研究參

與者隱私、避免潛在傷害與風險、遵守誠信原則、客觀分析及公平互惠

等原則（林天佑，1996；陳向明，2011；潘淑滿，2003）。基於上述研究

倫理的規範，本研究遵循以下原則： 

 

壹、 誠信原則 

    研究進行前，研究者詳細告知研究參與者本研究之研究動機、研究

工具，並使研究參與者知悉每次的正式訪談將進行全程錄音、研究參與

者街頭表演時會進行現場觀察錄影；訪談與現場觀察前，研究者主動聯

繫研究參與者，本著誠信、不欺騙原則，尊重研究參與者感受，使研究

參與者在參與研究的過程中，不會有被歧視、被忽略等負面感受。 

 

貳、 知情同意與退出權益 

    「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於正式訪談前，研究者藉由紙本資料呈

現與詳實的口述解釋，充分告知研究參與者、法定代理人與其重要關係

人，本研究的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流程與研究方式，包含訪談與

現場觀察次數、相關資料蒐集的方式，使研究參與者能清楚瞭解本研究

研究方式與其自身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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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於研究進行前，告知研究參與者本研究相關資料蒐集所採用的保

密措施，以及中途撤銷本研究之權利；待研究參與者知悉各項訊息及權

利後，取得研究參與者授權同意後，才進入正式研究。 

 

參、 保密原則 

    研究者主動告知研究參與者本研究保密原則，研究參與者及其重要

關係人，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會被揭露出真實姓名、表演場域，與之相關

的人名、地名均以匿名或代號方式呈現。研究者不得將研究參與者所有

資料外洩，亦不可與協同研究者以外的人談論，以避免造成研究參與者

的困擾與傷害。 

 

肆、 客觀原則 

    研究者保持中立客觀，訪談時聆聽研究參與者的敘說，忠實的觀察

與記錄訪談內容，研究者不隨意附和、也不給予受訪者任何評論與建議；

訪談結束後，依據研究設計客觀分析，不刻意排除非研究者預期資料，

忠實呈現訪談內容於逐字稿中。客觀詮釋、不刻意突顯或隱瞞研究結果。 

 

伍、 研究倫理 IRB審查 

    本研究涉及身心障礙者生活及心理歷程之研究，鑑於保護研究參與

者，研究者於研究計畫擬定前，參與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中心所舉辦

的研究倫理教育訓練 4 小時，教育訓練主題與研習證明。經評估本研究

對研究參與者可能引發的危險，不高於日常生活的遭遇或例行性醫療處

置之風險，故本研究通過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中心微小風險審查，案

件編號 202011HS001，請參考附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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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長歌路遙《結果分析與詮釋》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為人生留聲機～用音樂說故事，介紹研究參

與者生命歷程與職業發展經歷；第二節為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發

展歷程之結果分析；第三節為探討影響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發展

歷程之因素。 

 

 

第一節  人生留聲機～用音樂說故事 

本節透過訪談及相關資料之蒐集，將研究參與者生命故事與職業歷

程加以歸納整理，並以研究參與者所提供最喜愛的音樂為主題，用音樂

說故事的形式呈現之。 

 

壹、 驕陽之歌～夢想的秘訣 

第一眼見到驕陽是帥氣又有自信的神情，思緒拉回到幾年前，研究

者在紀錄片中依稀看過分享黑暗世界經驗的驕陽，當時的驕陽約莫 30歲

羞澀地說著視力喪失後的感受，多年後在我眼前的已是神采奕奕、侃侃

而談的驕陽。 

 

圖 4-	1	驕陽之歌～夢想的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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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曲 

驕陽幼年期視力狀況與一般孩童差異不大，直至國小就學後，自覺

常看不清楚黑板上的字，與同學玩躲避球時，手眼協調不佳，常接不到

球；驕陽一直以如此的視力就讀至高中畢業，家中有一位弟弟視力狀況

與他相似。 

    高中畢業後的驕陽視力越來越差，未繼續升學，在家人的協助下進

入某大學擔任發送公文的工友，工作十三年後由於視力每下愈況，驕陽

下定決心毅然決然地離開公職。離開服務單位後，驕陽開始學習按摩，

學成後驕陽至視障前輩經營的按摩店工作，五年後驕陽成家並立業，在

住家附近開了間按摩店，二年後按摩店結束經營。 

    關閉按摩店後，驕陽找老師教授薩克斯風，並在朋友的推薦下參加

A（匿名）機構的講師培訓；二年後參加臺北市街頭藝人證照考試，取得

證照後驕陽將街頭表演視為主要職業持續從事街頭表演至今，時間約七

年多。 

    目前成立一個小型音樂工作室，工作室內擺放播放錄音、網路直播

等工具，擁有不少支持者，2020年自籌經費發行個人翻唱 (cover) 專輯；

工作室內隔一間按摩室，僅提供熟客預約按摩；不定時參加 A機構培訓

課程與 B（匿名）團體自我成長的課程。 

二、 迷濛的視界 

我的童年是許多的困惑、逃避和不知如何是好組成的。[驕陽/訪談

/20210113/p04.11] 

驕陽出生於西服製作世家，爺爺與父親經營手工西裝訂製，生意鼎

盛時，家中還有十多名學徒跟著驕陽爺爺學習西服製作，驕陽幼年時期

家境優裕。從小驕陽視力狀況與一般孩童差不多，一直到就讀國小的時

候，逐漸發現自己看不清楚黑板上的字、閱讀速度比同學慢、甚至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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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跳字，與同學玩躲避球、打棒球也常因為慢半拍而錯過接球的時機，

肢體動作顯得相當笨拙，年幼的他總覺得自己比別人不聰明、比別人笨。 

所以那時候我不太了解，就是我明明看的到球啊，只是我接不到它、

或接不好，所以我不懂，這是眼睛的問題；那時候小時候以為是一個

我的反應比別人慢，或是自己的比較不聰明，比較笨之類的。[驕陽/

訪談/20210113/p04.21] 

西服製作不敵成衣市場的競爭，驕陽就讀國小時，家庭經濟陷入困

境，父親慘澹經營爺爺創下的事業，幾年後僅靠著一家小店面勉強維持

家計。家道中落，父母的失意、貧窮與自卑，影響年幼的驕陽，總覺得自

己比別人差；加上，隨著年齡著增長，雙眼視力反而逐漸模糊，無法理

解課堂中老師所說彩虹的顏色，為什麼與自己看到的不一樣，也無法順

利的跟隊友們一起在球場上較勁。 

老師說下雨過後的天空會有彩虹，要我們觀察彩虹的顏色，在我眼裡

我看到的都是一樣的顏色，有時候連看都看不到啊；打籃球也是一樣，

籃球比較大，還可以憑經驗知道籃球框在哪個方向，可是移動速度、

敵隊都到我面前，我才恍然大悟，那更不用說什麼躲避球、棒球了，

到最後我同學都嫌我，不跟我玩。[驕陽/訪談/20210113/p05.08] 

帶著父母的期望，驕陽勉強就讀公立高中，然而視力狀況已無法應

付繁重的課業，成績一落千丈，高中留級、考大學名落孫山；高中畢業

後，利用等待服兵役的空檔到印刷廠打工，然而在暗房裡無法完成老闆

交辦的工作、騎機車上下班時的交通事故，這才讓驕陽的父母意識到孩

子視力的問題，這是驕陽第一次做詳細的視力檢查，視力檢查的結果解

釋了驕陽從小到大的困惑，卻也讓驕陽深受打擊。 

我是視網膜色素病變，我二十歲的醫生就是跟我講說，那時候他就跟

我講說，我的眼睛是沒有辦法治療，而且會一直退化到看不見為止，

那時候我二十歲。對我的打擊很大，我那時候完全不曉得自己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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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我不曉得。那甚至醫生告訴我，我以後會看不見，我根本無法

想像，就是看不見要怎麼生活。[驕陽/訪談/20210113/p06.11] 

三、 鐵飯碗 

它是個溫床，讓你吃不飽、但也餓不死的地方。[驕陽/訪談

/20210113/p10.18] 

家道中落、父母忙於生計、身為長子的驕陽擔負分擔家計責任，在

奶奶的協助下進入公立大學擔任工友一職，這是驕陽的第一份正職工作，

在校園裡傳遞公文、打掃環境、處理簡單的雜事，工作簡單、薪水穩定，

是人人稱羨的工作，然而對於驕陽而言，這是一個為了養活自己、分擔

家計別無選擇的工作；起初，驕陽認為這毫無難度的工作，簡直低估他

的能力，然而漸進式的視力退化加劇，迫使驕陽面對能力與現實之間的

差距。 

就是送送公文、打掃環境、就是做一些簡單的打雜的事情，它不需要

學歷，基本上只要你是一個人，基本上就可以做了，所以一開始對我

打擊很大，就為什麼我居然連一個普通人能做的事我都不能做，就是

送公文我常看不清、看不見公文上面寫的單位是哪裡，掃地呢？掃了

半天，我比別人花那麼多時間，掃半天都掃不乾淨，然後長官還說，

你沒掃，你就無言以對。[驕陽/訪談/20210113/p07.05] 

    驕陽運用多年累積的工作經驗，盡力的完成每一份交辦事項，打掃

時將掃區劃分為小區塊逐一清掃；傳送公文前詢問收文單位，按照順序

牢記於心，再依序遞送；驕陽花費比他人多的時間完成工作，卻常無法

順利完成交辦事項，一絲不苟的清理校園，卻常無法留意到散落在地上

的小紙片，長官檢查時難逃責備。 

驕陽知道即便視力全失，公家機關也不會因此解僱他，這份工作對

視力近乎全無的他來說是最好的歸屬，熟悉的工作性質、穩定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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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安穩地工作到老、到退休，但是 33歲那年驕陽決定離開這做了十三

年的公職。 

可是那時候我與生俱來的血液，不是那種順服，我就覺得說：這就是

我的一生嗎？我不想我這一生就這樣過完了，所以那時候，我去學按

摩，然後就想要給自己一個機會。[驕陽/訪談/20210113/p11.08] 

    長官、同事的勸阻，阻止不了驕陽的決定，一個想給自己人生一次

機會的決定。 

四、 創業的挑戰 

上天從來沒有停止對我的考驗跟打擊，從來沒有，我小時候活在一個

很窮的一個家庭裡，二十歲人生要開始它就告訴我，眼睛以後會看不

見，好不容易有點依靠，愛情它就離開我了，然後呢，我進了盲人世

界學習當盲人，學習很多東西以後，我有點勇氣，我想要去追求人生，

一離開溫床，立刻遇到 SARS。[驕陽/訪談/20210113/p13.06] 

接受按摩培訓後的驕陽，順利考取按摩技術士的證照，一拿到證照

後隨即到按摩小站排班工作，原以為轉換跑道後的這份工作，是自己追

求人生的成果，卻沒想到兩個月之後，2003 年的四月臺灣 SARS（嚴重

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病毒爆發，按摩小站暫停營業，驕陽的收入頓時銳

減，所幸兩三個月之後 SARS 危機解除，按摩小站重新開張，驕陽恢復

工作；不到一年的時間，驕陽成為按摩小站第一名按摩師，有穩定的客

源、收入最高、指定率最高。 

按摩成為驕陽的第二份全職工作，驕陽咬著牙認真的工作，也從中

體會到前後兩個工作的差異，他說： 

當工友的時候，就算再認真，我的表現都是差強人意， 而且那是別

人施捨讓我糊口的工作；但是按摩跟我之前想像的完全不一樣，它不

是那種低下的工作，是一種客人會對你的技術充滿敬佩的工作，這讓

我很有成就感。[驕陽/社群平台/2018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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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按摩有了工作的成就感與穩定的收入之後，驕陽將按摩視為一生

的志業，開始規劃職業生涯的下一步，他期望自己能開拓事業鴻圖，創

立連鎖頂級視障按摩 SPA館，他將所有積蓄當成創業基金，2008年離開

按摩小站自行創業；驕陽租了一間位於十樓的舊房，花了一百多萬裝潢

的美輪美奐，像極了五星級的 SPA館，驕陽帶著雄心壯志，想著這次背

水一戰必定可以成功，卻沒料想到半年後遇上了 2008 年的金融海嘯、

2009年的歐債危機，按摩 SPA館入不敷出，驕陽只好利用再回原本的按

摩小站兼職以填補按摩 SPA館的開銷，最後沈重的經濟壓力迫使驕陽在

2010年結束按摩 SPA館。 

結果就沒想到，那個，其實這次讓我踢到大鐵板，結果金融海嘯隔年

2009 年就歐債危機了，所以那時候整個經濟是非常非常風雨飄搖，

所以我那時候我也很難逃脫。我開到 2010年底，我終於受不了了。

我賠了四百萬，把店收了，這是我在四十歲出頭的命運。[驕陽/訪談

/20210113/p16.18] 

五、 找回最初的自己 

我覺得或許上天，要讓我自己好好思考，我這一生我到底想要的我真

正想要的是什麼。[驕陽/訪談/20210113/p17.01] 

結束第一次創業的按摩 SPA館，驕陽將自己思緒歸零，重新思考自

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事業停下來的這一刻，驕陽靜下心來靜靜的聆聽

自己。 

所以人生是很奇妙，如果不是把店收了的話，第一個我可能不會去考

街頭藝人，第二個我也不會去接受 A（匿名）機構的培訓。[驕陽/訪

談/20210113/p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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驕陽利用這個機會參加 A（匿名）機構的培訓，收拾起過去的鋒芒

畢露，驕陽在培訓課程中潛心學習，聆聽自己、聆聽別人，從被幫助的

角色成為幫助人的角色； 

我從被關注的弱勢者，成為可以幫助別人的人。[驕陽/社群平台

/20191225] 

在這段培訓的時間，驕陽學習創造自己的價值、引導幫助別人創造

自己的價值，多年後晉升為團體中的總培訓師，為企業高階員工進行在

職訓練，同時也協助機構培訓講師。 

音樂、薩克斯風是年少的記憶，年少時喜愛的西洋歌曲充滿著薩克

斯風的配樂，40歲之前為了生計忙碌的驕陽，幾乎沒有多餘的時間與金

錢學習薩克斯風，在機構參與講師培訓的同時，驕陽利用不需上課的時

間，自費找老師學習薩克斯風，對於音樂的喜愛，讓驕陽決定參加街頭

藝人的甄選，2013年驕陽第一次報考臺北市街頭藝人證照考試，就此展

開街藝人生。 

一開始真的是好玩，做著做著就開始勾起了我的我的音樂魂。我就覺

得唱歌是我這一生當中最大的夢想。[驕陽/訪談/20210113/p20.11] 

此時期驕陽同時從事按摩、機構培訓講師與街頭藝人，在工作分配

上，起初按摩佔了一半的工作時間、另一半工作時間給機構培訓講師與

街頭表演；一段時間過後，街頭表演工作佔了將近七成的工作時間，音

樂表演成為驕陽最大的動力、唱歌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夢想。 

我人生第一個夢想，我就想當歌手，所以二十歲以後我就有歌星夢，

因為我十七歲的時候，就開始參加第一次歌唱比賽，那時候就開始有

一點編織歌星夢。[驕陽/訪談/20210129/p19.02] 

    四十多歲之後，驕陽找回年少時的歌星夢，他用心的準備每一次的

演出，穿上整齊合適的服裝，配合當時的心情、周遭的氛圍演唱每一首

歌曲、並適時的穿插薩克斯風的吹奏，用心經營他與粉絲們的默契，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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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就是他的舞台、而他是一個亮眼的歌手；雖然，街頭表演時仍遭遇不

少挑戰，諸如熱門景點搶不到位置、登記速度比別人慢、抽籤總是抽不

到等…… 

一開始就覺得為什為什麼這麼倒楣，為什麼每次我都搶不到好位子

呢？……後來我就去那個，電影街附近，西門町最外圍的地方，那裡

都沒人要去，後來我告訴自己，好你們都不去，我去，我從那邊慢慢

蹲慢慢蹲，後來呢？沒有人要去的地方，居然被我做起來了，然後，

我可以在那邊賺到錢，然後有粉絲來找我。 [驕陽 /訪談

/20210129/p08.03] 

驕陽總能在最短的時間調整好自己的心態，讓自己在充滿競爭的臺

北街頭闖出自己的一片天空。 

六、 夢想的秘訣 

那個沒有人要去的時間啦，我去啦，我就是唯一，我要當唯一，我不

要當之一，那這個告訴自己就是，你要當一個有實力的人，不是靠運

氣的人，[驕陽/訪談/20210129/p09.01] 

因為對街頭表演的喜愛，讓驕陽願意用時間來證明自己的努力，不

再追逐熱門時段、熱門景點的位置，他不斷地告訴自己要當個有實力的

人，而不是只靠運氣的人；驕陽觀察週末熱門景點的人潮與街頭藝人的

數量，發現來來往往的遊客、分散的人潮無法長時間固定聚焦於一位街

頭藝人的表演，驕陽想要的並非是獲得遊客路過時的打賞，他這幾年追

求的目標是真心願意為他的演出停下腳步的粉絲朋友。 

就是你要想得是說，就算我就算我搶不到好的點，那我怎麼去抓住這

真正僅有這些人的心。[驕陽/訪談/20210129/p10.17] 

驕陽挑選在週間的下午，在公園、地下街進行演唱，這些時段駐足

的粉絲朋友年齡層約莫在 60 歲以上，長時間下來，驕陽與他們已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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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如親友的關係，驕陽能憑聲音辨識出他們，關心他們的生活、健康狀

況，粉絲朋友們也會主動訴說他們的心情故事、關心驕陽夫妻的現況。 

我覺得人跟人是互相的，嗯，為什麼他會支持我，是因為我也在乎他，

那我也經常給他們一些噓寒問暖，給他們一些我的關懷啊，給他們一

些關心我對他們的關心什麼的之類的，或者是我們會定期做一些活動，

然後來照顧到每一個人的需要。[驕陽/訪談/20210129/p33.13] 

固定地點的演出能預先告知粉絲朋友們，粉絲朋友也能在預定的時

間至固定地點聆聽驕陽的演出，活潑的粉絲朋友會跟著驕陽合唱、或隨

樂起舞。七年多在街頭的耕耘，驕陽擁有固定的一票粉絲朋友，他期許

自己能用音樂帶給聽眾更多的快樂。 

我常常想的是就是說怎麼去讓他們快樂，讓他們從我的音樂當中，得

到一些能量能得到快樂，那他們對我來講，那才是我覺得最重要、最

重要的一件事情。[驕陽/訪談/20210129/p24.08] 

這些年來驕陽積極規劃實現夢想的年度計畫，舉辦個人演唱會、演

唱技巧分享會、樂團演奏會、社群網站粉絲專頁的經營等；在疫情衝擊

的現在，街頭藝人演出機會銳減之下，驕陽不忘創造自己的舞台、提攜

其他身障音樂街頭藝人，他想走出一條素人能夠成功的道路，讓聽他音

樂的長輩能獲得療癒、聽他故事的年輕人能對未來充滿希望，驕陽更希

望自己的生命歷程能成為身心障礙者的榜樣。 

所以我是在創造一條一個素人能夠成功的道路，就是我現在走的這條

路……我要樹立的就是這樣的一條路出來，這是我給自己的一個很大

的目標。我要走出一條盲人從來沒有走過的路。其實我講過我的夢想、

我的使命、我的願景是要成為第一名的經典歌手，我說我的使命就是

要讓長輩有回憶、讓年輕人有希望、讓身障者有榜樣。[驕陽/訪談

/20210129/p3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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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微光之歌～最後的勇氣 

研究者第一次見到微光是在多年前的一場演唱會，微光與其樂團團

員演唱自創歌曲；幾年後再見面，微光與夫婿組成街頭藝人彈唱雙人組，

夫婿彈奏吉他、微光演唱歌曲。 

 

圖 4-	2	微光之歌～最後的勇氣	

 

一、 序曲 

微光家開設按摩店，按摩店主要負責人為微光的奶奶，奶奶視力於

年輕時急性青光眼造成全盲，微光的爸爸視力正常、媽媽視神經萎縮，

家中三個孩子哥哥、弟弟與微光均遺傳白內障與視神經萎縮。 

    幼年，微光視力模糊，但由於家中按摩店成員均為全盲視障者，在

家中微光的視力算是不錯的，因此能自在穿梭在店裡，當其他成員的眼

睛。微光國小時，視力模糊已影響學習，此時微光的大哥已就讀啟明學

校多年，且適應良好，於是，微光跟隨大哥的腳步轉學至啟明學校就讀。

啟明學校就讀至國中畢業，國三在啟明學校課程安排下學習按摩技能；

但微光並未直升啟明學校高中部，轉讀一般高中。高中畢業後從事按摩

工作至今，但約有一年半的時間因手傷開刀休養。 

    微光 17歲就讀高中時，在喜愛音樂的哥哥與弟弟的鼓吹下，成立一

組樂團，成軍兩年後，樂團開始四處表演，參加公益活動、校園活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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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休養無法工作的那段時間，微光投入樂團表演的時間促次數越多，並

趁機考取臺中市街頭藝人證照；2015年取得證照後，微光開始在地方政

府合格的街頭進行演出，取證後的街頭表演至今約六年，目前主要表演

場所在臺中、彰化、南投。 

二、 微光的視界 

微光幼年時同住的家族成員有六人，父親是家中唯一視力正常者，

奶奶年輕時急性青光眼造成視力全盲，而微光母親為先天性白內障，微

光大哥幼年時即被診斷出視覺缺損，因此，微光與其弟弟出生後，父母

特別留意孩子們的視力狀況，家中三個孩子均是家族遺傳先天性白內障

與視神經損傷。 

我們家當然就都是視障者居多，不管是稍微看得見，還是說完全看

不到，因為都是按摩師嘛，我小時候不知道我眼睛不好，對啊，因

為我還是要負責，就是帶一些看不見的人還是什麼。[微光/訪談

/20210221/p05.12] 

幼年時微光的視覺狀況不佳，能看見近距離的模糊影像，這樣的視

力狀況已是家中除了父親之外視覺狀況最好的；奶奶開設按摩店，店裡

的員工都是視障按摩師，由微光擔任大家的引導者，微光從不覺得自己

的視力跟別人不一樣。 

我是直到去念了幼稚園才知道說，阿原來我眼睛跟別人不一樣，能

就是不敢跟你玩，還是說怕跟你玩，會受傷阿。[微光/訪談

/20210221/p05.20] 

直到進入幼兒園，微光才感受到自己與同學的不同，同學的不理睬、

同學的擔憂，讓微光感受到交朋友的困難，微光常將同學的冷落視為他

們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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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說我從小就比較比較樂天吧，他們講了一些話，我也覺得沒

什麼，對，就會很快就可以適應，或是忘記，所以就還好。[微光/

訪談/20210221/p06.12] 

雖然交朋友不是這麼容易，偶爾也會遇到被欺負的情況，但樂觀強

悍的個性，讓微光可以快速調適旁人的閒言閒語，也能挺身保護被鄰居

小朋友欺負的弟弟。 

三、 多元的音樂啟蒙 

我從很小就很喜歡唱歌，我是那種會想盡各種辦法唱歌給別人聽的

人。[微光/訪談/20210226/p08.12] 

敢唱、敢秀是微光的特色，從小就喜歡唱歌給別人聽，她說印象最

深的是有次奶奶跟媽媽帶著她去參加婚宴，她一聽到舞台上播放著音樂，

便自行走上舞台拉拉婚宴主持人裙擺，對著她說：阿姨我要唱歌；接著

便在舞台上大方地唱著當年流行的臺語歌曲，那年微光才 4歲。 

家人的鼓勵也是微光勇於唱歌的原因，家庭旅遊、家族活動只要有

唱歌的機會，微光總是率先拿起麥克風唱歌的那位，家人安靜的聆聽、

給予肯定、鼓勵微光報名歌唱比賽；對微光而言，這是最大的支持與鼓

勵。 

國小進入啟明學校就讀，就此展開豐富的音樂學習旅程；由於放學

後留宿，微光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參加學校所安排的各種社團，加上當時

的校長很支持，增開了體能性質的舞蹈社、柔道社、溜冰社，音樂性質

的管樂社、國樂社、合唱團等，鼓勵學生們多加參與。 

學校會安排很多社團活動跟你參加，然後學校還蠻可能是我們當時的

校長關係，他還蠻不受限，他認爲說，只要就是可以讓學生嘗試的事

情，他都願意去做。[微光/訪談/20210221/p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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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光藉此參加所有有興趣的社團，其中，音樂性質的管樂社、國樂

社及合唱團為往後音樂之路奠下基礎，也開啟成年後的微光與其樂團回

饋母校的因子。 

四、 能知天下事的按摩師 

從小他們就是說，視障者就是只能做按摩啊（笑），對啊，因為我家

就是開按摩院的啊。[微光/訪談/20210221/p11.13] 

    因為家庭成員與家中開設按摩店的因素，微光從小就接受視障者只

能做按摩的工作；在啟明學校就讀國中三年級時，跟著課程學習按摩技

能，然而微光並未就讀啟明學校的高職部，選擇就讀一般高中，視力狀

況與協助學習的資源缺乏，讓微光讀書倍感吃力，於是在高中畢業後選

擇準備投入按摩業。 

    微光靠著國三時的按摩課程與自學，加上家中從事按摩業，在耳濡

目染之下，微光順利的考取按摩技術士執照。20 歲開始從事按摩工作，

這是微光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投入按摩職場後，微光才發覺自己非常的

喜歡這份工作，他認為這是一份不需出門就能知道天下事的工作。 

按摩這個工作是你不用出門，你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的工作。[微光/訪

談/20210221/p11.01] 

按摩中心裡的顧客是職場上各行各業的人，微光喜歡可以一邊工作、

一邊聊天的工作環境，藉此機會瞭解各行各業的辛酸與生活，固定的熟

客還會與她分享生活中的大小事，微光聽著他們的生活故事，心情跟著

他們擔憂、開心、難過。 

後來就是因為我的手傷的關係，所以我就有休養一年多，我就先離職，

對，然後那個一年多也就是我開始投入街頭藝人工作比較大量的時候。

[微光/訪談/20210221/p10.02] 

微光熱愛按摩師這職業，20 至 33 歲職涯生活中，微光投入大量的

時間在這裡，但由於長期雙手施力不當，造成手傷，微光只好暫停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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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工作，離職休養，休養期間微光轉而將大量時間投入街頭藝人工作

的準備。 

五、 斜槓青年 

我 17歲加入，我們成軍兩年後開始表演，所以等於 20歲前吧，20歲

就開始表演，對，然後表演就有很多種定義，街藝當然也有，然後，

然後，就還有一些到校園的活動嘛，都有。[微光/訪談/20210221/p12.16] 

啟明學校的音樂社團啟蒙，開啟微光音樂旅程，17歲時在微光弟弟

的號召下，與微光的哥哥、啟明學校的音樂同好一起成立樂團，成軍兩

年後開始正式對外表演；表演活動包含街頭表演、企業商業邀請表演、

校園表演。 

從小就喜愛唱歌的微光，當然不放過當主唱的機會，微光擔任樂團

主唱、配合歌曲形式偶爾邊唱邊彈奏電子琴 (keyboard) ；電子琴是進入

樂團之後才開始學習的，當年在啟明學校社團學習的國樂器與管樂器是

樂理的基礎，微光在短時間即學會電子琴的彈奏方式。 

我們的樂團，是啟明學校的非常……這樣這樣這樣這樣講好像很自大

欸，就是啟明學校非常榮耀的一個樂團，對，然後就是因為我們樂團

的關係，學校很多學弟妹，他們因為看了我們這樣子，他們也想要組

樂團。[微光/訪談/20210226/p11.03] 

樂團剛成立時是臺灣街頭藝人盛行的時期，而微光所參與的樂團是

臺灣中部地區少數的視障樂團之一，精湛的演出深獲好評，中部地區企

業親子活動、尾牙活動均會邀請微光樂團表演；微光樂團優異的表現，

母校深感光榮，而學弟妹以學長姐為榜樣，期望未來也能組成樂團表演；

起初，微光受邀返回母校分享樂團表演的歷程，一段時間後，學弟妹反

應熱烈，學校協助成立熱音社，邀請微光與夥伴們利用週三下午時間返

校協助指導學弟妹，無償指導的原因是為了經驗的傳承，讓學弟妹能少

一點跌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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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行很辛苦，它也不容易，樂團練習、樂團表演都有需要磨合的地

方，跟別人接觸也是一樣，可以跟學弟妹分享，他們會比較不會那麼

辛苦。[微光/訪談/20210226/p11.12] 

    樂團除了音樂表演外，微光樂團成員們自 2002年開始從事生命教育

分享，直到 2012年這十年推估進行過上百場的生命教育分享，幾乎走遍

臺灣島，進入國小、國中、高中校園中，也受邀至監獄、看守所分享他們

的生命故事、成長經歷與音樂表演；生命教育分享所能獲得的報酬不多，

但微光與樂團夥伴們願意跟同事調班、甚至請假，放下手邊的工作，在

臺灣各地、各單位分享，目的是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分享讓更多明眼人

瞭解視障者也能生活得很精彩。 

我們就會唱歌，然後分享一些我們成長的故事跟經歷，還有讓人家怎

麼認識視障朋友，然後要怎麼幫助視障朋友，我們都是分享這些事情，

做這個沒有要賺錢，做這個就是純粹讓大家知道說，欸，視障朋友不

是他們想像的那樣，就是告訴大家，視障者有他們可能想像不到的一

面，對，然後就是去跟他們說，不是說，阿視障者就很可憐、很怎樣，

沒有我們的生活一樣很精彩，其實主要是要傳遞這個觀念。[微光/訪

談/20210226/p12.02] 

    從樂團主唱、keyboard 手到啟明學校熱音社社團老師，微光秉持著

經驗傳承的信念；進入校園、進入監獄的生命教育，微光期盼著能用自

己的生命經驗影響著另一個生命；這些微薄的報酬，完全不影響微光與

夥伴們的付出，因為他們將啟明學校老師所叮嚀的話語牢記在心，並將

之實踐。 

我們從小到大，其實，拿社會的很多，我們念啟明學校不用錢，然後

很多社會大眾都會很關注關懷弱勢，那我們就是取之於社會，然後也

要回饋社會，用我們可以的方式來回饋的，對，就是這樣。[微光/訪

談/20210226/p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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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頭藝人是微光的另一個身份，微光手傷無法從事按摩工作的休養

期間，周遭愛好音樂的視障朋友們大都已考取街頭藝人，便邀請微光閒

暇時到場一同演出；打工性質的街頭表演，讓微光樂在其中，也增加些

許收入，於是微光決定自學吉他報考街頭藝人證照，取得證照後，微光

與其夫婿成立一組視障街頭藝人，利用沒有樂團演出、不用團練的時間，

至百貨公司廣場、觀光景點演唱，夫婿彈奏吉他、微光演唱，除了當作

收入外，也是一種讓自己開心、自我療癒方式。 

反正就是也當作是一份收入，然後就也當作是讓自己可以開心阿，然

後可以療癒自己的方式。[微光/訪談/20210226/p06.15] 

六、 最後的勇氣 

人，人喔，不要活在別人的嘴巴裡，他說吼，你的世界永遠比別人的

嘴巴還要大。[微光/訪談/20210226/p09.16] 

職場上難免遇到不愉快，微光曾經過於在乎職場夥伴的言語，讓自

己配合別人的時間、迎合別人的建議，最後導致自己鬱鬱寡歡、失去自

己；街頭表演時路人對她視力的質疑、挑釁、表演時的干擾、演唱方式

的建議，讓微光質疑自己的能力、對人生失去希望；直到某天她所敬重

的音樂前輩得知她的情況，提醒她別因為他人的話語影響自己，讓自己

裹足不前，這才讓微光逐漸不再勉強自己成為別人眼中期望的人。 

最後的勇氣，我記得我在那個人生喔，就是最低潮的時候，然後我聽

這首歌之後，聽到就大哭……對，然後就是就覺得人生很絕望，然後

我就聽這首歌，然後我就我就我就覺得說，阿反正什麼都沒了，就是

重新開始的最好時候。[微光/訪談/20210226/p09.07] 

「最後的勇氣」是微光最喜愛的一首歌，人生最低潮時為了不讓家

人擔心，微光表面上表現出樂觀開朗的模樣，但其實內心充滿著不安感

與迷惘：視力惡化、收入不穩定、朋友誤解、對未來的迷惘，讓微光對自

己的人生感到絕望，不知該如何是好；聆聽歌曲的每一句每一字像是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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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著她不要懷疑自己、人生路途的胡同轉彎不算什麼；一首歌曲陪伴微

光走過不愉快的時光，讓微光有堅持下去的勇氣，也改變她看待人生的

態度。 

現今，微光已復職，回到按摩中心工作，固定的工作時段，讓微光

能妥善安排按摩師、街頭藝人、樂團主唱、啟明學校社團老師、及生命

教育講師所需的時間，對她而言，這些角色都是她喜歡的，也願意投入

更多的時間精力在其中；面對人生的不順遂、面對他人的質疑，微光選

擇不活在別人的眼中，相信自己的能力，因為她相信自己的人生，如同

她最喜愛的歌曲的歌詞一般，「你不要懷疑、你不要洩氣，請相信還有

甜蜜的未來在等待你」。 

 

參、 星夜之歌～人生海海 

星夜個性溫和不多話，訪談過程緩緩的說出每一句話，表情酷酷的、

略帶憂愁，聊到難忘的街頭表演事項，露出難得的燦笑。 

 

圖 4-	3	星夜之歌～人生海海	

一、 序曲 

星夜從小視力正常，大學時眼睛常有反覆發炎的狀況，大學畢業後，

急性青光眼多次就醫開刀，最終視力無法挽回，目前視力雙眼全盲，只

有使用手電筒強光直照雙眼，才有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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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就讀商業設計系，學習設計商品形象標誌，在社團中活躍，擔

任熱音社社團主要幹部，並在校外擔任音樂教室的吉他老師；熱愛音樂

的星夜深受父親影響，期許自己未來能當音樂人。視力喪失後，星夜參

加重建院課程學習定向行動、電腦音樂製作；27歲取得雲林縣街頭表演

證照，開始從事街頭表演的工作，剛開始表演場域以住家附近為主，而

後，歷經母親離世、父親中風的家庭變故，星夜在無力照顧父親之下，

將父親安置安養中心，隻身北上從事街藝表演活動。 

從事街頭表演幾個月之後，因緣際會在朋友的介紹下星夜參加 C（匿

名）機構舉辦的流行音樂人才培訓課程，星夜在 C機構認識一群志同道

合的音樂朋友與乾媽，在乾媽鼓勵與交通接送下，星夜能順利的在各地

進行街頭表演的工作。 

目前星夜已取得臺北、新北、臺中、雲林、高雄街頭藝人證照，取證

後表演至今約九年，主要表演場域以大臺北地區為主，星夜的音樂創作

作品曾獲得唱片公司青睞，發行過一張個人迷你專輯(extended play)；平

日也會接受各級學校邀請擔任生命教育講師。 

二、 Rocker音樂夢 

大概是受我爸爸影響吧，他就是很喜歡聽音樂，嗯，他也會教我彈貝

斯、彈吉他，所以我就可能跟著蠻喜歡的。[星夜/訪談/20210105/p11.08] 

星夜一家人愛好音樂，家中開設樂器行，爸爸年輕時蓄著長髮、彈著

吉他，猶如美式搖滾樂手的感覺；星夜從小耳濡目染，在爸爸的薰陶下

星夜從國中開始自學吉他，高中開始加入校內音樂社團熱音社，在社團

中表現活躍、擔任社團幹部，也與同學成立搖滾樂團，大學時除了熱衷

於熱音社的活動外，星夜更積極於樂團團練與表演。 

就是有想要。其實，我有一些夢想，我所謂的夢想就是說，就是比

如說玩樂團或是當一個搖滾歌手或樂手，這樣的。[星夜/訪談

/20210105/p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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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時期的搖滾音樂夢，促使星夜的吉他演奏技巧更加精進，星夜

投入大量的時間在社團、樂團，也嘗試創作屬於自己風格的音樂，透過

電腦編曲豐富自創音樂。除了學校熱音社活動外，星夜在大學二年級開

始在校外音樂教室打工，教授吉他彈奏技巧，直到大學畢業，這期間視

力已逐漸惡化，星光仍不想放棄任何一個可以團練、可以表演的機會。 

三、 前途似錦的設計師 

我們這種設計系的學生嘛，都會想要自己玩一個類似像潮牌，那種自

己做一個 logo 嘛，然後自己去弄一個牌子，然後自己帽子之類，那

種的東西。[星夜/訪談/20210105/p12.09] 

商品設計，這是星夜除了音樂之外，另一個喜歡的事情，星夜也因

此選讀商品設計系。熱愛創作的星夜，把對音樂創作的熱情，也展現在

創意商品設計上，在校學習電腦繪圖，設計各項商品，如：帽子、Ｔ-shirt、

文創作品等等，期望著未來有一天能設計自己的品牌。 

然後我在那個，我畢業的那時候有做那個畢業展、有來台北這裡，那

個新時代設計在世貿，然後就有人遞名片給我。他說，就是畢業之後

可以去那邊之類的，然後就想說好，那他是在新竹我還記得。[星夜/

訪談/20210105/p12.16] 

大學時優異的表現，讓星夜在畢業成果展時展露頭角，物品設計、

展場規劃、海報設計、成品體驗、成品解說、公關等，星夜均有不錯的表

現，吸引商品設計相關公司注意，鼓勵星夜畢業後能到公司應徵。 

如果剛好有一個這樣的機會，可以去上班去工作就是很好，如果說我

的眼睛還可以的話，因為那時候其實眼睛很模糊了。[星夜/訪談

/20210105/p12.21] 

    星夜跟其他大學應屆畢業生一樣，期待著成為社會新鮮人，然而，

雙眼視力惡化讓星夜對於畢業後就業之事略顯遲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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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黑暗的視界 

以前我看得見的時候，我就覺得沒有什麼事情，沒有辦法解決的，我

以前就覺得好像什麼事，我都可以阿，就但我沒有想到說，有一件事

情是沒有辦法、沒有辦法我自己控制，就是我自己生病、就是這種病，

就我自己都沒有辦法控制。[星夜/訪談/20210105/p08.02] 

    大學二年級時由於作息不正常、免疫系統失調，星夜雙眼經常虹膜

發炎、積水，長期吃藥控制無法改善，隨著時間產生一些病變：青光眼、

白內障、視網膜剝離，經歷四、五次的白內障手術、青光眼手術及每個

月自費施打一針兩萬的生物製劑，最後視力仍無法挽回，大學畢業後近

乎全盲。 

我在大學的時候，我有在做一些編曲，編曲就是用電腦，所以說電腦

我沒有辦法用，我以前是念設計系的，我也有用電腦做繪圖。[星夜/

訪談/20210105/p07.02] 

    視力喪失讓就讀商品設計的星夜倍感辛苦，設計商品時需大量使用

電腦繪圖，星夜將螢幕字體放到極大，使用黑白強烈對比，讓自己可以

看清楚，然而，長時間近距離的貼靠在螢幕前，加重眼睛的負荷，視力

快速退化；視力狀況也影響音樂創作，彈吉他時的高把位位置移動，需

要橫跨的格子較多，剛開始無法立即調整到最佳的位置，電腦編曲時，

螢幕中所需調整的細項多且雜，在還未學習盲用電腦操作前，星夜幾乎

無法使用電腦編曲。 

其實我媽媽從來不知道我有在唱歌有在創作，因為一直沒有機會讓她

知道我在幹嘛，所以，最後我在她躺著的冰櫃前唱歌給她聽。[星夜/

社群平台/20190410] 

星夜就讀國中時母親罹癌，媽媽歷經多次的化療，聽力受損、智力

退化，星夜藉由書寫日曆紙的方式跟母親對話；大學時期視力惡化後，

為了不讓媽媽擔心，星夜一直沒讓媽媽知道他的視力狀況，一如往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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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紙筆聊天，他的音樂創作，直到媽媽離世後，星夜才唱歌給媽媽聽。

星夜母親罹癌後，由星夜父親照顧妻子的生活起居，而星夜在大學時突

如其來的眼疾，父親長期擔負起照顧妻子與星夜的責任，費心照料與龐

大的家庭醫療費用，父親也累倒中風。 

就會覺得好像是連續劇那樣，以前覺得很誇張的戲，怎麼那麼慘的事

情都會發生在他身上，沒想到這就是我的人生，有時候想起這些，我

的心裡還是很難受。[星夜/社群平台/20181201] 

    面對如戲般的人生，星夜不愛提起過往，現今母親離世多年、父親

在養護中心，這些打擊讓他信心徹底崩潰，陷入黑暗的世界，星夜藉由

吉他自彈自唱、音樂創作抒發所有的心情感受。 

五、 不放棄的音樂夢 

就在這期間就是有參加，一些表演，都是一些地方性的小表演，那都

是我爸爸會載我去，這樣子，我覺得那時候還滿不錯，這是我看不見

之後的事。[星夜/訪談/20210105/p20.08] 

大學畢業後視力近乎全盲的星夜，整天待在家中，星夜的爸爸至當

地的視障協會尋求幫助，在視障協會的協助下，星夜重新學習定向行動、

盲用電腦操作，也在協會的邀請下參加他們所舉辦的活動與表演；有段

時間，星夜跟朋友組了一個樂團，組團後兩人報考當地的街頭藝人認證，

爸爸載著他四處表演，大學時認識的音響老闆，也介紹他跑一些活動、

介紹他到廟宇演唱，過年期間有好幾天在廟宇廣場前演唱，那時或許是

有爸爸的陪伴，讓星夜有不錯的演唱感受。 

以前我爸在家的時候，我常聽到我爸聽音樂跟朋友聊天的聲音，爸爸

不在家的時候，我回家就空蕩蕩的。[星夜/社群平台/20171209] 

在視障協會認識的老師推薦他到苗栗與音樂同好街頭表演，星夜考

量人潮與未來發展性，獨自離開家鄉到苗栗表演：而後在朋友的介紹下，

星夜北上參加流行音樂人才培訓課程，在培訓課程中，星夜學習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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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詞、肢體表演等課程，但課程進行不到 3 個月，星夜爸爸因操勞過度

中風，右側偏癱喪失語言功能，星夜只好暫停培訓課程返家照護父親。 

我原本有去，有想要去學按摩，我那時候有去那個基金會那邊去做什

麼類似體能測試，對，然後，我之後也沒有去上課，就沒有去學按摩，

因為學按摩他好像要一年左右。[星夜/訪談/20210105/p19.04] 

母親離世、父親住進養護中心後，有段時間星夜曾想去學按摩，幾

經考量後，星夜放棄按摩培訓課程，返回流行音樂人才培訓班，扎實的

學習音樂呈現技巧，靈感來時，星夜嘗試運用手機錄音功能記錄下每一

段即興創作，不愛填詞的他也慢慢試著把生活的感受、心情填入自編的

歌曲中。 

不管生活起了什麼變化，我還是很想走音樂這條路。[星夜/社群平台

/20210227] 

六、 人生海海 

我還蠻喜歡這首歌的，覺得這歌詞真的跟我還蠻貼切的，「有一天我

在想	 我到底算是個什麼東西 還是我會不會	 根本就不算東西 天

天都漫無目的 	 偏偏又想要證明 	 真理  」 [星夜 /訪談

/20210108/p25.18] 

除了街頭表演所需準備的歌曲外，星夜很少聽中文歌曲，大都聽外

文歌曲，他覺得這樣比較不受歌詞影響思緒，「人生海海」是星夜最喜

歡的歌曲，歌詞內容很貼近他的心境，他常思考自己未來的人生，總想

為未來奮力一戰，然而，世界又會再把他拉回現實。 

因為其實我覺得困難，為了迎合大家的口味，你要去學那種不…熟悉、

也沒有很我的風格的歌曲，在南部，然後在中部還有在北部，這三個

是不同路數的，也有要唱民歌，民歌就是說那種什麼木棉道啊，我更

沒有辦法，但是那不是我的路數，他們就（停頓），我不知道為什麼。

[星夜/訪談/20210108/p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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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愛音樂創作的星夜，街頭表演時最想演唱的是自己的創作歌曲，

但為了吸引遊客停下腳步聆聽，星夜在不同的鄉鎮需要準備不同的歌曲，

這對星夜來說倍感困難，星夜認為受限於視力須將所有演唱的歌詞記下，

然而記憶有限，演唱時若忘詞會讓星夜覺得不好意思；再則，街頭表演

地區，聽眾喜愛的音樂風格有閩南語老歌曲、民歌、國語流行歌，閩南

語老歌、民歌或許是星夜小時候或是爸爸媽媽年代的歌曲，對喜愛搖滾

重金屬音樂的星夜而言，那樣的曲風與自己的喜愛相差甚遠，準備起來

也有種無力感。 

我覺得，現在就其實我可以做更多的事，就是用錢買夢想，這樣子。

[星夜/訪談/20210108/p22.01] 

六年前某音樂經紀公司認同星夜的創作，鼓勵星夜將所創作的作品

集結成專輯，星夜與經紀公司簽約，成為旗下藝人，星夜在那段時間發

行個人 EP (extended play），為了有更多時間能專注於演藝事業的發展，

星夜暫停中南部地區的街頭藝人表演，由經紀公司規劃 MV拍攝、上節

目宣傳，每週末由經紀公司安排街藝表演，部分時間參與商業演出。 

星夜常笑稱自己是花錢買夢想，錄音設備的投資、專業混音的收費

等，製作音樂專輯所費不貲，星夜出資製作自己的 EP 專輯花費不少積

蓄，然而所獲得的結果並非如星夜所想像。星夜回到街頭藝人的身份，

將每次街頭表演所賺到的錢，集結成下一首歌曲的製作費，雖然辛苦，

但這是他朝夢想前進的動力。 

「人生海海」這首歌第二段主歌有一段，「常常我	 豁出去	 拼了命	

走過卻沒有痕跡 可是我	 從不怕	 挖出我火熱的心 」，就像我，這

些年好像也沒留什麼痕跡的感覺。[星夜/訪談/20210108/p26.04] 

從國中時期到現今，星夜覺得自己幾乎很費力的在各種角色之間調

適，喜歡音樂創作，卻又需要花費極大的力氣才有辦法完成一首完整的

歌曲，發表的歌曲無論是發行的或是放在網路平台，有時迴響並不大；



 

138 

從街頭藝人到歌手再回到街頭藝人，這些年，對星夜而言，有時似乎有

種走過卻沒有留下痕跡的感覺。 

回顧這些年的創作與街頭表演，星夜覺得自己已不像年輕時的輕浮，

現在的作品略顯成熟、帶點憂愁，現階段星夜較少機會演唱自己的創作

曲，對星夜而言，有時會有種孤寂感；目前大部分週末時間與夥伴在臺

北著名景點演唱，偶爾受邀參加商業演出，演唱曲目為了吸引觀眾，會

以配合觀眾喜好與活動主題的歌曲為主。 

我想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創作歌手。對，真正的。就是說真正的意思嗎？

就是像可以唱自己的創作，比較多一點的場這樣子。[星夜/訪談

/20210108/p26.12] 

 

 

肆、 暖陽之歌～看見最好的自己 

訪談那陣子正值寒流氣候不佳，兩次的見面訪談，暖陽述說著視力

狀況、從小到大的學習歷程、一個人在外地的生活、街頭表演的經驗，

暖陽從容自然地說著，猶如認識許久的鄰家女孩、猶如冬日裡的一抹暖

陽。 

 

圖 4-	4	暖陽之歌～看見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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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曲 

暖陽幼年時視力為低視力，視力狀況遺傳媽媽，暖陽從小雖視力不

佳，但行動能力與學習並未受到太大的影響。國小時就讀一般學校普通

班，除了座位安排需特別靠近黑板外，近距離的閱讀書寫尚能完成；愛

好音樂，幼年時對音樂特別有興趣，牙牙學語時的暖陽已能哼唱出僅聽

過幾次的音樂旋律，國小三、四年時媽媽帶著暖陽到音樂教室學習鋼琴，

暖陽在鋼琴老師的指導下習得鋼琴基礎技巧。 

14歲時，因為感染流行性感冒，暖陽反覆高燒不退，連續幾天進出

醫院，最後因高燒引起青光眼，眼壓過高視力全喪失；視力喪失後，父

母考慮一般國中無法提供足夠的視障學生資源，而暖陽也急需盡快適應

全盲世界，因此，國中二年級時轉學至啟明學校就讀。 

暖陽在啟明學校習得點字、盲用電腦與定向行動，配合啟明學校課

程，暖陽有學基礎按摩技能；暖陽自覺不適合按摩，選擇繼續升學。因

為喜歡唱歌，常參加校內舉辦的歌唱比賽，高三畢業後的暑假，在家人

的鼓勵下參加視障協會街頭藝人的演唱，開啟暖陽街頭藝人表演之路。 

大學畢業後至今，暖陽將街頭表演視為全職工作，閒暇之餘，暖陽

自費學習音樂創作課程與 A機構培訓課程，目前已取得新北、桃園、新

竹、苗栗地區街頭藝人的證照；取證後表演至今約十年，主要表演場域

以大臺北地區、桃竹苗地區為主；暖陽的歌聲深受喜愛，曾獲得音樂公

司贊助，協助獨立發行一張個人迷你專輯。 

二、 愛唱歌的女孩 

我小時候、大概小學的時候開始學鋼琴，唱歌是從小就喜歡，也沒有

想到以後要以這個為職業。[暖陽/訪談/20210202/p06.04] 

    暖陽從小視力遺傳媽媽的低視力，幼兒時的視力狀況並不影響行動

能力，兩三歲的時候，由於父母家中創業忙碌，媽媽在暖陽身邊放臺錄

音機，隨時播放電台與錄音帶的音樂，暖陽還不太會講話的時候，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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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跟著哼唱出音樂的旋律；五六歲時，家中買了一套家庭式卡拉ＯＫ，

暖陽總愛拿著麥克風跟著音樂唱和，唱著當時流行的國台語歌曲，幼兒

園教唱的兒歌，暖陽一學就會，身邊的大人對暖陽的音感、節奏感嘖嘖

稱奇。 

    舅舅贈送的玩具電子琴開啟了暖陽音樂學習之路，暖陽幼兒園放學

回家後，自彈自唱老師教過的兒歌：造飛機、拔蘿蔔等一二十首歌曲，

那時的暖陽不需歌譜即能將所聽過的兒歌一一彈奏出來，媽媽驚訝孩子

的音樂天份，隨即帶著暖陽至私人音樂教室學琴。 

然後我帶她去老師不敢收啦，老師跟我說，我不知道怎麼教耶，因為

她眼睛的關係嘛，我不知道會不會教，而且那個時候她又很內向。[暖

陽媽媽/訪談/20210207/p04.01] 

    重度視障需靠放大字體的視力無法快速辨識五線譜上的符號，音樂

教室的老師不知如何指導暖陽，內向害羞的暖陽在課堂上顯得怯弱，老

師指導一個月後便將暖陽勸退；之後，暖陽一如以往玩著舅舅贈送的小

電子琴，直到小學三四年級，某次逛夜市時，正巧遇到販賣電子琴的商

人，向他們推銷電子琴並推薦音樂家庭教師到府授課，暖陽在音樂家庭

教師的指導下學了幾個月鋼琴，而後再回幼兒園時期的私人音樂教室王

老師那裡，媽媽將樂譜放大至暖陽可以看清楚的大小，暖陽就這樣在王

老師那裡學琴學到國中二年級，視力全盲轉學至啟明學校後中止。 

她說：媽媽，我還要上。我說：那你怎麼上？她說：用摸的就好。然

後老師就說那你就錄音，如果錄音你就不用看譜了，我就用錄音給你

聽，那你回家去聽這樣彈。[暖陽媽媽/訪談/20210207/p06.10] 

    14歲國中二年級那年，暖陽感染流行性感冒，暖陽兩三天反覆高燒，

引發眼壓過高，一覺起來視力全無；感冒痊癒後，視力已無法挽回，熱

愛音樂的暖陽堅持一定要繼續上鋼琴課，透過錄音聽樂譜的方式學習古

典音樂彈奏一段時間後，衡量當時就讀的學校並無視障老師可提供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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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為了讓暖陽更快適應全盲的生活，父母將暖陽轉學至外縣市的啟

明學校就讀，古典鋼琴音樂學習就此停止；但暖陽也開始自學流行音樂

演唱與演奏技巧。 

三、 走出自己的路 

當初我有叫她去學按摩，我也希望她能夠去學按摩，她就跟我說，她

對按摩有沒有興趣，然後我就沒有強迫她啦，本來想叫她說，她去學

算命好不好、學紫微斗數好不好？她說，她沒有興趣，她不要，她就

對歌唱有興趣這樣。[暖陽媽媽/訪談/20210207/p01.22] 

暖陽是家中獨生女，媽媽在暖陽的成長過程與街頭表演歷程中扮演

著極為重要的角色。暖陽全盲後，媽媽擔心出社會後的暖陽無法靠自己

的能力謀生，提供暖陽按摩師、算命師等幾個媽媽印象中視障者能從事

的職業，希望暖陽能在出社會之前先學會這些技能，待畢業後能順利就

業。 

可是那時候有覺得我手太小隻，而且沒有力氣，而且我想說，那時候

就是為了想要尋找自己的可能性。所以去念了大學，像因為我住在中

部嘛，我就很想來台北，因為我想出來看看，會不會有其他的機會，

所以我才來臺北念大學。[暖陽/訪談/20210202/p09.11] 

暖陽在啟明學校就讀國中三年級時，學校課程安排按摩基礎課程，

課程學習中暖陽發覺自己的手太小、又沒力氣，且自己本身也無意願從

事按摩，於是在高中時就讀啟明學校升學班，以大學中文系為目標；課

餘時間暖陽在琴房自彈自唱練習自己喜愛的曲目，個性內向害羞，剛開

始不敢在眾人面前演唱，在同學的鼓勵下，暖陽嘗試參加啟明學校歌唱

比賽，一鳴驚人廣受好評，這樣的演唱經驗成為暖陽往後街頭表演的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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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剛畢業的時候嘛，然後她大學中文系嘛，我是一直希望她能夠

去考一個什麼公務人員嘛，或是說有一個穩定的工作。他跟我講說，

媽媽我可是我的興趣是唱歌，不然這樣給我玩個幾年，好不好，等我

玩夠了，我就去上班。[暖陽媽媽/訪談/20210207/p13.12] 

媽媽總是擔憂暖陽畢業後的工作能否養活自己，期盼她能有個高收

入或是收入穩定的工作；然而，暖陽想唱歌、想從事音樂創作的決心不

變，堅定的心說服媽媽，也獲得家人的支持，家人成為暖陽街頭表演的

重要支柱；帶著家人的愛，暖陽走過街頭表演的生澀和困惑無助的感受，

逐漸走出自己的路。 

我一開始跟媽媽說，我在表演，我在台北，我可以自己的時候，她也

會不放心、擔心。喔，你真的可以嗎？到現在我可以啦！（笑）[暖陽

/訪談/20210205/p08.22] 

四、 街頭，我的舞台 

然後有一天，他們就有約我說，ㄟ要不要上來玩玩看，我就覺得好，

好像還不錯，就是可以賺一點錢，然後又可以試試看，然後去了一次

之後，發現還蠻好玩的，而且比我想像中的還要豐收這樣，就是產生

了興趣，就是金錢的誘惑，跟覺得開心吧。[暖陽/訪談/20210202/p08.02] 

高中畢業那年的暑假，暖陽在視障協會夥伴的邀請下第一次上街頭

表演，這樣的經驗讓暖陽對街頭表演產生興趣，而演唱後觀眾打賞的收

入出乎暖陽意料，整個暑假打賞金額足以減輕暖陽未來到臺北讀大學的

經濟壓力；有了這次的經驗，暖陽週末返鄉或是寒暑假，便會與視障協

會的夥伴們一同表演，藉此賺取自己的生活費。 

考過啊，一次就過，可能因為我剛好符合大眾口味吧，我不太需要擔

心不過的問題。[暖陽/訪談/20210202/p17.04] 



 

143 

大學畢業後，暖陽考取苗栗縣街頭藝人許可證，一次就考過的優異

表現，暖陽謙虛地表示這完成歸功於自己所演唱的歌曲正符合大眾的喜

好，加上自彈自唱因此能獲得不錯的成績。考取街頭藝人許可證後，暖

陽正式全職從事街頭表演，並逐年以考證或是換證的方式取得新北市、

新竹市與桃園市的街頭藝人證照。 

她一上去唱一唱齁，場地前面都會圍著滿滿的人，大家聽到覺得好聽

就會讚賞，沒想到每次她去就收入很多，她嚇到、我也嚇到，我想說

奇怪，她怎麼那麼好，不知道哪一點吸引人，我也搞不清楚，她的聲

音很好聽，然後可能是他喜歡唱流行歌曲。 [暖陽媽媽 /訪談

/20210207/p16.08] 

暖陽除了參與視障協會所安排的定點演唱外，還會與協會夥伴參加

縣市政府所舉辦的活動演出、或是企業尾牙活動演出，暖陽常成為演唱

活動中最奪目的焦點，她的歌聲總能帶來人潮、所獲得的打賞金額也常

讓夥伴們驚呼連連。 

他們給我們的回饋，就是我在那邊唱歌，也可以給他們帶來一些人氣，

就是像剛剛講，就是你可以買一杯喝的，坐在那邊聽唱歌，或是他們

聽到聲音，他們會過來看一下阿，如果沒有人唱歌，或是有其他街藝

去唱，可能唱的比較不好聽，就會差滿多的。對就是一種互惠關係吧！

[暖陽/訪談/20210205/p07.15] 

協會沒有排班的週六，暖陽會到家鄉著名的觀光景點演唱，這個點

是暖陽媽媽接洽來的，起初暖陽在廟宇廣場演出，暖陽的每一次演唱都

吸引許多香客、遊客停下腳步聆聽，為周遭店家帶來不少客人；店家很

歡迎暖陽到場表演，日子久了店家與暖陽建立起互惠與互助的關係，暖

陽表演時，店家會送上好喝的蜂蜜茶、零食餅乾，暖陽也會在表演中場

休息的時候，向觀眾介紹附近店家的產品特色，彼此互相拉抬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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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那些店家也很喜歡她去啦，因為她去的話，可以吸引一些人過來，

他們的生意會好一點這樣。[暖陽媽媽/訪談/20210207/p38.10] 

街頭就像是暖陽的舞台，只要有她的演出必能吸引眾人的目光。 

五、 逆境曙光 

剛在街頭演唱沒幾年，有一個婦人家跑去她前面跟她講，說你唱歌怎

麼這樣唱？你知道你這樣唱，你唱的讓人家心情很不好，你知道嗎？

要怎樣怎樣怎樣一直講她，然後她那時候沒辦法招架，因為她又看不

到、也不知道是誰？那女生講一講就說、就走了。然後她就挫敗感很

大、很沒自信，她回來就說，我真的唱的那麼難聽嘛，我真的是這樣

嘛？[暖陽媽媽/訪談/20210207/p27.03] 

街頭演唱時有時會遇到喝醉的人、懷疑暖陽是否是真的看不見的人、

有時甚至會出現對著她責罵的人，突發事件的當下，為了緩和現場尷尬

氣氛，暖陽全都默默承受，但也讓暖陽陷入自我懷疑的困惑中，思考著

是否自己的演唱技巧出現問題、選歌不符合情境、或是詮釋錯誤？ 

其實會受到很大的衝擊，如果我那個初衷不見，我會不知道我自己在

幹嘛，對，當然我還是要做一些調整。[暖陽/訪談/20210205/p16.07] 

突發狀況下的衝擊，暖陽靠著對音樂演唱的喜愛、與堅持從事街頭

藝人的初衷，讓暖陽可以在挫折中重新調整自己的心情，重新再回到街

頭演唱；並秉持著每一次的演出都把自己調整到最好的狀態，讓喜愛她

的聽眾能聽到最真誠的歌聲。 

從計劃開始到完成目標，這整個過程對我來說像是一場夢，好長好長

的夢，但是在這中間所有的情緒和感受都是那麼真實，期待，沮喪，

崩潰，焦慮，最重要的是一步步實現目標的喜悅。[暖陽/社群平台

/2019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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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暖陽在視障流行歌手的協助下製作一張自己專屬的 EP 

(extended play），EP中的歌曲全是暖陽自己的詞曲創作作品，這張 EP的

錄製是暖陽的夢想之一，從專輯籌劃到發行歷經不少的時間、也經歷不

少挑戰，不擅長詞曲創作的暖陽花費許多的心力完成三首歌曲的創作，

而在錄音室裡的演唱更不同於街頭表演，演唱時的咬字、情感的詮釋都

影響整首歌的收錄情況，一首歌曲演唱數十次才錄製完成，挫折、沮喪

的感受在那段時間經常湧現。 

原計畫專輯製作完成後可在她所有的演出場所販賣，藉此除了可以

展示成果、也增加些許收入；然而，每月表演以休息站、百貨公司為次

數最多的景點，依規定不可有營利行為，因此，暖陽無法販賣專輯，也

錯過過年期間景點人潮最多的機會，家中囤放許多無法販賣的專輯，暖

陽失落了好長的一段時間。 

那時候也是阿就是情緒很不穩定，整個不知道要怎麼辦阿？因為我是

一個獨立發行，你就完全幾乎你就是要靠自己，當然我也有去 on一

些電台，或是其他機會多少做一點宣傳，我也因為這樣認識很多電台

的，或是一些媒體的朋友，可是我就當下我就覺得，我真的不知道會

是這樣，但是都已經走到這裡，也只好繼續撐下去。[暖陽/訪談

/20210205/p19.01] 

暖陽嘗試主動聯繫廣播電台、增加機會宣傳專輯，主動推銷自己對

暖陽來說，曾經是一件艱難的任務，個性內向溫和的她大都是默默的接

受所遇到的難題，然而，這次為了增加自己的曝光度，暖陽盡自己最大

的力量尋找各種機會，雖然辛苦 但最後也逐漸領悟到這過程中所帶來的

成長。 

特別的經歷，我覺得坦白說真的滿辛苦，但是真的會成長很多，我現

在已經不會覺得推銷自己是一件很不好意思的事情，我覺得超好意思

的。[暖陽/訪談/20210205/p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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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看見最好的自己 

我一開始很害怕別人是因為同情我，所以給我讚賞。[暖陽/訪談

/20210205/p01.09] 

    暖陽自述自己在未當街頭藝人之前，對於其他身心障礙者的街頭表

演很容易就以同情的眼光來看待，因為同情而給予掌聲、因為同情而給

予賞金；當自己當上街頭藝人之後，暖陽開始擔憂觀眾是否會因為她的

眼睛而給予同情的讚賞，而不是欣賞她的歌聲、認同她的才藝。 

後面這幾年，我沒有把自己當成是只是一個街頭藝人，我每次表演我

都把它當成一個……有時候，如果那天設備調整 Ok，我就把它當演

唱會唱。 [暖陽/訪談/20210205/p01.71] 

街頭表演多年後，暖陽把每一次的表演當成是自己的演唱會，精心

挑選適合的歌曲、編排符合當時情境的曲目，學習自己化妝、服裝搭配，

將自己的演唱呈現最完美的演出；街頭，是暖陽的舞台，用心的準備、

投入的演唱，遠道而來的聽眾亦能感受到暖陽的真誠，給予最真心且長

久的支持。 

我在創作期間，我經歷了很多的糾結，然後我也不想要失去這個發

片的機會，所以我就寫下了這首歌，我都希望自己，可以記住那個，對

很多事情可以勇敢、可以放寬心、可以很開心的那個自己。 

專輯創作期間，也是暖陽獨自面對自己的時間，將自己多年來街頭

表演的心情，用歌曲表達出來，有憂愁、有焦慮、有樂觀、有勇氣、也有

感謝；透過歌曲提醒自己所有的困難都會過去，雖然下一個挑戰也可能

會來到，但永遠都不要忘記那個樂觀的、勇敢的自己。 

每一天都要過得勇敢，每一天都看見最好的自己。[暖陽/社群平台

/20201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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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影響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歷程的因素 

    本節欲探討影響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歷程之因素，

研究者依據研究參與者的敘說及相關文件資料之蒐集，研究者歸納整理

後，將影響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歷程之因素，歸納為「個

人因素」、「場域因素」、「系統因素」三層影響因素概念；每層影響因

素是由數項小因素構成。分述如下： 

壹、 個人因素 

個人因素是影響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歷程的最內層

因素，本研究所指個人因素是由生活需求、個人心理動機、生命事件、

職場學習力、職業角色認同、街頭藝人形象認同所構成，詳細說明如下： 

一、 生活需求 

為了賺錢，因為，因為我也沒辦法去做其他工作，這樣子。[星夜

/訪談/20210105/p19.03] 

其實視障坦白講，就業的選擇很少，也有個別差異，有的時候不是

每一個人都，比如說背景，或是視力的狀況，不是每個人都這麼相

同，所以能選擇的職業很有限，像我可能就覺得，我現在覺得我自

己沒有辦法按摩，所以我就是努力的撐住音樂這一塊。[暖陽/訪談

/20210202/p10.06] 

然後生活費，這樣賺就可以，所以不用再跟家裡拿錢，這樣很棒，

不然媽媽以前我剛看不到的時候，她很擔心我以後該怎麼辦。[暖

陽/訪談/20210202/p09.02] 

星夜與暖陽認為視障者受限於視力因素與衡量自身興趣、其

他因素之後，所能從事的職業項目選擇性較少，因此，幾經衡量

自身能力與需求之後，認為街頭表演是他們能力所能勝任，且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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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從事的工作；且根據星夜與暖陽街頭演唱的經驗，從事街頭表

演能從觀眾獲取認同與打賞金額，景氣好、遊客多的時候，所能

獲得的賞金長期累積下來，大抵能支付生活基本開銷，這對全職

街頭藝人而言，生活需求的滿足是影響職業選擇的要素之一。 

它的收入是不穩定的，你有可能今天賺兩三千，明天賺來兩三百，

對，這個心臟真的要很大顆，對。[微光/訪談/20210226/p13.14] 

然而，街頭表演的收入並非長期能獲得滿意、或是足夠滿足

生活需求的收入，街頭表演除了街頭藝人本身的演唱技巧會影響

打賞金額之外，外在環境包括：天氣、場地、遊客年齡層等因素，

均會造成收入不穩定的情況；微光考量家庭生活收支，以按摩師

為主要職業，再利用週末兼職街頭演唱，以維持家庭基本生活開

銷。 

生活需求的滿足是影響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選擇的因

素之一。 

二、 個人心理動機 

個人心理動機包含研究參與者的興趣與信念是影響中途視覺

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歷程個人因素中的核心要素，個人特

質左右個體職業的選擇與抉擇，分述如下： 

(一)、 興趣 

我從很小就很喜歡唱歌，我是那種會想盡各種辦法唱歌給

別人聽的人。[微光/訪談/20210226/p08.12] 

微光自述從小就喜歡唱歌，家族聚會 KTV歡唱、家族旅

遊遊覽車上，甚至在喜宴上，微光總會利用各種場合唱歌給

人聽，幼小年紀雖唱著不符年齡的流行音樂，但總能吸引家

人熱烈的掌聲；長大後，唱歌成為是興趣、是謀生工具、也

是自我療癒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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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從小對歌唱就有興趣嘛，很有興趣，還有可能我本身的

音感天生就還不錯。[暖陽/訪談/20210202/p06.17] 

     暖陽是家中獨生女，父母忙於生計無暇陪伴，暖陽在自

己的小空間裡聽著收音機、跟著哼唱，牙牙學語時已能哼唱

歌曲，能夠在沒有基準音的提示之下，聽出鋼琴上隨意彈奏

出來的音，這樣的音感讓暖陽在街頭表演時能隨心彈唱歌曲、

這樣的興趣讓暖陽願意投注更多的心力在演唱技巧詮釋與創

作練習上。 

可能是因為我爸爸的關係，我從小就喜歡玩吉他，也喜歡搖

滾樂，玩社團也玩得很瘋狂，其實我蠻想當搖滾歌手的。[星

夜/訪談/20210105/p11.11] 

星夜在爸爸的薰陶下，從小就學習彈奏吉他、電吉他，

對搖滾樂的熱情可從星夜學生時期的社團參與度可看出：高

中大學時期擔任熱音社社長、與音樂同好共組樂團，期待著

未來能當搖滾歌手；星夜放棄按摩培訓，以音樂演出視為維

持生計的方式，不斷地嘗試音樂創作，並將音樂演唱、音樂

創作視為一生志業。 

我喜歡聽西洋歌，但是我到這幾年才開始我跟音樂有關係，

一直到現在，唱歌和吹薩克斯風都是我的興趣，有興趣才能

持久。[驕陽/訪談/20210113/p17.11] 

驕陽年少時愛聽西洋歌曲，然因擔負家庭經濟責任、為

生活忙碌，一直到創業的按摩店歇業後，驕陽才停下腳步思

考自己內心真正想過的人生，直到 40 歲才開始接觸薩克斯

風，那是自己年少時的記憶，時空改變後重新拾起對音樂的

喜愛，驕陽用薩克斯風與經典老歌豐富自己的街頭演出，也

帶給中老年齡層的聽眾無限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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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企圖心與信念 

我都會鼓勵年輕人，想就要大膽一點，就是目標訂大一點，

你才會逼出你的潛力，你才有辦法知道你的能耐在哪裡？

[驕陽/訪談/20210113/p34.19] 

驕陽更明確的指出在追求夢想的過程中，企圖心的重要

性，企圖心能驅使個體勇於夢想、勇於訂定目標，驕陽以自

身經驗為例，鼓勵年輕人大膽作夢，修煉潛意識、練習自我

對話，並具體寫下目標，整合周遭環境與資源，進而生命有

所依託，也才能將潛能發揮到極致。 

莫忘初衷，不要忘記你做這件事的初心是什麼，我覺得這對

我來說很重要。[暖陽/訪談/20210205/p17.06] 

職業生涯的過程難免遭遇職業傷害、收入不穩、大環境

經濟景氣影響等困難，堅定的信念是心想事成的基石，莫忘

初衷是四位研究參與者的共點特徵，他們對音樂的熱愛、對

演唱的喜好不受困頓改變信念。 

我是一個很正向的人，所以我不常把困難當困難，我都對把

它想成是一種上天安排他要給我的一種考驗也好，或者是

他告訴我，這條路是走不通的。[驕陽/訪談/20210129/p09.24] 

堅定的信念燃起正向的力量，驕陽經歷按摩店創業倒閉

的衝擊、微光經歷手傷休養離職的低潮、星夜與暖陽發行個

人專輯後的沈寂，他們用正向、樂觀的態度面對，並時刻提

醒自己不要被困難挫折打敗，相信這一切都是上天給的考驗，

勇敢的跨出每一步，那些困難並不如自己想像的難。 

我常提醒自己就是不要忘記那個樂觀的、勇敢的自己，有時

候你其實勇敢的跨出去，其實沒有你想的這麼可怕。[暖陽

/訪談/20210205/p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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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成為一個街頭藝人、成為一個傳唱經典歌曲歌手、

成為一個能真正發行個人專輯的歌手、成為一個站上電視舞

台的歌手，信念激勵一個人的思想與行動，使其能在目標實

踐過程中，能依靠著堅定的意志為目標堅持奮鬥的精神力量。 

我想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創作歌手。對，真正的。[星夜/訪談

/20210108/p26.12] 

三、 生命事件 

生命事件意即改變生命的轉捩點，突如其來的轉變影響驕陽、

微光、星夜、暖陽的生命歷程與職業生涯發展；四位研究參與者

生命事件，簡述如下，並歸納如下圖 4-5至 4-8研究參與者生命事

件歷程圖所示： 

(一)、 影響驕陽職業發展的生命事件 

父親生意失敗家庭經濟陷困；就學階段視力逐漸惡化，

無法繼續升學，正式進入職場，擔任大學工友；任職十三年

後，思索未來生涯，決定離職；離職後，進入職業訓練，取

得按摩證照，隨即至按摩小站擔任按摩師；五年後在老顧客

的建議下創業開店，精心打造美輪美奐的按摩 SPA館；兩年

後，全球經濟大蕭條，按摩店大受衝擊，驕陽決定歇業；按

摩店歇業後，驕陽參加機構講師培訓，擔任講師，同時學習

吹奏薩克斯風；自學兩年後，考取街頭藝人證照，成為街頭

藝人街頭表演；現今，驕陽同時擔任街頭藝人、機構講師、

按摩師，以街頭表演所佔的時間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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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 驕陽生命事件歷程 

 
(二)、 影響微光職業發展的生命事件 

同住家人中，奶奶、媽媽、哥哥、微光與弟弟均是視覺

障礙者，家中開設按摩店，幼年微光認為全世界的人眼前所

見都是模糊的；幼兒園的微光與同學相處後才驚覺自己與同

學的不同，國小時視力惡化無法適應學校的學習，轉學至啟

明學校，開啟另一個視野；啟明學校社團課程豐富微光的音

樂世界，高中二年級，微光與啟明學校的音樂同好成立視障

樂團，豐富的表演經驗與優異的表現常受邀生命教育講座；

高中畢業後，正式進入職場，於按摩小站擔任按摩師，利用

閒暇時間樂團團練；按摩施力不當，造成手部肌肉受傷，暫

時離職按摩小站；離開按摩小站後，微光全心投入準備街頭

藝人證照的考取，取得證照後正式於街頭表演；目前微光同

時擔任按摩師、街頭藝人、社團老師與生命教育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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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6 微光生命事件歷程 

 

(三)、 影響星夜職業發展的生命事件 

星夜父親熱愛搖滾樂，家中開設樂器行，星夜從小跟著

爸爸學習樂器，高中、大學時活躍於熱音社團，大學時與社

團夥伴共組樂團；大學就讀設計學系表現優異，畢業展時廠

商對其表現十分讚賞，邀請星夜畢業後至該公司應徵；大學

課餘時間，星夜音樂教室教授吉他，然而免疫失調視力惡化

近乎全盲，星夜已無法辨識眼前事物、無法自行騎車前往音

樂教室，於是辭掉吉他教授課程，大學畢業返家休養；雙眼

多次開刀已無法挽回視力，父親尋求協會幫助，星夜接受定

向行動訓練，在協會邀請下一同參與街頭表演活動；在廟口

街頭表演的同時，與學生時期的夥伴共組雙人樂團，並雙雙

考取街頭藝人證照，正式以街頭藝人的身份於街頭表演；星

夜爸爸照顧生病的妻子、孩子，積勞成疾中風失能，而媽媽

癌末離世，沒有爸爸能接送街藝場地往返，星夜頓失依靠，

獨自離開家鄉，北上尋找其他職業發展；星夜參加音樂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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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班，獲得流行音樂經紀公司的讚賞，協助錄製個人專輯、

從事商業演出與街頭表演；個人專輯販售成效不佳，星夜取

消經紀合約，重返街頭從事街頭表演，偶受邀進入校園分享

生命歷程，目前星夜同時擔任街頭藝人、生命教育講師。 

 

圖 4- 7 星夜生命事件歷程圖 

 

(四)、 影響暖陽職業發展的生命事件 

暖陽幼年雙眼弱視，喜愛音樂常聽著音樂跟著哼唱；國

中二年級重感冒反覆高燒不退，造成眼壓過高雙眼失明，家

人將暖陽轉學至啟明學校學習；高三畢業後，暖陽利用等待

上大學的暑假，在視障協會的邀請下參與街頭演出，暖陽享

受街頭演出所帶來的樂趣，利用週末或是寒暑假的時間，從

事街頭表演；大學畢業後，暖陽考慮生活需求與未來就業方

向，決定返回家鄉從事街頭表演的工作；暖陽選擇家鄉附近、

往返不需舟車勞頓的縣市考取街頭藝人證照，正式成為街頭

藝人；暖陽街頭表演深受好評，常受邀商業演出，精湛的演

唱吸引視障音樂前輩的注意，協助錄製個人專輯；在視障前

輩的推薦下，利用平日參與機構活動、機構講師培訓與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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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邀請生命教育講座；目前暖陽同時擔任街頭藝人、機

構培訓講師與生命教育講師。 

 

圖 4- 8 暖陽生命事件歷程圖 

驕陽、微光、星夜、暖陽四位研究參與者是不同的生命個體，

有不同的生命體現，每一次的生命事件影響其職業發展歷程，每

個身份的調整、每個生命階段角色的變更、就職離職、成為按摩

師、成為街頭藝人、成為講師，不變的是對音樂的熱愛。 

四、 職場學習力 

驕陽、微光、星夜、暖陽具有隨著環境調整自己的心態，樂

於學習新技能、努力充實自我能力，目的不在應付瞬息萬變的職

場，而是全方位準備自己，他們透過個人準備、創造自己的風格

特色、從事市場評估及進行行銷策略方式，以提升自我的職場學

習力。 

(一)、 個人準備 

培訓課程大概有半年吧，主要就是有其中有一個老師，他

就是有包含就是歌唱技巧嘛，然後台風，那另外一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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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類似律動，就有學一些舞蹈這樣子。[星夜/訪談

/20210105/p18.12] 

星夜藉由參加為身心障礙者所舉辦的音樂表演培訓班培

養自己的基本能力，他認為自己雖然會創作音樂，但仍有進

步的空間，且歌唱技巧與台風正是他需再精進的，在培訓班

老師的引導下，星夜逐漸能放開拘謹的心情在舞台上盡情展

現自己的才華。 

我小時候只有學國樂器跟管樂器，Keyboard 是加入樂團才

開始學的，還有會彈一些簡單的吉他，那是準備當街頭藝人

之後才開始學習的，自己練習自己學來的，就到處去問的啦！

[微光/訪談/20210221/p14.11] 

從小就喜歡唱歌的微光，進入啟明學校後參加合唱團、

國樂團與管樂團，對於基礎樂理與旋律有不錯的基礎；加入

自組樂團後，為了樂團演奏的豐富性，微光自學電子琴，搭

配樂團其他成員的樂器與自彈自唱，精彩的演唱常受邀公益

活動演出；微光也利用準備考街頭藝人的時間，自學吉他演

奏，為自己的街頭演出增添多元的音樂元素。 

你知道我會的歌有八百首，我都把歌詞全部背起來。[驕陽

/訪談/20210129/p25.08] 

不同於明眼人可以透過平板的提詞機獲得歌詞的訊息，

視障者在演唱時，須將歌詞牢記在腦海裡，每一次的演唱，

驕陽都會提早一週精心設計演唱的歌曲、演唱的橋段；驕陽

認為這是一種專業，專業在於藉由費心的準備，提升演唱的

品質，並將專業視障歌手的形象傳遞給身旁的聽眾；準備也

是一種尊重，尊重在於充足的準備能讓驕陽認真誠懇的唱出

每一字每一句，尊重自己的演出也尊重聽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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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學化妝，自己去學去上課、學美容、學綁頭髮，綁頭

髮還綁得不是很好，可是化妝他也很會化妝，他現在自己可

以化妝，他上台都自己化妝，好厲害唷。[暖陽媽媽/訪談

/20210207/p24.21] 

暖陽把每次的街頭表演視為一場正式的演出，她知道總

會有喜歡她的朋友專程遠道而來聽她唱歌，為了將最好的演

出呈現給支持她的聽眾朋友，暖陽學習化妝、美髮、服裝搭

配，讓支持她的聽眾朋友能感受到她的用心；除了服裝儀容

的準備外，暖陽也積極參加音樂創作課程、添購錄音器材設

備，投資音樂創作也投資自己。 

綜上個人準備向度，含括街頭表演技能的提升與穿著打

扮能力的增進，四位研究參與者均認同充足的個人準備能力，

能有效的提高街頭演唱的水準。 

(二)、 風格特色 

街頭表演你不能就是真的把他當表演，你真的要用心去思

考，我不是說現在流行什麼，我們就可能就一定要跟著流行

走，因為現在真的跟以前不一樣，現在是一個刷流量的時代，

就是這首歌可能流量會突破很高很高，可是可能一兩個月

就沒了，我們思考的方向，就是還是以比較經典，就能殺出

一條血路，因為就是跟別人不一樣。 [微光 /訪談

/20210226/p14.10] 

微光認為街頭表演不只是一場表演，需要用心規劃演唱

曲目與風格，現今是網路流量時代，流行歌曲在網路平台輪

番播放，短時間歌曲竄紅、也在短時間沈寂，微光思索著若

是為了跟著流行走，盲目跟從演唱必會缺少自己的特色，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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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微光將自己的曲風定位在經典、有韻味、有寓意能代代相

傳的歌曲。 

第一個你一定要有給人的記憶點，第二個你要所謂的人家

說的你要有斜槓，我為什麼要去學薩克斯風，如果你單純這

樣一個 vocal的話，我就覺得單薄了一點，我中間穿插一些

音樂演奏，可以唱一下歌，不是很好嗎？對不對，第三個就

是我，因為我擅長做演講、做分享，所以我中間會穿插很多

的一些，分享什麼，就是你要讓你的表演就跟別人不一樣，

其實就是你要有很多元的一些東西，你不要讓別人覺得你

一直唱歌的，一直吹的（台語），就是你中間可以穿插一些

各種元素，這也是我覺得我可以在很多的街頭藝人當中脫

穎而出的地方。[驕陽/訪談/202100113/p37.16] 

驕陽觀察多數的街頭藝人共同特點是會在街頭表演時整

場演唱或是整場彈奏時下流行歌曲，雖然演唱、演奏的歌曲

趨向大眾化，能瞬間吸引路過遊客的目光，可獲取的打賞金

額也很可觀，然而，這樣的遊客來來去去的，是哪位街頭藝

人的演唱、具有什麼特色，不易在遊客腦海中留下深刻的印

象；驕陽精心安排每一次的演唱內容，他將兩小時的演唱穿

插薩克斯風的吹奏與心情點滴的分享，他形容若僅單純演唱

歌曲毫無心情分享與互動，猶如播放 CD 唱片般枯燥乏味；

因此，他認為擁有自己的風格特色是留住顧客的主要方法，

也是影響街頭藝人街頭表演生存的要素之一。 

(三)、 市場評估 

你要做的功課真的很多，比方說，我現在在哪裡表演？那我

那邊的客戶群大概落在什麼樣的年紀？或是比較常出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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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群眾，他們喜歡聽什麼歌，這些都要去把它做成就是一

份功課啦，就是要去做研究。[微光/訪談/20210221/p16.06] 

市場評估是街頭表演前街頭藝人們必做的功課，不同的

縣市、鄉鎮，不同的觀光景點，吸引不同年齡層的聽眾；微

光每週不同地點的街藝表演場地，遊客族群年齡層明顯落差，

為了成功吸引遊客注意，微光會刻意安排不同的曲目演唱。 

我覺得我自己唱的歌都還蠻熱門，可是就是可能落在每一

個族群或每一個年齡段，可是二三十歲的熱門歌，你唱給五

六十歲的人聽，他們當然聽不懂，對啊，所以就我覺得也是

經過很多的調整。[暖陽/訪談/20210205/p13.06] 

暖陽、星夜街頭表演經歷中，最常感受到困擾的問題是

自己喜愛演唱的歌曲與所處環境族群的落差，暖陽、星夜偏

向演唱與其年齡相仿的流行音樂，但所表演的場域族群以中

老年人居多、聽眾喜愛的歌曲以台語或是民歌為主，暖陽與

星夜逐漸在觀眾迴響與自己的評估中抓到平衡點。 

這些年來尤其是身障者，非常流行做街頭藝人，為什麼？我

聽說你們做街頭藝人很好賺，那我也要去我也會唱歌，我也

會樂器，那我也要來我也要來，結果就是什麼就是大家都賺

不到錢，因為滿坑滿谷都是街頭藝人。 [驕陽 /訪談

/20210113/p23.12] 

而驕陽以另一個角度評估街頭藝人市場的飽和度，他認

為街頭文化剛推行的前幾年街頭藝人不多，然而，近年來街

頭藝人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市場飽和影響遊客的打賞意願、

也影響街頭藝人們的收入，驕陽認為從事街頭藝人前必須評

估此行業是否已達飽和，且也須衡量自身的才能是否足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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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具有自己特色的街頭藝人，而非在相同的地點、演唱相似

的歌曲、一窩蜂地仿效毫無特色。 

(四)、 行銷策略 

我想要開直播、開錄一些東西，或是開直播我也會順便就加

減賣我的創作。[暖陽/訪談/20210205/p19.21] 

暖陽、星夜與微光均有透過網路社群平台成立粉絲專頁，

目前是以紀錄街頭表演的片段影像為主，屬於非同步影音分

享，這樣的行銷策略有助於在街頭演唱時，能提供豐富的演

唱經歷給予有興趣瞭解的聽眾網路追蹤；然而，隨著近年來，

國內 COVID-19 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街頭藝人被迫停止街

頭表演，頓時失去一筆經濟收入，暖陽計畫使用網路直播方

式演唱歌曲、販賣個人專輯，藉此持續與聽眾互動、並推銷

自己的才華、賺取生活費用。 

我很早很早之前就在想，我要經營粉絲，就算我是個街頭藝

人，我也要經營出我的粉絲來，讓他們能夠記住我，他們就

是真正的認同我。[驕陽/訪談/20210129/p16.08] 

驕陽以自身經驗分享自己也曾當過某些影視明星的粉絲 

，粉絲總是會關注偶像的任何動態消息，關注唱片專輯發售

的進度、演唱會售票時瞬間銷售完畢，他認為偶像必定有讓

粉絲認同並為他瘋狂的原因，因此，他將這樣的心態用來經

營自己的街頭表演，創造他專屬的「瘋狂粉絲」。 

驕陽嘗試將街頭表演的地點與時間固定，讓喜歡聽他演

唱的聽眾能在固定的時間地點找到他，另外驕陽在網路社群

平台設置粉絲專頁，將每週預定的行程、地點公開，邀請粉

絲朋友有空能到場聆聽；除此之外，社群網路盛行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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驕陽固定每週日晚間透過網路平台直播演唱，藉此增加演唱

歌曲的機會，並增加與粉絲朋友互動的時間。 

五、 職業角色認同 

「我是誰？我在做什麼？我為何而做？」街頭藝人如何看待

自己、如何看待這工作、如何看待這角色左右個體職業發展，將

影響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角色的認同。 

我覺得心態很重要，我還是覺得，第一個一定要把自己當成

一般人看，不要老是把自己當成視障者看，視障只是你眼睛

不方便、不代表你跟別人不一樣，對不對，因為大家都一樣，

第一個你對看待自己，覺得，你出來表演不是因為你是視障，

是因為你在做這件工作，跟你是不是視障沒有關係，不要一

直把自己當視障看。你叫街頭藝人，藝人在街頭的藝人，不

是街頭流浪漢，也不是街頭要飯的，你懂我意思嗎？[驕陽

/訪談/20210129/p31.12] 

我很認真在從事我的工作，我很認真在表演，那你欣賞我你

給我打賞，那我會很謝謝，對，但是我絕對不會是覺得說，

阿，他在施捨，因為我有付出阿，對啊，而且是很認真的在

付出。[微光/訪談/20210226/p02.03] 

從驕陽與微光的述說中，可將職業角色認同分為三個觀點： 

(一)、 我在做什麼 

視覺障礙街頭藝人對身心障礙與就業的觀點，在街頭表演

時視障街頭藝人與其他街頭藝人並無不同，街頭表演呈現的是

街頭藝人技藝的專業能力，視覺損傷所造成的不便與技藝的呈

現也並無相關。 



 

162 

(二)、 我是誰 

街頭藝人對街頭藝人定義的認同，當街頭藝人認同自己所

扮演的角色是在街頭表演的藝人，而非不入流、毫無準備、毫

無技能之表演者，必能遵守街頭藝人規範，不會表演出失格的

言行舉止。 

(三)、 我為何而做 

認同街頭藝人職業角色者，不會將街頭表演視為身心障礙

者無從選擇、卻須賴以維生的唯一工作，具有明確的職業目標，

清楚自己從事街頭表演、擔任街頭藝人的原因，對他人的打賞

金也能以讚賞的角度視之，而非以接受他人同情、施捨的負面

心態看待。 

我那時候，我就有在想說這只是一個過程，所以我希望將來

能往創作的方向發展。[星夜/訪談/20210108/p22.17] 

我從來不想要只當自己是街頭藝人，因為我不想要大家只

覺得我是街頭藝人，對啊，我可以是一個藝人，我可以有機

會去一個更大的舞台。[暖陽/訪談/20210923/p01.20] 

 職業角色的認同具有未來性，星夜、暖陽認同街頭表演

是專業技藝的表現、認同聽眾的打賞是對他們演唱的鼓勵，他

們以街頭藝人為基礎，期許自己未來能發展為創作型音樂表演

者；綜上所述，職業角色的認同包含對職業角色的認識、對職

業角色的實踐、對職業角色的期望與以職業角色為基礎之未來

規劃。 

六、 街頭藝人形象認同 

我覺得街頭藝人也有包含一個都市的市容，就是要把這個

都市整頓好，才是一個不錯的那個、就是因為有一些，我覺

得其實也不能怪他們，大家都要生活，就是他們自己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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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對，我不是很喜歡說、不是很喜歡在一個人來人

往的一個地方，然後那邊可能也不是街頭藝人的點，然後就

有就是有一個阿姨在那邊用卡拉 OK 唱歌或是拿麥克風要

人家捐錢。 [星夜/訪談/20210105/p22.11] 

星夜認為都市市容包含街頭藝人的樣態，部分街頭藝人在不

合規定的場所演唱，或濫用遊客的同情心，因而破壞城市街道景

觀、破壞遊客對街頭藝人的觀感，也影響街頭藝人們對街頭演出

形象的認同；意即當隨意、甚至毫無準備的表演在街頭呈現時，

遊客對街頭藝人將產生負面的評價，而遊客以同情的心態所給予

的賞金，也容易讓真正認真展演的街頭藝人感受到專業不被認同

的挫折感，影響其街頭表演的意願。 

因為你活在明眼人的世界裡，就要跟大家一樣，對不對，那

我覺得造型很重要，你外型很重要，你穿著打扮很重要，對

不對，很多人很不重視你知道嗎，這太糟糕了，這把藝人的

名號都給叫 low 了，所以很多很多我覺得現在很多人對街

頭藝人的看法不好，也都是很多我覺得他們沒有把這些做

好的原因，沒錯吧，而且街頭藝人好像路邊跟人家要的一樣

（台語），你說變成這樣子啊，你就很 low，就坐在那邊一

副很可憐的樣子。[驕陽/訪談/20210113/p39.08] 

驕陽更具體道出街頭藝人所應具備的形象，他指出街頭表演

時應呈現專業的面向，專業面向含括表演精彩度與表演者的服裝

儀容，猶如舞台上的藝人一般，專業的演出與得體的服儀能提升

大眾對藝人形象的認同，不得體、不合宜、不符合規範的樣貌衝

擊藝人的形象。街頭藝人意味著在街頭表演的藝人，因此街頭藝

人形象的呈現極為重要，影響社會對街頭藝人的觀感，而其他研

究參與者亦提到類似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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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常常在看別的、其他的街藝表演，有時候你會覺得

說，為什麼他們也有街藝證照，你就覺得…..講難聽一點，

什麼阿貓、阿狗都有，就是五音不全的、衣服邋遢的都有；

久了大家可能會因為一兩個這樣的人，對我們也會有次級

的感覺，然後，被看不起的感覺，就不會想做這樣的工作。 

[微光/訪談/20210226/p07.05] 

街頭藝人具有專業的表演能力、不是次級表演者，當街頭藝

人對於自身職業形象認同時，必會將自己的外型、服裝儀容及表

演技巧最能彰顯特色的一面在演出中呈現出來；因此，職業形象

認同與否影響街頭藝人從事街頭表演之意願。 

 

貳、 場域因素 

場域因素是影響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歷程的外環因

素，並非單指物理環境，個體行為與此行為相關之因素均屬場域因素，

本研究影響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之場域因素，歸納係由

親友、組織、群眾、群體所構成，詳細說明如下： 

一、 親友 

家人、朋友是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的重要影響者，

親友的擔憂、支持、協助影響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的選擇與規

劃，在視障街頭藝人職涯發展過程中，親友透過情感支持、場地

接洽、場地接送、場地佈置、現場觀察等方式提供協助。 

(一)、 情感支持 

其實這一路上我看他是很辛苦阿，他很多意見很多的內心

戲、很多的心裡很多小劇場，那我們都看在眼裡，可是我是

想說因為我們也幫不上什麼忙，只是只能支持和鼓勵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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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旁邊只支持他鼓勵他，然後就給他一點力量。[暖陽

媽媽/訪談/20210207/p10.21] 

父母對於視力不佳的孩子未來所能從事的職業會有不少

的擔憂，以暖陽為例，暖陽視力喪失之後，媽媽期望暖陽能

學習按摩、算命、鋼琴、或是擔任公務員、幼稚園老師，有

穩定的收入可以養活自己；然而，喜愛唱歌的暖陽，堅持從

事街頭藝人，雖然精湛的演唱吸引遊客的支持，但收入不穩、

經濟壓力、自我要求等讓暖陽陷入困頓中，家人是街頭藝人

背後的支持者。 

他就變成是我的眼睛嘛，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他能夠讓我

在表演的前後就是這些不管表演前的準備，表演後的這些

收拾，可以讓我比較安心了，比較安心。 [驕陽 /訪談

/20210120/p24.03] 

驕陽工作經驗豐富，剛步入社會時，為了分擔家計從事

祖母安排的工友工作，家人期盼驕陽能在公職中安穩工作至

退休，長輩的安排亦是種支持；多年後，驕陽選擇離職開創

事業，然而按摩館的營運不如驕陽預期，經營不善閉館後，

妻子默默的陪伴他，支持他參加機構培訓、鼓勵他學習薩克

斯風、街頭表演時妻子協助打點細節；家人的支持與陪伴讓

驕陽能安心的做自己。 

(二)、 場地接洽 

有一個姊姊，有認識一個朋友，然後就說，那邊有在招募街

頭藝人，就我們剛好就可以，我們就去，然後就一直到現在；

然後之後的任何一個點都是我老公去談，還有一個一些市

集的配合，對。[微光/訪談/20210221/p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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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單位為增加商場的人氣，會開放部分時段與場所提

供街頭藝人表演，親友的推薦與接洽讓視障街頭藝人每週能

有固定的展演機會，也易於拉攏聽眾於固定時段到場支持，

私人單位的定點定時演出是親友優先考慮申請之場所。 

而官方街頭表演的地點，各縣市有其規範、各縣市之公

共空間亦有各自的申請方式，並無一致性，街頭藝人需分別

至各展演空間登記可演出的時段；因此，親友協助瞭解各空

間申請規則、展演周遭環境，並親自到場登記、網路劃位，

以協助視障街頭藝人能順利預約展演空間。 

(三)、 場地接送 

然後就在這期間就是有參加，一些表演，都是一些地方性的

小表演，那都是我爸爸會載我去，然後一直到我爸中風之後，

去安養中心之後，我就才有去其他地方做街頭藝人，然後變

成朋友、乾媽會載我。[星夜/訪談/20210108/p17.11] 

星夜父親中風後，無法接送星夜至各地表演，星夜街藝

活動暫停一段時間，直到協會與乾媽的幫忙，星夜才得以繼

續從事街頭表演活動；暖陽亦指出當自己獨自在北部表演時，

會希望協會或是邀請單位幫忙準備電子琴，如此一來她就能

輕易地到達會場演唱，在北部如需自備樂器的演出，暖陽會

盡量推遲。 

視覺障礙者移動能力受限，加上街頭表演時須攜帶電子

琴、吉他、薩克斯風、麥克風、音響、自我介紹看板、打賞

箱、桌椅等器材，街頭藝人們難以獨自前往，需仰賴他人的

接送與運送；且表演場地大都為觀光景點、休息站、大賣場

等地，表演者居住地距離演出地點甚遠，親友接送表演者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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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協助運送器材設備，讓視障街頭藝人能安全、便利、

免於舟車勞頓至各地演出。 

(四)、 場地佈置 

我們按照政府規定，他有一定的點會在哪個地方，我只能講

真的很多地方都很空曠的，我怎麼知道我擺這個到底是不

是有沒有擺到正確的地方，我沒有把握，這個東西我的家人

要幫我看一下、看一下這樣子，那包含了很多器材本身，當

然還要安裝阿，要拆卸啊，這些都是要有一些熟悉的他才有

辦法去幫我做這些處理嘛。[驕陽/訪談/20210129/p23.22] 

場地佈置包含到達地點、表演器材的放置與安裝、突發

狀況的處理。對街頭藝人而言，由於每次登記申請到的各公

共空間展演位置並不固定，對視障者而言相對困難，因此親

友的定向指引能協助視障街頭藝人快速、順利到達地點；而

活動空間的運用、表演器材的擺放、音響設備的操作，也須

明眼人協助調整。 

唱到第三首歌一唱碰，就跳電了，想說怎麼回事，我老婆也

不在，我小姪女也搞不清楚，我又看不到，東摸西摸搞了半

天這樣，每個弄都弄不好，後來想說會不會是電瓶壞了，因

為電瓶是有壽命的，老舊了，後來我就請粉絲幫我顧攤，我

就帶我小姪女，就門口攔計程車去買電瓶，搬回來後把它夾

上去，ㄟ還是沒電快昏倒，搞什麼怎麼還是沒了，該不是變

壓器壞掉了，怎麼辦呢？我只好請我另一個粉絲繼續顧攤，

我就跟著我的小姪女，搭計程車又跑出去那邊買變壓器，夾

上去，終於有電了，就是這樣，我們在外面也是這樣子，太

多一些那種突發狀況、考驗。[驕陽/訪談/20210129/p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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驕陽強調視障街頭藝人應擔負起設備操作的能力，親友

只是從旁提點擺放的位置、及需視力才能判斷的周遭環境細

節，但若無平日熟悉狀況的親友在旁協助，表演現場的突發

狀況難以獨自處理，影響出門表演的意願。 

(五)、 現場觀察 

觀眾的反應我會告訴他，或是有什麼狀況，我也會走過去小

聲的告訴他，他就會去處理，這樣子。[星夜乾媽/訪談

/20210108/p09.14] 

微光、驕陽、星夜及暖陽媽媽均不約而同地提到曾經有

位視障街頭藝人在表演過程中打賞箱被搶、飽受驚嚇，於是

有視障街頭藝人將打賞箱與自己鏈起來，降低被奪取的風險：

亦有在表演途中遇到喝醉酒騷擾、破口大罵挑釁的情況，這

樣的例子，讓視障街頭藝人更加小心防範，於是親友扮演視

障街頭藝人的另一雙眼睛，視障街頭藝人表演期間，親友們

會親自在場陪伴，隨時留意突發狀況。 

另一方面，親友猶如情報蒐集站，在現場觀察聽眾對演

唱曲目的反應，將現場人潮多寡、遊客年齡層、聽眾回饋、

評論等告知視障街頭藝人，協助視障街頭藝人能隨時掌握表

演現場的所有資訊，以利表演出合宜的曲目。 

 

二、 組織 

組織包含啟明學校、視障協會、藝文協會，各組織提供視覺

障礙者社團參與及職業訓練，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曾參加音樂性

質社團、按摩類職訓、演唱表演培訓班等，各單位組織所舉辦的

重建培訓與職業訓練活動，協助中途視障者職業探索與職業能力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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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啟明學校 

我們那個時候國三就有教按摩了，國三就是按摩課就已經

在你的課程裡面，對，所以我國三的時候就已經有學按摩了。

[微光/訪談/20210221/p08.19] 

啟明學校為國中部三年級學生安排按摩課程，指導學生

職業試探，待學生到高中時可依自己的興趣與職業性向，選

擇就業或就學。微光、暖陽就讀啟明學校國中部三年級時，

在按摩課程實練後對於未來從事按摩工作有不同的決定；微

光家中開設按摩店，略知按摩技巧，按摩基礎學理則是在學

校課堂中習得，幾經考量後選擇就讀高中繼續升學，高中畢

業後以自學的方式增進自己的按摩技能進入職場；暖陽在按

摩實務課時，發覺自己的手掌小、力量弱，無法勝任按摩工

作，因而選擇就讀高中、大學。 

當時在學校的時候，我有參加那個舞蹈社阿，對啊，然後手

語社阿、溜冰阿、然後柔道社啦，管樂社、國樂社、合唱團，

因為就都住在學校阿。[微光/訪談/20210221/p07.13] 

啟明學校為住宿生安排多種社團活動，提供學生放學後

能有多樣化的休閒活動，學生可藉此探索興趣、學習技能；

喜歡唱歌的微光在國小國中時期，參加國樂社、管樂社、合

唱團，從社團學習到的音樂學理與演唱演奏技巧是微光往後

自組樂團與街頭表演的基礎。 

大概高中的時候學校歌唱比賽，同學覺得我唱歌蠻好聽的，

所以就鼓勵我去參加，我那個時候就是練習的時候就坐在

琴房，然後就自彈自唱。[暖陽/訪談/20210202/p06.09] 

啟明學校注重視障學生優勢能力的發展，經常舉辦音樂

性質的成果發表活動與校園歌唱比賽，為學生創造表演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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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與機會，吸引熱愛音樂的視障學生參加，暖陽與微光就是

在學校師生的鼓勵下參與活動與比賽，練習出嫻熟的演唱技

巧與穩健的台風。 

(二)、 視障協會 

協會他們就是有一些成員，因為車禍或是生病啦，就眼睛看

不到的，阿協會就會叫他們不要在家裡，就走出來，不做按

摩的人就想唱歌的人，就來唱歌，當然也要可以唱歌的人，

才可以唱歌，如果不能唱歌的人就去按摩，看你的五音能不

能全，如果你可以唱歌，稍微能聽的，他就來唱歌，對音樂

有興趣的，你可以去學樂器什麼的。 [暖陽媽媽 /訪談

/20210207/p23.11] 

為了幫助中途視障者適應視覺受損後的生活，鼓勵他們

走出損傷，視障協會提供生活重建、就業輔導、就業諮詢等

協助，也提供就業培訓與就業機會；在按摩部分，視障協會

提供視障按摩培訓班、按摩進修班，並協助媒合按摩小站工

作。本研究中的驕陽，即在離開公職後接受視障協會視障按

摩培訓，考取按摩技術士執照後，成為按摩小站員工。 

如果說像我今天我如果是自己一個人的話，沒有任何人幫

助，沒有也沒有協會，如果是自己的話，那就真的沒有辦法

做。[星夜/訪談/20210108/p09.02] 

星夜、暖陽則是分別接受居住縣市視障協會的協助，獲

得定向行動訓練、參與街頭表演。星夜視力全無後，父親擔

憂在家沮喪、精神萎靡不振的星夜未來無法照顧自己，主動

聯繫視障協會協助星夜定向行動、生活重建、盲用電腦操作，

協會志工得知星夜擅於音樂創作與演唱，邀請星夜參與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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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藝人演出，星夜在協會的邀請與幫忙之下，得到更多的

表演機會與協助。 

暖陽則是在大學聯考後接觸當地視障協會，協會志工邀

請暖陽與協會視障街頭藝人們一同在固定的景點演唱，並協

助安排各視障街頭藝人演出時段、協助器材的搬運、活動場

地的接送、判斷周遭環境的安全性，以利街頭藝人能順利演

唱；暖陽即是在視障協會的邀請與鼓勵下，考取街頭藝人證

照，開始街頭演唱之路。 

(三)、 藝文協會 

因為我 2012年的時候，參加藝文協會這邊的培訓課程，然

後後來之後培訓課程到後面有一個就是變成一個表演的團

體聯盟，然後我們就開始有一些巡演。 [星夜 /訪談

/20210108/p18.17] 

藝文協會是專為身心障礙者成立的社團法人協會，以培

養身心障礙者優勢能力、提供多元就業、協助企業進用為目

標，鼓勵對藝文活動有興趣的身心障礙者能參與培訓，培訓

內容包括廣播、歌唱、創作、舞蹈、肢體表演等，結訓後協

會協助就業媒合並邀請參與關懷社會之公益形象表演。 

星夜離開家鄉北上尋找新的方向時，在朋友的介紹下接

觸藝文協會培訓，星夜在培訓的過程中學習音樂創作與歌唱

技巧，在資深流行音樂前輩的指導下，星夜突破以往的歌曲

創作風格，並獲得流行音樂公司的讚賞，以創作型歌手之名

發行個人專輯，星夜也在藝文協會的推薦下，參加無數場次

的音樂演出與公益表演。 

這是我自己在 A 機構裡，這些年來當中我的一個很大的體

會，當然它同時也提升了很多的自信，對事情的看法，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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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開拓了很多我在世界各種視野。 [驕陽 /訪談

/20210113/p45.05] 

A 機構是社會企業組織，主要目的是讓原先被幫助者能

夠成為幫助自己、也可以幫助別人的角色，所以 A機構協助

被幫助者能夠創造、或是開發他的一些能力跟價值，然後自

食其力的生活。 

多年前驕陽受邀參與 A機構的培訓，驕陽在培訓中領悟

到失去視力不意味失去所有能力，視障者不該是自怨自艾等

待他人幫忙的人，驕陽帶著這樣的領悟面對往後的職業生涯，

創造自己獨特的價值。 

以前我從來沒有被教過，一個盲人可以這樣看自己，可以這

樣看世界，所以 A 機構最簡單的要求，來這邊你就是一個

平常人，你就是個平常人。[驕陽/訪談/20210113/p43.19] 

三、 群眾 

群眾是街頭表演最主要的接觸對象，群眾的反應影響街頭藝

人的感受與表演意願，群眾反應包含對音樂的喜好、打賞金額、

打賞心態、與街頭藝人的共鳴等。 

我常常會覺得，尤其是在休息站，有時候你喜歡的歌，未必

觀眾會喜歡，你唱得很開心、唱完，結果沒有什麼人拍手、

沒有什麼共鳴，會覺得有一點失落，可是這沒辦法，就是越

通俗的歌，大家好像接受度越高。 [暖陽 /訪談

/20210205/p12.23] 

街頭藝人演唱曲目的挑選，亦可傳遞演唱者的心情與意念 

，街頭藝人在演唱曲目中安插自己喜好的曲目，期待獲得聽眾

的共鳴；然而，演唱曲目的挑選是否符合群眾喜好，影響遊客

停駐的時間與打賞金額，研究參與者不諱言現在是刷流量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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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只有在短時間吸引眾人的目光是最容易獲取賞金的，而街

頭表演的目的之一是增加生活收入，若能在短時間獲取賞金是

最佳的收穫，因此，街頭藝人會觀察群眾的年齡層與表演場地

族群的風格，設計適合的演唱語言與歌曲。 

我們有時候在做街藝的時候，人家只是在旁邊看看、看看，

就投個口袋掏個幾十塊放進去，可是後來他事後唱完歌，他

就會介紹我是視障藝人，人家就會很驚訝地抬起頭來，甚至

再拿一百塊、二百塊再放進去，所以他們身障者的話，人家

會比較注意他。[星夜乾媽/訪談/20210108/p07.15] 

打賞亦是群眾對視障者憐憫的反饋，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

者的刻板印象、街頭藝人角色的認定反應在打賞金額；根據受

訪者街頭表演經驗，路過的遊客聽到歌曲演唱會給予些許的零

錢，當街頭藝人介紹自己為視障者、或是戴上墨鏡、在看板上

明顯註明「視障街頭藝人」時，路人對於他們的打賞金額與其

他明眼人相較略微大方；然而，研究參與者均期望聽眾能聽到

他們的歌聲，看見他們對音樂的執著與努力，而非他們刻板印

象中弱勢的視覺障礙者。 

像曾經有獨唱歌的時候，有人在旁邊跳舞，我覺得這也對我

來說，可能就是一個回饋。[星夜/訪談/20210108/p11.13] 

路過的遊客隨著音樂跟唱、隨著音樂起舞，是對街頭藝人

的認同與支持；星夜分享雖然看不到觀眾的動作表情，但能從

周遭氛圍感受觀眾對他表演的喜愛，尤其當感受到觀眾隨著他

的演唱跳舞時，聽者與唱演者的共鳴是街頭藝人最大的鼓勵。 

四、 群體 

場域因素中的群體包含展演地點裡的攤販與街頭藝人，彼此

之間的干擾、競爭、協助與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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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旁邊的香腸攤，旁邊有兩攤香腸攤和一個什麼攤來抗

議，因為我們表演的時候啊，就是我們的周圍圍了很多人，

就把他們的店擋住了，然後他們就說這樣影響到他們的生

意。[暖陽/訪談/20210205/p07.08] 

表演場地攤位相鄰影響彼此活動是街頭表演常見的困擾，這

情況常發生在鬧區場地與市集中，由於場地無法挑選，難免會出

現人潮影響表演或是人潮影響鄰近店家生意的狀況，常出現的情

況大致為遊客圍繞街頭藝人觀賞表演，眾多人潮阻擋其他路人或

遮擋鄰近攤販販售商品。 

他們的那個叫賣聲，比唱歌的聲音還要大，真的很難唱、很

難表演，很難表演的話就會表演起來很吃力。吃力的話，我

們就會考慮說盡量就不要去那個地方。 [暖陽 /訪談

/20210205/p07.21] 

另一方面，攤位相鄰時聲音相互干擾也會影響街頭藝人表演

的成效；雖然，演唱性質的街頭藝人演唱時會使用麥克風、擴音

器等設備，增加演出音量，然而，過大的音量不僅會破壞輸出音

質，也會變相成為製造噪音，因此，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均會避

免登記市集攤販多、或是人潮多的場地，避免在喧囂場地演出。 

我在某個地方的綠色隧道，它是一條線嘛，然後如果說前面

有一個人在唱歌，那走過來他們就已經沒有什麼錢了，哈哈

～～就會影響，他們就會在那邊把錢投完，然後就過來遇到

我，就沒有什麼錢。[星夜/訪談/20210108/p04.06] 

近年來，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街頭表演場地以市集或空曠公

共空間為主，同一空間中僅有自己一組音樂演唱性質的街頭藝人，

考量的目的即是避免上述的困擾問題；再則，相同演唱性質的街

頭藝人若同時出現在同一展演地點，會有分散客源、互拉生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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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產生，因為遊客在有限的打賞預算內，通常會將打賞金投入

最先遇到的表演。 

他們給我們的回饋，就是我在那邊唱歌，也可以給他們帶來

一些人氣，就是像剛剛講，就是你可以買一杯喝的，坐在那

邊聽唱歌，或是他們聽到聲音，他們會過來看一下阿，如果

沒有人唱歌，或是有其他街藝去唱，可能唱的比較不好聽，

就會差滿多的，這應該也算是一種互惠關係吧！[暖陽/訪談

/20210205/p07.15] 

固定市集的展演空間，街頭藝人與市集攤販會有良性互動與

合作的表現，街頭藝人會在演唱的空檔為聽眾介紹各攤販商品的

特色，攤販也會親切的給予飲料、甜點，街頭藝人與攤販之間形

成互助互惠的關係；反之，若無法形成良性互動，街頭藝人則會

捨棄此地點，另申請適合的空間。因此，展演空間裡的攤販與同

展演場地的街頭藝人是影響街頭藝人表演場地選擇的因素之一。 

參、 系統因素 

系統因素是影響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歷程的最外環

因素；本研究影響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之系統因素，包

含政府政策與世界趨勢，詳細說明如下： 

一、 政府政策 

政府政策是指各地方政府制定之街頭藝人相關規範，影響中

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的因素有許可證取得制度、表演場

地申請方式、官方推廣活動。 

(一)、 許可證取得制度 

街頭藝人許可證取得制度可分為審議制與登記制，2021

年之前各地方政府採用審議制評選街頭藝人，審議制度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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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一次，考試時間、地點、考試方式由各地方政府制定，

國內並無一致性；街頭藝人衡量自身行動範圍，報考行動所

及之縣市街頭藝人許可證，取得許可證後再至各縣市公共空

間登記表演。 

考照方式為各縣市政府另訂審核日期，審核日當天報考

街頭藝人依指定時段至會場準備，需自備所需器材、設備、

電力等，同一時段有十多組表演者，考試時間約 2至 3分鐘，

審查委員依序至各攤位評分，時段內審查委員未評分前的時

間為預備時間，評分後即可離場。 

評審來第一個就看我彈，彈完他就走了，大概三十秒，他就

走了，然後第二個來聽我彈二十秒，他問我有沒有別首，我

就彈另外一首給他聽，然後他走了，然後第三個來的時候，

就聽我彈一彈，欸也是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就走了，然後你會

覺得說，這樣到底是怎樣？[微光/訪談/20210221/p15.21] 

依據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之經驗，認為此審議制度表演

者需在短時間內表演出最精華的部分，對視障表演者而言不

易準備，因為視障街頭藝人不易精準得知評審是否已抵達，

且評審到場後的演唱時間過短，難以讓評審聆聽到最佳的演

唱內容，畢竟一年只舉辦一次的審議制度，考取與否影響街

頭藝人生計。 

這叫劣幣逐良幣啊？因為你可以說他考試不夠客觀，你可

以這樣說，可是你不考試呢？他叫完全主觀，誰來評斷，你

自己覺得你可以就可以去，那是完全主觀咧。[驕陽/訪談

/20210129/p05.23] 

2021年之後，部分縣市將街頭藝人許可證核發制度由原

先的審議制變更為登記制，舉凡對街頭表演有興趣者均能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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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此制度引起現職街頭藝人不小爭議，就驕陽觀點而言，

審議制能審核出具有街頭演唱能力的街頭藝人，然而考試制

度是否公平、評審委員的標準是否客觀，讓未取得許可證者

質疑；登記制能避免上述審議制缺點，也能提供欲申請街頭

藝人許可證者隨時申請，然而，一旦登記制制度推行後預測

將吸引眾多有意者登記，驕陽擔憂屆時將衝擊部分街頭藝人

的生存。 

(二)、 表演場地申請 

地點就要提早申請，就是我們想去的就可能一個禮拜之前

或是那種還有可能會，譬如說，像我們這裡附近有一個觀光

景點，那個就是算一季一季的，就是說現在是一月嘛，那你

可能一二三月想做，你可能 2020年的 12月、11月就要登

記，就要先預約這樣。[星夜/訪談/20210108/p03.02] 

取得街頭藝人許可證之後，街頭藝人可於縣市政府許可

的公共空間表演，但須遵守各地方政府規定的展演地點，由

於各表演場地申請的方式不一致，因此街頭藝人需一一詢問

再依需求登記，人潮多熱門景點需提前一、二個月登記再抽

籤，對視障街頭藝人而言，現階段的申請方式便利性與時效

性均不佳，因此，視障街頭藝人偏向於選擇預約固定景點、

固定時段。 

它有一個規定，就是它那邊，因為它那邊是不用事先申請，

它是連登記都不用登記，就可是你要去佔位置，可是那邊的

人，如果在那邊做久了，他會來趕你，就是譬如說他覺得他

都平常都在這邊，阿你為什麼突然間出現，他就會把你趕走。

[星夜/訪談/20210108/p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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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預約的場地則需提早到場佔位，這樣的場地通常是

鬧區、百貨廣場前等景點，優點在於隨時都可到場表演，但

長期下來已失公平性，已產生佔地為王的現象；本研究之視

障街頭藝人為避免衝突，會盡量避開在此類場地表演。 

(三)、 官方推廣活動 

那個勞工局會 pass 給我們這樣，他們現在都有做一個街頭

藝人的一個平台就是說，企業單位，他們想要找表演者，那

他們可以透過這個平台，然後跟他們接洽，然後他們再 pass

給我們這樣。[星夜/訪談/20210108/p05.22] 

地方政府文化局與勞工局合作推廣街頭藝人商業演出，

地方政府文化局將取得許可證之街頭藝人的專長與表演片段 

，透過網路平台介紹給企業單位，並鼓勵企業單位多加邀請

街頭藝人，以鼓勵街頭藝人在大舞台表演的機會。 

像他們之前都有有辦一些活動，就是身障街頭藝人嘉年華，

然後還有請一些藝人來來，就是代言、有請過黃子佼、還有

也有請過蕭煌奇，然後也有請過最近這一個是陳漢典、對、

然後有拍公益廣告，就是找我們來去拍，還有就是我們還有

做一張合輯，然後那一張叫做一起乘夢飛翔，好像是這樣，

然後，對啊。我覺得覺得他們真的是不錯的。[星夜/訪談

/20210108/p29.06] 

地方政府文化局為鼓勵身心障礙街頭藝人展現自我，每

年舉辦身障街頭藝人嘉年華、視覺障礙者演唱會，並邀請明

星代言公益廣告、發行音樂專輯，藉此向社會大眾宣導街頭

藝人與身心障礙者等相關理念；政府機關宣導與推廣活動，

有助於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者與街頭藝人的認識，亦有助於

視障街頭藝人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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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世界趨勢 

世界趨勢在此是指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受全球經

濟與全球嚴重特殊傳染性疾病影響，此部分影響是被動接受且難

以以自身之力改變的因素。 

(一)、 全球經濟 

2008 年全世界的金融海嘯，你說，連美國那個什麼雷曼兄

弟、連那種這麼大的、大到那種不可思議的這樣的金融體系

都倒了，全世界陷入大震盪。本來我也是這個雄心壯志，因

為在過去十年，我曾經呼風喚雨，所以就覺得我一定可以水

到渠成。[驕陽/訪談/20210113/p16.02] 

驕陽職業歷程豐富，在按摩小站就業多年後，在顧客的

建議下籌劃成立自己的按摩館，投入上百萬的資金在臺北鬧

區開幕，未料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全球經濟深受波及，各

國股市慘跌並嚴重衝擊各國民生經濟。 

驕陽親手打造的SPA按摩館，深受全球經濟大蕭條影響，

老顧客事業經營不善、上門按摩的頻率減少，驕陽慘淡經營

一年後不敵低迷景氣，SPA按摩館慘賠歇業，於是驕陽轉換

職業，準備從事街頭藝人及機構講師。 

(二)、 全球嚴重特殊傳染性疾病 

2002 年 11 月中國廣東出現非典型肺炎，感染者會產生

瀰漫性肺炎及呼吸衰竭症狀，此病毒為新型變種冠狀病毒，

藉由近距離飛沫傳染，2003年擴散至全球，世界衛生組織將

此病症定名「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全球共發現 8,096例 SARS病

例，且造成 774 例死亡，引起各國人民恐慌（行政院衛生福

利部，20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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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二月開始做按摩，四月就爆發了，我立刻沒工作了，你懂

了吧，那時候你心情是什麼？就是問天天不應，問地地不靈，

如果你覺得 SARS早點發生，你覺得我會離開公職嗎？[驕

陽/訪談/20210113/p12.16] 

驕陽為了追求人生另一個可能性，選擇離開公職學習按

摩技能；然而，2003年 SARS在臺灣擴散，疫情擴散又急又

快，造成人民恐慌，為了避免感染，人民減少非必要之活動，

因此，按摩小站生意嚴重受損，短暫歇業數個月，復業後生

意也大受影響，對驕陽而言，此時，離開公職的決定與對未

知的未來，充滿懊惱與擔憂。 

2019 年 12 月中國湖北出現不明原因肺炎，隨後病毒迅

速在中國及世界各地傳播，傳播方式主要是藉由近距離飛沫、

直接或間接接觸帶有病毒的口鼻分泌物、或長時間與確診病

人處於 2 公尺內的密閉空間險。世界衛生組織將此新型冠狀

病毒所造成的疾病稱為COVID-19 (Coronavirus Disease-2019)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2021b）。2020年全球疫情嚴峻，確診

病例與死亡病例不斷攀升，嚴重影響全球人民生存、政治、

經濟、文化、教育等，臺灣 2021年 1月醫院院內感染事件，

臺北、新北與桃園加強防疫，2月疫情獲得控制，4月航空公

司與防疫旅宿疫情擴散，全臺疫情升溫，為防範疫情持續傳

播，全國防疫警戒提升至第三級，並對個人外出、活動、大

眾運輸、營業場所、休閒場域等實施相關限制措施。 

自從疫情以後，變得很困難，沒有活動，我就是從過去很好

的……收入很好的狀態，跨到現在很不好的狀態，你其實會

受到很大的衝擊。[暖陽/訪談/20210205/p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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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每年年底至農曆年前為各大企業、百貨週年慶與

尾牙活動，這段時間是身心障礙街頭藝人商業表演的時機，

而農曆年假期間，更是觀光景點人潮熱絡時段，今年深受疫

情影響，各大企業尾牙活動紛紛取消，街頭藝人表演活動減

少、收入略減，以街藝為主職的視障街頭藝人更受衝擊。 

最近因為從去年開始因為疫情的關係很多人都縮手了，為

什麼？因為賺不到錢，因為沒有人，賺不到錢，他就很辛苦，

他就不想做了。[驕陽/訪談/20210113/p23.21] 

全國進入三級警戒後，為避免感染與傳播，群眾減少外

出旅遊與聚會活動，各觀光景點、休閒活動場所旅客銳減，

街頭藝人更是無法於公共空間展演，再次影響街藝展演收入，

街頭藝人收入趨近於零嚴重影響生計，只能靠政府發放藝文

紓困緩急，或是另尋其他就業機會。 

 

肆、 小結 

綜合本研究結果發現，影響中途視障街頭藝人職業發展因素在個人

因素方面，中途視障街頭藝人在職業選擇上以能滿足生活經濟需求的工

作為主要考量項目，加上生命事件所造成的改變影響個體的職業選擇，

生活需求與生命事件因素呼應 Maslow 的人類需求理論的生理需求與安

全需求層次，而在考量實質報酬的動機也呼應 Bordin的心理動力論；在

本研究中個人因素之個人心理動機的部分興趣、企圖心與信念的子因素，

呼應 Gottfredson的職業抱負理論與 Bordin的心理動力論，個體的職業選

擇與調適受動機、興趣、企圖心的影響；另在本研究中職業角色認同因

素中，呼應 Super 的職業生涯發展論，個體會在經驗中建構出對街頭藝

人身份的概念與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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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場域因素之親友、組織、群眾與群體子因素，係屬外在環境

因素，主要呼應 Roe人格發展理論、Gottfredson職業抱負理論、Super & 

Knasel生涯適應論與 Savickas生涯建構論，人格發展理論認為父母的教

養方式影響個體未來的職業選擇，而在本研究結果發現，中途視障街頭

藝人的家人在其職業發展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影響角色；另在組織、群

眾與群體的部分，呼應職業抱負理論、生涯適應論與生涯建構論的外在

環境因素，個體職業選擇與職業行為深受外在環境影響。 

根據研究參與者經驗述說，歸納影響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

涯發展歷程因素，如圖 4-9 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歷程三

環因素概念所示，以個人因素為核心、場域因素環繞個人因素，象徵個

體受場域因素影響；系統因素為最外環因素，象徵個體與場域受大環境

因素影響。 

 

 

圖 4- 9 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歷程三環因素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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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歷程 

    本節欲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歷程，研究者依據研究

參與者的敘說及相關文件資料之蒐集，將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

涯發展歷程區分為「啟蒙期」、「探尋期」、「沉潛期」、「心流期」、

「回饋期」、「朝向自我實現期」六個時期。分述如下： 

壹、 啟蒙期 

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其職業生涯發展歷程的「啟蒙期」，係指進入

職場前的職業啟蒙時期，啟蒙期含括幼年時期的興趣與求學時期的專長

培養。 

第一個就是我去學薩克斯風，我那種才學薩克斯風，那是因為那是我

在年少時候的記憶，因為我以前喜歡聽西洋歌，西洋歌裡面有很多都

是薩克斯風的配樂，以前小時候哪有那種條件資格可以玩這種樂器，

所以我就一直到四十歲我就或許來填補一下自己的空虛也好了，也給

自己訂定這樣的一個追求吧，所以我去學薩克斯風。[驕陽/訪談

/20210113/p17.04] 

驕陽年少時喜歡聽西洋歌曲，西洋歌曲中的薩克斯風吹奏深深吸引

驕陽，年少時父親生意失敗、家境清貧，驕陽為了分擔家計，高中畢業

後即踏入職場，「玩」音樂是件連想都不敢多想的奢侈事情，更別說是

買薩克斯風、學薩克斯風。直到四十歲時，結束學校工友與按摩業的工

作後，驕陽重新拾起年少的夢想「玩」薩克斯風。 

我還一個很大體會就是我從小就喜歡聽廣播，就是有的廣播它就是一

直放很多音樂，不管它放的是古典或是流行的，它就一直放一直放，

一直放很多，所以很多放出來的時候，陪你讀書、陪你工作，它們就

背景，可是有的 DJ 他不管是透過聽眾的寫信點播或者是心情故事，

或者自己對這些歌呢，他自己用了一些畫面或是用一些故事來說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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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播這首歌的時候，你在聽的時候呢，你會覺得那首歌：「哇！

我好有畫面」，不是嗎？感覺完全不一樣，對不對，所以我要當後者，

不要當前者，不要歌一直放一直放，就把它當背景這樣，要有互動。

[驕陽/訪談/20210113/p30.07] 

驕陽現在街頭表演的節目內容安排，是從小就愛聽廣播的他將多年

來聆聽後的領悟應用在自己的表演中，驕陽認為廣播節目主持人利用播

放歌曲前的心情分享是最貼合聽眾的；因此，驕陽將歌曲與情境結合的

技巧運用在演唱中，配合自己或聽眾的心情，呈現在每次的演唱曲目中。 

我也是進了學校之後，才開始接觸音樂阿，這方面的事情，因為學校

嘛就住宿，然後晚上要晚自習，小學，二年級之後，我就開始參加這

些，合唱團是比較晚，合唱團是被抓進去的，本來沒有想要參加，老

師來說，為什麼你沒有參加合唱團？我就問老師說，參加合唱團有什

麼好處？他就跟我說來練合唱團有雞排跟珍珠奶茶可以吃，我就說真

的喔，那我就參加，對啊，是因為這樣加入的。 [微光 /訪談

/20210221/p07.22] 

微光音樂啟蒙是在就讀啟明學校時，學校為啟明學生安排多元化的

社團活動，微光曾參加國樂社、管樂社、合唱團；微光以幽默的口吻述

說當時是在老師的利誘下參與合唱團的，但這也正符合從小就愛唱歌的

微光的心願，在老師的指導下微光習得演唱技巧，也成就她成年後成為

樂團主唱的原因。 

我們那個時候國三就有教按摩了，國三就是按摩課就已經在你的課程

裡面，對，所以我國三的時候就已經有學按摩了，然後再加上我家本

身自己是從事按摩業的，所以我自己就是有自修這一個部分，然後後

來自己去考證照，對。[微光/訪談/20210221/p08.19] 

微光從小就接觸按摩業，對於按摩不陌生，進入啟明學校後在國中

三年級正式接觸按摩課程，在校學習按摩相關基礎課程，微光將在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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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實務基礎加上學校所教的學理概念結合，高中畢業後考取按摩技術

士執照，正式成為按摩小站員工。 

打工教學生，大概從大三就有在教，所以職業訓練應該是說那些技巧

都是我自己學來的，也就是說就是我爸爸，然後還有一些是我在外面

學就這樣。[星夜/訪談/20210105/p11.19] 

星夜在喜歡搖滾樂、開設樂器行的爸爸薰陶下，從小就開始玩吉他，

星夜活躍於高中、大學的熱音社社團，擔任樂團幹部、籌組樂團；在這

樣的基礎下，星夜對於吉他教學並不陌生，在音樂教室教授吉他是星夜

的第一份工作，直到大學畢業視力全盲後終止；而與高中同學籌組的雙

人樂團，是星夜第一個正式取得街頭藝人許可證的樂團，正式開始街頭

藝人之路。 

我小時候、大概小學的時候開始學鋼琴，唱歌是從小就喜歡，也沒有

想到以後要以這個為職業，那就是在大概高中的時候學校歌唱比賽，

同學覺得我唱歌蠻好聽的，所以就鼓勵我去參加，我那個時候就是練

習的時候就坐在琴房，然後就自彈自唱，因為我也不太敢在大家面前

唱，所以我就是練習的時候就會彈琴嘛，就跟著唱，就覺得欸我好像

可以自彈自唱，後來這個彈唱也就變成了，我在做街藝的時候，主要

項目。[暖陽/訪談/20210202/p06.08] 

暖陽從小就喜歡唱歌、對音樂有絕對音感，暖陽從玩具電子琴開始

玩起，在家人的支持下從小學開始學習古典鋼琴，直到國中全盲後終止。

高中時在同學的鼓勵下，參加校內舉辦的歌唱比賽，從此一展長才，自

彈自唱成為暖陽街頭表演的主要表演方式。 

 

貳、 探尋期 

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其職業生涯發展歷程的「探尋期」，係指進入

職場後職業探尋時期，探尋期包含職業的探索與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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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我二十歲以前，我從來都沒想過我自己要幹麻，我所講出來的

都是我爸爸講過的、老師講過的，我爸叫我當醫生，我就好，我長大

當醫生，就這樣而已，這不是我想過的。真正開始有想是二十歲以後。

那個年代很多人都有歌星夢，那時候，我其實參加一般的社區比賽、

一般外面的比賽，那時候我就參加很多歌唱比賽，就是希望能夠被星

探、被製作人發掘，只是呢太年輕了，然後實力也不夠啦，自信心也

不夠。[驕陽/訪談/20210129/p18.22] 

驕陽自述 20歲之前對於自己未來的職業毫無想法，遵循父母的期望

把書讀好、成為公務員；20歲之後，視網膜色素病變視力退化，屈就於

生計，驕陽在家人的幫助下從事第一份工作，擔任國立大學學校工友，

十三年後不想如此度過一生，驕陽毅然決然離開公職，從事按摩業；雖

然按摩店經營不善最終歇業，但驕陽在歇業後的空窗期回想起自己年輕

時的夢想---成為歌星，於是，踏上街頭藝人之路。 

驕陽職業探尋期，從毫無方向、毫無決定權到接受家人安排的工作，

驕陽在擔任工友期間思索著從事其他職業的可能性，選擇從事按摩業後，

生意雖受大環境景氣影響，但驕陽至今仍以按摩為業餘職業，年輕時的

夢想，則在街頭藝人的身份中逐漸實現。 

從小他們就是說，視障者就是只能做按摩啊（笑），對啊，因為我家

就是開按摩院的啊。但是我阿嬤會希望說，如果有辦法的話，我們多

讀一點書，看能不能去當老師，還是什麼的之類的，當老師那有那麼

容易啦？對啊，就反正就是阿嬤會期望是這樣。 [微光 /訪談

/20210221/p11.13] 

    家中開設按摩店的微光，在長輩灌輸「視障者只能做按摩」的觀念

下，對於從事按摩業並不排斥，然而，就讀啟明學校至國中畢業後，微

光未進入啟明學校的就業部就讀，而是到一般高中就讀普通學科，微光

試著走另一條「不當按摩師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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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高中是念一般高中，我在啟明學校國中畢業之後就出來外面讀

一般高中，唸書其實是還滿辛苦的一件事情，我也不太愛唸書，然後，

以前的資源也沒那麼多，就是以前很多書籍並沒有翻譯成點字，或是

什麼有聲書，資源沒那麼多，就會相對比較辛苦。 [微光 /訪談

/20210221/p12.07] 

就讀一般高中後，微光發覺自己對讀書沒興趣，視力不佳也影響學

習成效，於是 17歲時，在兄弟與音樂同好的號召下成立樂團，走上音樂

表演之路，也同時在按摩小站擔任員工，微光熱愛這兩項工作，多年來

在表演與按摩獲得樂趣，將這兩項工作視為想一直做下去的職業。 

微光的職業探尋期，在視障者職業刻板印象與長輩期望中抉擇之後，

嘗試探索其他職業方向；現今，微光同時從事按摩業、樂團成員與街頭

藝人，且以能從事這些工作為樂。 

我有一些夢想，像是做品牌設計、logo、潮牌設計，但我覺得可能畢

業之後會有畢業之後的路，那時候我眼睛看見的時候是這樣，比如說

玩樂團或是當一個搖滾歌手或樂手，這樣的，然後我也想做一些設計，

當商品設計師。[星夜/訪談/20210105/p14.07] 

星夜在父親的薰陶下，對音樂有相當程度的熱愛，然而另一方面，

星夜更擅長電腦繪圖與商品設計，在視力喪失之前，星夜規劃畢業後或

許能從事音樂工作、擔任搖滾樂手或是擔任商品設計師、從事品牌設計

的工作。 

我那時候就是按摩跟唱歌兩邊都有報名之類的，就是藝文協會那邊，

然後就想說，好像這個比較穩，我比較有興趣，就往這種演藝方面的

路這樣子。[星夜/訪談/20210105/p19.09] 

視覺喪失後，已無法從事商品設計工作，星夜曾報名參加按摩培訓

班，但星夜衡量表演工作的穩定性，及自己對從事演藝活動的興趣勝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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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遂將重心投注於流行音樂人才培訓班的培訓課程與街頭表演，現

今街頭表演成為星夜最主要的職業。 

星夜的職業探尋期，從失明前的音樂教室吉他老師、商品設計師，

到失明後的街頭藝人，星夜在職業探尋的過程中，清楚自己對音樂與創

作的熱愛，不勉強自己為求溫飽從事毫無興趣的職業。 

可是那時候有覺得我手太小隻，而且沒有力氣，而且我想說，那時候

就是為了想要尋找自己的可能性。所以去念了大學，像因為我住在中

部嘛，我就很想來台北，因為我想出來看看，會不會有其他的機會，

所以我才來臺北念大學。[暖陽/訪談/20210202/p09.11] 

暖陽在啟明學校曾學習一年的按摩基礎課程，暖陽覺得自己的雙手

太小、無力，難以從事按摩工作，為了尋求其他機會，暖陽選擇就讀大

學，並以熱鬧的臺北為主要生活場域；另一方面，母親期望就讀中文系

的暖陽能在畢業後參加身障公務員特考，未來從事穩定性較高的公務員，

然而，暖陽街頭演唱優異的演唱表現與出乎意料的打賞金額，讓暖陽決

心以演唱為主要謀生技能，大學畢業後全職投入街頭表演的工作。 

暖陽從按摩、求學到街頭表演，對暖陽而言，職業的探尋期包含瞭

解自己的能力與職業的關係、也包含家人的期望與自身對職業的尋求；

至今，暖陽以從事音樂工作為職志。 

 

參、 沉潛期 

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其職業生涯發展歷程的「沉潛期」，係指穩定

就業前的職業預備期，在這個時期，個體會深入瞭解此職業領域的規則，

並專注應對；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在此時期試圖提升自我的表演能力、

並投入心力準備街頭表演許可證之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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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課程大概有半年吧，主要就是有其中有一個老師，他就是有包含

就是歌唱技巧嘛，然後台風，那另外一個就是教類似律動，就有學一

些舞蹈這樣子，對因為那個我們之後也有那種成果展，當然你就跳一

支舞這樣子，然後大概是這樣。只是，覺得我不會跳舞，然後我都看

不見了，還要跳舞真的很難。[星夜/訪談/20210105/p18.12] 

星夜的沉潛期時期，主要是為自己安排音樂表演技能的訓練；星夜

具有深厚的音樂底子，能自彈自唱、也能創作歌曲，為求能力的精進，

星夜參與半年的培訓課程，在流行音樂製作公司老師們的指導下扎根基

礎學習創作技巧、演唱的調整，也訓練害羞的星夜在舞台上氣質與風度

的展現，及星夜最不擅長的舞蹈表演；這段時間的訓練，是往後街頭表

演與個人專輯發行的跳板。 

唱歌方面就就自己學啦，就常常喜歡看歌唱比賽、星光大道、選秀節

目、大陸的節目，常常看就會聽那些評審老師怎麼講，然後就自己去

揣摩這樣子；我還有去上美容課，自己學化妝，頂多就問同學說，我

這樣化妝還可以嘛，自己買衣服自己搭配，街頭表演不能亂穿，這是

一種禮貌跟尊重。[暖陽/訪談/20210205/p20.03] 

暖陽的沉潛期時期，主要是自主的增能學習；暖陽準備正式成為街

頭藝人前除了自彈自唱琴藝的學習之外，暖陽從電視歌唱比賽、選秀比

賽學習歌唱技巧，從中調整自己的表演形式、與歌曲詮釋方法，創造自

己專屬的獨特風格；與此同時，暖陽認為街頭表演的服儀是一種基本禮

儀，也是一種對表演的重視、對自我與聽眾的尊重，因此，暖陽克服視

力的侷限，學習梳妝與打扮，讓自己能在每一次的表演都能將自己最美

好的一面呈現在聽眾面前。 

我是 2015年考到證照，我 2013年就開始去考場，看別人怎麼考，然

後一直問考過的人需要準備什麼？跟我自己想像還是不一樣，我覺得

考證照是一件事情，但是從事街藝又是另外一件事。我是用吉他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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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自唱考試，我吉他是為了考街藝練的（哈哈），因為考街藝要帶東

西，盡量越簡便越好。[微光/訪談/20210221/p15.11] 

微光的沉潛期時期，主要是街頭藝人許可證考取的準備。微光考量

居住與工作地的因素，僅報考未來最有可能到場表演的縣市，微光在正

式報考的前兩年開始進行考前準備，到考場觀摩他人的演出方式、瞭解

現場考試的規則、評審人數與到場停留的時間與考場位置地形等，並多

方詢問已取得許可證友人的經驗後，微光決定以自學吉他的方式應考，

兩年後以吉他自彈自唱的方式取得街頭藝人許可證；這段期間的考前準

備與吉他自學，為往後的街頭表演增加多元的演出內容。 

我去考街頭藝人的時候我已經是四十幾歲了，所以我也不是小伙子，

我自己大概我也以自己的觀察，以前我在路上看到，他們如何去做表

演的過程，我當然心裡有個底，那我也聽說，別人考試是一個怎麼樣

的狀況以後，我自己很清楚說，你必須在很短時間內怎麼去讓評審印

象深刻。[驕陽/訪談/20210129/p04.07] 

驕陽的沉潛期時期，主要是街頭藝人許可證考取的準備。驕陽自信

的描述自己是如何一次就通過全臺灣最難通過的臺北市街頭藝人證照、

及每考就必通過的其他縣市的街藝證照；驕陽認為既然有心要從事街頭

表演就應好好的準備，因此，在報考之前必須熟悉遊戲規則、並採取短

時間讓評審印象深刻的對應策略，為此，驕陽平日觀察其他街頭藝人的

表演內容、與詢問周遭街頭藝人朋友們的經驗後，將自己的每一首應考

曲目改編為歌曲演唱與薩克斯風演奏方式進行，如此方式讓驕陽能在每

次的應考都能獲得亮眼的成果，這樣的曲目編排風格也成為之後街頭表

演的獨特風格。 

肆、 心流期 

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其職業生涯發展歷程的「心流期」，係指本研

究之研究參與者街頭表演穩定時期，不再受限於外在因素的影響，仍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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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於街頭表演，並在表演的過程中達到正向情緒與欣然自樂的「忘我」

境界。 

就是表演這幾年下來都覺得，對，做這件事情都很值得，然後也很開

心，因為本身自己就很喜歡音樂嘛，然後又喜歡唱歌，然後又可以讓

別人開心，那我們就會更 high。[微光/訪談/20210226/p03.11] 

多年的表演經驗，微光已從為物質層面提升至心靈層面，對微光而

言，街頭表演曾經是以興趣為出發，為了增加生活收入的另一項工作，

微光在表演中逐漸體會到演唱時的樂趣在於能用自己最喜愛的活動讓自

己快樂之外，還能讓聽到他們演唱的遊客們能感受到快樂、感受到他們

對音樂的熱忱，這樣的共鳴讓微光在演唱時更加投入、更能忘情的演唱。 

表演到一個層次以後，我覺得追求的是你怎麼在舞台上享受它？怎麼

去展現出你的魅力？這個你要讓你的表演跟台下觀眾能夠產生關係，

這是我跟其他街頭藝人不一樣的地方，我在街頭我也是很 free，就是

我會 enjoy我在舞台上，我還是一樣，我是一個很 enjoy舞台的人。

[驕陽/訪談/202101113/p35.08] 

驕陽在街頭表演所得到的快樂與滿足感，已從成就自我昇華到享受

舞台的境界；街頭表演多年後，驕陽已掌握街頭表演的氛圍與街頭觀眾

的特點。驕陽不追隨流行音樂，以自己喜愛的老歌為表演曲目，在舞台

上分享著生活點滴及對歌曲的感動，舞台上的驕陽如同明星般地散發著

自信的風采，舞台下的粉絲隨著他的演奏載歌載舞，驕陽享受著演唱的

快樂、感受著粉絲們的開心與感動。 

從過去到現在的種種心理狀態，希望都不要再是牽絆我往前的阻力，

做音樂過程是不斷地摧毁和重建，也要承受後面的反饋，但其實不管

怎麼樣我都還是會繼續做下去，一邊表演、一邊創作，活出自己的色

彩。[星夜/社群平台/202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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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力喪失之後，為了謀生及負擔父母親的醫療費用，起初星夜將街

頭表演當成是賺錢的工具，然而演唱著觀眾喜愛卻不屬於自己年紀的台

語老歌，星夜有種窘困的感受；這些年，在音樂前輩及夥伴的鼓勵下，

與夥伴共同上街頭表演、互相搭配、互相扶持，在表演中逐漸感受到街

頭表演的樂趣，而擁有深厚吉他演奏技巧的星夜，十多年來不斷地創作、

錄製自己的歌曲，將生命與生活的感觸藉由音樂演唱出來。 

我覺得我們藝術表演者應該是有一個價值存在，可能沒有辦法到很高，

但是我會希望，我的表演是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跟尊重吧。對，我還

蠻希望自己日後可以有更多元的表演方式，或是有更多的創作。[暖

陽/訪談/20210205/p10.07] 

享受街頭表演的暖陽，經歷無數次的街頭表演與企業邀請演出後，

街頭表演的場次逐漸固定、慕名而來聆聽演唱的支持者逐漸變多，對於

街頭表演的熱情依舊不滅，更是正向積極的看待街頭表演的突發狀況與

生活中的不順遂，暖陽沉潛時期的準備，已能游刃有餘的演唱每一首歌

曲，並沉浸在詞曲的意境中渾然忘我；暖陽更領悟到街頭藝人身份在社

會所扮演的角色，期待著未來能以多元的表演與創作，獲得社會大眾更

多的支持與尊重。 

 

伍、 回饋期 

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其職業生涯發展歷程的「回饋期」，係指本研

究之研究參與者在街頭表演穩定之後，藉由生命經驗與音樂演唱的分享，

回饋於校園學子與社會大眾。 

就是各個高中、國中、國小、大學，然後除了這個生命教育之外，我

們也跑遍了全台灣的各個那個監獄、看守所，所以你出去做這件事情，

少拿一點錢，其實是沒關係的，因為我們的那時候很幫我們的老師他

就說，嗯，我們從小到大，其實，拿社會的很多，我們念啟明學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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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錢，然後很多社會大眾都會很關注關懷弱勢，那我們就是取之於社

會，然後也要回饋社會，用我們可以的方式來回饋的，對，就是這樣。

[微光/訪談/20210226/p11.18] 

微光在述說中表示自己樂理的基礎是建立在就學階段的社團活動，

感謝當年的校長願意為視障生開設多元的社團課程，讓視障生能在放學

後盡情依自己的興趣玩音樂，現今微光在街頭表演已有穩定的表現，微

光利用每週三下午回母校無償指導學弟妹、協助學弟妹成立視障樂團；

並謹記當年師長的教誨，認同多年來接受政府、師長及社會大眾的關懷，

因此微光以自己能力所及，將這些年來的努力成果與各級學校的學生們

及獄友們分享，以音樂、生命歷程傳遞生命的意義。 

我們常會也是會去一些學校表演，他們也是會找身障朋友去校園做巡

演，有時候是在會議室裡面，或是在教室裡那一種比較小規模，那也

有在像禮堂也有，大部分都是在活動中心比較多，就是那種全年級，

或全校那種，我們表演就是充滿了慈善、公益、正向的。[星夜/訪談

/20210108/p21.02] 

星夜參與機構培訓後，不定時與機構夥伴組成雙人團體進入公司行

號、校園表演，星夜自述個性害羞不擅長說話，夥伴正好與他互補，夥

伴是肢體障礙者，兩人外出表演時，夥伴是星夜的一雙眼、星夜是夥伴

的熱情吉他手；他們均是因疾病、意外造成的身心障礙者，在表演中，

他們藉由音樂分享生命理念，在談話中分享著生命中的喪失與堅持，為

在場的每個人帶來正向的能量。 

本來只是想募集 300 個防疫面罩捐給第一線的醫務人員，不知不覺

已經來到將近 1200個。[星夜/社群平台/20210613] 

2021年 COVID-19在臺灣擴散，星夜與夥伴發起募集「防疫面罩捐

贈醫務人員」的活動，獲得廣大的迴響，不少支持者相挺這項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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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這是他們對防疫醫護人員表達感謝的具體行動，亦是以自身之影

響力帶動他人的正向回饋力量。 

我很怕我講太多或太太無聊，他們會睡著，會不想聽，所以我一定都

是穿插歌曲。我發現越偏鄉的地方的孩子越單純，他們給的回饋好像

越直接，嗯就是喜歡，他們就表現的很明顯，可是，如果進入都市以

後，大家就要變的比較閉俗。所以我覺得，關於這一塊，我沒有很會，

但我很喜歡到偏鄉去做生命教育。[暖陽/訪談/20210225/p12.11] 

暖陽謙虛地說道自己不擅長生命教育分享；但暖陽已進行數十場的

生命教育講座，在分享過程中暖陽述說視力喪失的經過與調適心情、看

不見的世界與街頭表演的苦樂，並穿插著自彈自唱，將對生命的熱忱與

對音樂的堅持傳遞給與會人員；偏鄉孩童熱情的回饋，是暖陽進行生命

教育分享的動力，如此應證「生命是影響生命的歷程」。 

我們都有做公益回饋，我們還會找一些弱勢團體來，我們會開兩桌來

招待弱勢的朋友來吃飯，也就是這是我當然一開始我的想法，只是為

自己開一條新的路，別人不請我，我請自己，那請大家來認桌、吃飯

就好，所以這是我過去我從來沒聽過人家怎麼做過，過去從來沒聽過

人家這麼做過，我應該是第一個這樣做的人，人跟人是互相的，互相

幫忙、有能力的拉拔弱勢的。[驕陽/訪談/20210113/p33.15] 

2020年底、2021年年初正值臺灣各大行業的歲末尾牙、春酒等活動

進行期間，以往這段時間是身心障礙團體受邀演出的熱門時段，然而深

受 COVID-19 肆虐影響，臺灣產業、民生物資大受衝擊，尾牙春酒活動

紛紛取消，身障團體的演出亦被迫延期甚至取消，驕陽有感身旁身障團

體近期的窘困，遂發起公益回饋活動，以聚餐暨演唱會的方式在活動中

安排自己老歌演唱、身障團體表演與招待弱勢朋友用餐，並邀請認同此

活動之企業或朋友經費贊助，驕陽以「提升自己的能力、再幫助他人」

的理念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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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朝向自我實現期 

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其職業生涯發展歷程的「朝向自我實現期」，

係指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對未來的目標與期許，是自我能力的突破與邁

向自我實現之路的時期。 

我比較想做就是唱自己想唱的東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因為我自己

有成立粉絲團，算是一個讓自己在網路上曝光的一個機會，所以未來

可能會不停的會在 youtube上面上傳影片阿，我會分享一些街頭表演

的片段，一些自己的創作。雖然對我來說那是沒有收入的，我也不奢

望它會是我未來主要收入的來源，只是想做一些有態度的事，如果說

做這些事能滿足自己，然後也要有意義的話，那就是寫一些我覺得可

能對大家有用一點的歌詞吧。[星夜/社群平台/20210630] 

星夜期望自己能有更多的機會能演唱自己的歌曲、能有更多的時間

進行創作，為了增加自己的曝光率，現時期星夜著手申請多種音樂分享

平台，透過多元管道分享自己的創作，並主動參與官方活動主題曲的徵

選活動、或是創作比賽，讓自己的作品在適當的機會呈現出來；星夜並

不期望這些作品能為他帶來金錢的富足，只希望能透過歌詞傳達正向信

念「Live your own life過好自己的生活，不在乎別人怎麼講，掌握方向，

我就是船長，海嘯都無法抵擋」[星夜/社群平台/20210630]。 

我自己是希望可以創作多一點，再出第二張專輯，我現在就是很努力

的在學習創作、自己寫歌啊。然後到處去充電、去上課，或者是吸收

一些知識，上關於寫歌的創作的歌，我喜歡自己創作，希望我的作品

能夠受到大家的歡迎。[暖陽/訪談/20210205/p16.02] 

曾經發行過一張個人專輯的暖陽，期望自己有朝一日能成為歌手，

猶如視障歌手蕭煌奇一般。暖陽在音樂前輩的協助下，瞭解若要成為演

藝界歌手必須具備詞曲創作的能力，因此，暖陽努力學習音樂詞曲創作、

練習詞曲創作，將生活中的感受、感動透過音樂呈現出來，暖陽也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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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街頭表演所得的打賞金用來添購麥克風、音響等設備，期待第二張個

人專輯能從詞曲編寫、錄音到出版等過程都能以獨立製作的方式發行，

成為有自己特色全方位的藝人。 

我們賣的是專業，而不是同情。我覺得這個觀念很重要，所以我就是

要不斷地精進自己的音樂能力，我們之前有一些創作，後來有投稿參

加比賽，還有機會到錄音室錄音，我是主唱，後來還有發行合輯，而

且這張合輯還有入圍金曲獎，這對我們來說是很振奮的，所以我們還

是會一直創作自己的作品，然後參加比賽，證明我們是有在精進能力

的。[微光/訪談/20210226/p12.14] 

微光認為街頭藝人的表演是專業的呈現，為了讓觀眾感受到他們每一

次的表演都是用心準備的成果，微光不斷地練習電子琴的彈奏與歌曲演

唱詮釋的技巧；另一方面，在某次參與臺語歌曲創作比賽中獲得優異成

績的微光與其兄弟，得獎後的錄音與專輯發行，啟發微光學習創作的動

機，目前她將目標設定每年能有創作作品產出，並多加參與創作比賽以

豐富自己的創作經驗。 

我要成為第一名經典歌手，當然這不是我自己講的，是要真的被別人

認同的，你有願景，你才有目標，你才知道該往哪走，你要往哪裡走，

但是人呢，一個人跟一個企業一樣，如果你只懂得為自己，人家會討

厭你，就你自私自利嘛，眼裡只有你自己都沒有別人，你會不完整；

我的使命呢有三個，一個就是說，我透過我的音樂，我透過我的分享，

我要讓長輩有回憶，讓年輕人有希望，讓身障者有榜樣，長輩的回憶

呢，因為音樂的樂，就是快樂的樂，就是吃藥的藥，這三個字在古字

是相通的喔，音樂、快樂、吃藥，所以音樂就是快樂就是療癒，所以

長輩的回憶就是療癒他，我要療鬱長輩嘛，我帶給年輕人希望就是我

每次在表演的過程中，我不斷的來談談我的一些，我的過去、我的未

來，我的現在。我告訴你們的就是，如果我曾經是一個，什麼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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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我曾經一無所有啊，可是我現在一無所缺，我透過的就是我這

些心態的轉變，我創造現在所有的一切，我要給身障者榜樣，所以我

要告訴很多身障者你可以改變你自己，當他們的榜樣，你看，這才是

一個完整的人生。[驕陽/訪談/20210113/p48.01] 

驕陽精闢地道出自我實現的願景，認為完整的人生並非只是自我目

標的達成，還需成為他人的標竿。驕陽將自己定位為專唱經典老歌的回

憶系歌手，藉由詮釋經典老歌創造自己與長輩的共同回憶，他期望長輩

聽到他的歌曲後能被音樂治癒，暫忘生病的苦痛、失去至親的悲傷；驕

陽期許自己能為年輕人帶來希望，將他視覺喪失後的苦楚、事業不順的

困頓等心理調適經驗分享給年輕人；驕陽更期許自己能成為身障者的榜

樣，讓身障者感受到即使身體受損也不要對生命失望，改變自己也能成

為雨後驕陽。 

 

柒、 小結 

綜合本研究結果發現，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歷程歷

經「啟蒙期」、「探尋期」、「沉潛期」、「心流期」、「回饋期」和「朝

向自我實現期」六個時期；啟蒙期呼應 Super 的職涯發展階段的成長階

段特徵，此時期會對自身感到喜愛、有趣的職業逐漸建立職業觀，並進

行自我能力的培養；探尋期呼應 Super 的職涯發展階段的探索階段的特

徵，此時期個體會在職業探索中選定職業領域進入職場；而「沉潛期」

則呼應 Super 的職涯發展階段的建立階段的已定向嘗試期特徵，此時期

個體為了職業的穩定會更投入所選定的工作，並表現積極的工作態度；

「心流期」此時期呼應 Super的職涯發展階段的建立階段的穩固期特徵，

此時期個體努力實現職業目標，是最富有創造力與衝勁的時期，並將職

業責任提升到新的層級；「回饋期」則是在本次研究中的主要發現，象

徵個體職業發展至心流期之後，能主動將其經驗回饋於社會之階段；「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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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自我實現期」則較呼應Maslow的需求理論的自我實現階段，然而，在

本研究中更可發現「朝向自我實現期」是自我能力突破、移除自我設限、

超越巔峰的時期。 

綜上分析，歸納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歷程圖，如下

圖 4-10所示；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歷程，是以「啟蒙期」

為職業生涯的起點「不斷前進」朝向自我實現期邁進的過程，過程中並

非直線式的前進，生命事件的轉折影響個體的職業生涯，而在曲折的過

程中，個體對職業的探尋、沉潛、心流與回饋期，意味著個體對其職業

的調適與認同，並逐步朝向自我實現邁進，而朝向自我實現期並非職業

生涯發展的終點。 

 

圖 4- 10 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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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未竟之路《結論與建議》 

本章依據第四章研究資料的分析與發現，歸納出研究結論並提出具

體建議，第一節為係依據研究目的為架構，歸納第四章之研究發現，形

成本研究之結論；第二節根據研究結論，提出相關建議；第三節為本研

究者之省思。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之敘事研究法，使用立意取樣選取四位符合條

件之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藉由訪談、現場觀察與相關資料等方式蒐

集相關資料，探討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發展之歷程、與影響中途

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發展之相關因素。依據深度訪談、現場觀察及相

關文件資料之蒐集，將其研究結論，整理如下所述： 

 

壹、 影響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歷程的因素 

依據本研究研究參與者之訪談與現場觀察等資料，歸納影響中途視

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歷程的因素，可歸結為「個人因素」、「場

域因素」、「系統因素」三環因素概念，三環因素皆是由數項小因素構

成，分述如下： 

一、 個人因素 

個人因素為三環因素的核心因素，由生活需求、個人心

理動機、生命事件、職場學習力、職業角色認同、街頭藝人

形象認同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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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於視力與行動能力，視障者所能從事的職業項目有

限，為獨立生活、維持生計，街頭表演所獲取的打賞金額，

有時能支付生活基本開銷，大部分視障街頭藝人將街頭表演

視為正職，或是願意投入較多時間比例的一份工作。 

再則，個人興趣與信念是影響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的

個人心理動機因素，興趣促使街頭藝人從事街頭表演工作，

企圖心與信念則驅使個體能在職業低潮時能堅定信念堅持到

底。 

生命事件是生命的轉折點，生命事件影響個體的生命歷

程與職業生涯發展，以本研究研究參與者為例，生命事件包

含家庭狀況驟變、視力喪失、受傷、創業失敗、失敗等，每

一次的生命事件影響個體角色的變更、影響職業選擇的方向。 

影響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發展之個人因素包含個

人準備、風格特色、市場評估、行銷策略等職場學習力，個

體能藉由專業能力的精進、獨特風格的形塑，塑造自己專屬

的舞台魅力；並在競爭激勵的街頭藝人市場中，進行市場評

估與行銷策略，能幫助街頭藝人評估街頭市場環境與趨勢，

以避開寥寥無幾的景點，並吸引更多的聽眾關注。 

職業角色認同影響街頭藝人從事街頭表演意願；街頭藝

人本身對職業角色與街頭藝人身份的看待影響從事街頭表演

對心態，意即當街頭藝人將街頭表演視為次級演出、不如發

片歌手演藝明星時，對街頭表演的心態則亦呈現毫無準備、

消極演出，對街頭藝人角色之認同則呈現受施捨、被同情之

感。 

職業形象認同與否影響街頭藝人從事街頭表演之意願，

街頭藝人形象認同是指街頭藝人所應呈現給社會大眾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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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街頭藝人認同此職業形象，會呈現合宜的服儀與專業的

表演能力，避免服儀邋遢、或是在不符合規定之場所表演，

避免製造影響社會大眾對街頭藝人負面觀感之行為。 

二、 場域因素 

場域因素是影響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歷

程的外環因素，是與個體最相關、最直接接觸的因素，由親

友、組織、群眾、群體所構成。 

家人對於全盲視障者就業的期望以穩定為首要條件，街

頭表演工作相對收入不穩定、表演場所不穩定，然而家人最

終尊重街頭藝人從事的每一項工作，並以實際的支持陪伴他

們；再則，家人在協助場地接洽扮演重要的角色，官方街頭

表演場地預約登記方式不一，有時需家人親自到場跟管理員

登記、或是透過網路平台登記，而私人單位的定點定時演出

相對單純，然而私人單位所提供的展演點不多，須等候單位

招募時到場洽談。街頭表演工作並非單獨一人能夠完成，從

考取證照到各場地表演，表演場地的交通、多項笨重的表演

器材的搬運均須他人協助，而表演現場的人為狀況有時會影

響表演者的安危，親友在旁陪伴，能隨時留意突發狀況；因

此，家人、朋友的情感支持、場地接洽、場地接送、場地佈

置、現場觀察是影響街頭藝人能否成為街頭藝人、是否能順

利到達表演場地等的重要因素。 

組織因素包含啟明學校、視障協會、藝文協會，各組織

提供視覺障礙者社團參與及職業訓練，有助於視障者職業探

索與職業能力的提升。啟明學校安排職業初探課程，本研究

視障者於國中三年級時學習按摩相關課程，在職業初探中瞭

解自身能力的限制與偏好，成為未來職涯選擇考慮要素；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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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提供多元的社團活動、校內競賽，鼓勵視障生善用課餘

時間多加學習、多元開發，此亦成為街頭藝人音樂啟蒙期。

各地視障協會為幫助中途視障者能盡快適應視力喪失的生活 

，提供生活重建、就業培訓等課程，其中視障按摩為就業培

訓主要課程，本研究參與者即在參加視障協會的視障按摩培

訓後，取按摩技術士執照後，成為按摩小站員工；協會成立

街頭藝人團體、安排接洽各表演場地，提供具備音樂專長之

視障者能透過音樂展現才華，並藉此賺取生活費用。藝文協

會所提供的培訓係屬一系列的精進課程，包含歌唱、舞蹈、

創作及自我價值建立，並於培訓後提供就業媒合、安排音樂

演出、參與公益活動及擔任生命教育講師等，在藝文協會協

助下增加多元就業機會。 

群眾是街頭藝人街頭表演時主要的接觸對象，包含遊客

與固定支持者，群眾的反應直接影響街頭藝人的表演狀況與

獲賞金額；群眾對音樂的喜好、對視障街頭藝人的憐憫、對

視障街頭藝人的支持，均影響街頭藝人對自我表現的感受，

也影響街頭藝人表演意願。 

群體因素包含展演地點附近的攤販與其他從事街頭表演

的街頭藝人們，彼此之間互相干擾、競爭、互助互惠；由於

各攤位表演場地相鄰，叫賣聲、音樂聲、人潮聲各種喧囂聲

影響演唱品質，甚至需更費力地演唱，影響街頭藝人前往此

地演出的意願；再則，由於表演場地難以挑選，鬧區的夜市

街觀光景點圍觀人潮恐影響周邊店家生意，造成彼此不睦緊

張、敵意氛圍；另外，街頭藝人表演區塊由於表演者眾多，

路口處佔地利之便，較能吸引遊客留意並獲取賞金。而固定

市集的展演空間，街頭藝人與攤販則能產生良好互動，為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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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介紹特色、招呼客人、餐點分享產生互助互惠之情誼，增

加街頭藝人在此表演的意願。 

三、 系統因素 

系統因素是影響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歷

程的最外環因素，是由政府政策與世界趨勢構成，個體職業

發展受政策與趨勢影響，非直接接觸之因素，但深受影響。 

政府政策是指臺灣各地方政府所制定的街頭藝人相關規

範，包含街頭藝人許可證取得制度、表演場地申請方式及官

方推廣活動。街頭藝人許可證取得制度，分為審議制與登記

制，2021年之前以審議制為主要審核方式，2021年之後部分

縣市改採登記制，本研究研究參與者均是參與審議制取得街

頭藝人證照，考照方式由各地方政府訂定，報考街頭藝人於

指定時間到場應考，審查委員於應試者前停留評分的時間過

短，表演者難以讓審查委員聽到完整曲目編排；2021年登記

制，不再現場評核街頭藝人表演內容，舉凡有意願擔任街頭

藝人者均可登記證照，此政策引起已透過審議制取得證照之

街頭藝人質疑。官方表演場地申請由各地方政府規範，地方

政府再授權給各公共空間負責人管理，故各表演場地申請方

式不一，便利性與時效性差，另有部分場地無需預約，但容

易造成長期搶位置、佔地衝突等狀況影響視障街頭藝人表演

意願。地方政府為協助身障街頭藝人有多管道的表演機會、

並鼓勵身心障礙者能走出障礙展現自我，文化局與勞工局合

作設立網路平台，提供企業單位邀請至尾牙、春酒、員工日、

親子日等活動演出；文化局並透過舉辦身障街頭藝人表演活

動、公益園遊會、公益廣告等活動推廣不歧視、尊重差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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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政府政策因素有助於社會大眾對街頭藝人的認識，並

影響街頭藝人從事街頭表演的意願。 

世界趨勢因素在系統因素中屬於需被動接受、個體自身

難以改變之因素，以本研究研究參與者經驗為例，全球經濟

危機與全球嚴重特殊傳染性疾病所造成的經濟蕭條，影響職

業發展甚鉅；全球經濟危機衝擊企業主與金融業，按摩小站

受顧客影響，收入頓時銳減，影響從事按摩業之視障者紛紛

歇業或轉業；全球嚴重特殊傳染性疾病，以近距離飛沫為主

要傳播方式，為避免感染並配合國家政策，按摩從業者減少

營業時間、或是暫時歇業，收入頓時銳減，而街頭藝人被迫

暫停街頭表演與取消商業演出，生活經濟大受影響，不得不

調整職業型態與職業性質。 

綜上所述，影響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發展歷程因素，可歸納

為個人因素、場域因素與系統因素，各因素均是由多項子因素構成，各

因素之間互相牽引，影響個體職業選擇、職業調適、與職業轉換。 

 

貳、 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歷程 

本研究藉由四位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經驗的敘說，歸納

分析其職業發展之歷程，依序為「啟蒙期」、「探尋期」、「沉潛期」、

「心流期」、「回饋期」、「朝向自我實現期」六個時期，綜合整理如下： 

一、 啟蒙期 

啟蒙期是指進入職場前的職業啟蒙階段，本研究發現中途視

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歷程的「啟蒙期」，源自於童年時

期的興趣、專長表現與學校職業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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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音樂的喜愛，是四位研究參與者的共同特徵，星夜從小在

父親的薰陶下，耳濡目染深受影響；暖陽在父母的支持下，發揮

絕對音感的優勢能力；微光則是在社團老師的指導下奠下音樂基

礎；而驕陽對西洋歌曲薩克斯風的喜愛、沈浸於廣播節目所帶來

的感動。另一方面，啟明學校所規劃的職業課程試探，亦是視障

生的按摩業啟蒙階段，微光即在家庭環境與學校課程啟蒙下，習

得按摩技能。 

這時期職業目標尚未明確，僅是廣泛的、多元的興趣開發、

專長的培養，但個體會有特別偏愛且明確的項目，例如：聽音樂、

歌唱、彈琴、彈吉他等，是個體進入職業穩定前的準備期。 

 

二、 探尋期 

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歷程的「探尋期」，是

指進入職場後的職業探索與尋求階段，探尋期初期個體職業並未

定向、未發展出職業認同，這時期的初期個體對所從事的工作並

未符合個人能力，係屬被動就業狀態；探尋期後期，個體在工作

中衡量自身條件與能力後，探索與尋求適配之工作，逐漸發展出

明確的職業領域。 

以本研究之研究者之經驗為例，部分研究參與者受限於視力

狀況，在父母期望與安排之下，嘗試從事期望中的職業，然而在

探尋中發現與自己的能力、興趣相違，遂在調適與抉擇後，探尋

其他職業方向；另一部分研究參與者興趣與職業性向明確，但受

限於視力、體力狀況，曾探尋其他職業的可能性，最後衡量自身

能力能否勝任該項職業決定職業方向。 

這時期職業方向已趨穩定，個體在職業探索中試圖暸解自身

能力與職業的適配，尋求最佳職業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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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沉潛期 

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歷程的「沉潛期」，是

指進入職場後、穩定就業前的職業準備階段，此階段個體已鎖定

職業領域，瞭解職業領域的職業規範與所需具備的能力，並著手

規劃提升自我能力的方式，投入心力潛心學習。 

以本研究之研究者之經驗為例，研究參與者在此階段進行音

樂表演技能的訓練及街頭藝人許可證考取準備，包含音樂演唱、

彈奏技巧、舞台表演、服儀搭配、瞭解考照方式與街藝場地觀察

等，此時期研究參與者投入多年的時間準備，並嘗試在固定場域

街頭表演，觀察各地遊客的喜好，藉此調整自己的演出內容，讓

自己的街頭表演技巧更專業、更具有個人獨特風格。 

此時期個體已鎖定特定職業領域，並積極預備能力，專注投

入所選擇的工作中。 

 

四、 心流期 

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歷程的「心流期」，是

指進入職場後的穩定時期，此階段個體不畏艱困、不受外在環境

干擾，熱此不疲於職業中，並達到忘我的境界。 

研究參與者在此階段已從物質層面的滿足提升至享受街頭

表演的樂趣，並進而對職業角色產生認同。以本研究之研究者之

經驗為例，此階段街頭表演性質已從謀生、增加生活收入、為豐

碩打賞金感到喜悅的階段提升至享受街頭表演的每一刻、享受與

觀眾互動的氛圍；忘我的心流境界亦是職業發展階段最穩定的階

段，此時期投入大量的時間在領域上，使個體專業能力能不斷提

升與突破。 



 

207 

此時期個體已穩定於街頭表演工作，並對職業產生認同，在

工作中展現專業、熱忱與衝勁，並期盼將此心境與他人分享，提

升職業價值。 

 

五、 回饋期 

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歷程的「回饋期」，是

指進入職場穩定發展後，藉由生命經驗與職業經驗的領悟，回饋

於校園學子與社會大眾。 

研究參與者經歷職業啟蒙期、探尋期、沉潛期與心流期職業

穩定階段後，個體在此階段秉持者「取之於社會、回饋於社會」

之心態，將過去所學的表演經驗、失明後的心理調適、街頭表演

經驗、及生命歷程等分享於啟明學校學生、各級學校學生、企業

成員及監獄獄友們；並在臺灣 COVID-19疫情嚴峻的此時，發起

公益回饋活動，扶持深受影響的弱勢族群、及防疫前線的醫護人

員，以正向積極的態度回饋社會。 

此時期，個體在職業領域已奠下基礎並站穩紮根，並將多年

來的調適與領悟分享至社會每個角落，以生命影響生命之心傳遞

生命意義。 

 

六、 朝向自我實現期 

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歷程的「朝向自我實現

期」，是指個體對未來的目標與期許，此時期是自我能力的突破

與邁向自我實現之路。 

以本研究參與者為例，研究參與者在此階段為街頭表演工作

進行願景規劃，並努力實踐之，此階段是現況的突破，研究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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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穩定的街頭表演工作以後，為自己設定另一個生涯角色目標 

，是現階段角色的精進，為了實現每一個角色目標，研究參與者

學習創作、參與歌唱比賽，為發行個人專輯與成為歌手為目標努

力，也為了成為支持者的標竿，研究參與者更積極的充實知能、

移除自我設限，展現更強大的生命可能性。 

此時期是持續前進的路程，未來的目標與期許引領個體朝向

心之所往的方向前進。 

 

綜上所述，本研究結果歸納分析研究參與者相關資料可得知，中途

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發展歷程歷經「啟蒙期」、「探尋期」、「沉潛

期」、「心流期」、「回饋期」與「朝向自我實現期」，這六個時期是以

啟蒙期為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歷程的起點，向前滾動「不

斷前進」朝向自我實踐之路邁進的過程，而自我實現之路並非終點，個

體會不斷地設定新的目標、不斷地超越巔峰。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節依研究發現，提出具體建議供政府機構、啟明學校、藝文協會、

視障街頭藝人、社會大眾、與未來研究參考，說明如下： 

 

壹、 對政府機構的建議 

臺灣各地方政府街頭藝人規範實施以來已將近 16年，然由於屬地方

自治法規，各地方政府規範並不一致，主要反應在街頭藝人許可證取得

方式、公共空間展演申請方式方面；另部分縣市政府為街頭藝人辦理相

關推廣活動，立意良善，唯有些許淺見建議提供參考，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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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對縣市街頭藝人許可證核發方式之建議 

街頭藝人許可證核發方式分為審議制與登記制，2021年

起部分地方政府將街頭藝人許可證核發方式修改為登記制，

舉凡有意成為街頭藝人者均可上網登記申請，審核制度的改

變配合資訊網路，提供街頭藝人能快速取得街頭藝人證照，

具彈性與時效性；登記制僅需在申請欄位中登記表演類別、

敘明展演項目、展演內容，並附上個人身分證明文件即可登

記成功，並獲得街頭藝人證照。 

登記制雖可避免審議制審核委員主觀喜好與審核日當天

配發給每組的審核時間不足等缺點，但在此階段審核單位無

法得知申請者「真實技能」，僅憑紙上作業核予證照，再由

街頭市場競爭淘汰未具專業技能者，對已具備專業技能之街

頭藝人而言，並非公平之審核方式。 

另由於各縣市政府各自規範，全臺灣並未一致，造成部

分縣市採審議制、部分縣市採登記制、各縣市政府有各自申

請平台，街頭藝人於審議制縣市申請時容易發生錯過申請日

期或是報考時間重複等狀況，而登記制則是各縣市有專屬平

台，需個別繳費報名。 

建議各縣市政府將街頭藝人許可證核發方式協調為一致，

以目前「登記制」為趨勢的情況下，各縣市政府可建立共同

申請平台，供申請者僅作一次登記申請，即可將申請資料轉

至各縣市政府專責單位，至於繳費方式亦可透過在系統中呈

現各縣市專責單位匯款帳號，以利申請者（尤其是視障者）

能更便利完成登記。另在審核方面，如上所述，現行登記制

申請者僅需在申請欄位上註明展演項目與內容即可申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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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建議可在申請平台上要求上傳展演影片供審查委員審

核，以增加審核客觀性。 

二、 對縣市政府所轄公共空間展演申請方式之建議 

    各縣市政府所轄公共空間展演申請方式，由各空間管理

員管理，各縣市、各展演空間規定不一，申請方式有網路預

約登記、現場當天或預約登記，造成表演者困擾，尤以現場

登記最為不便，表演者需舟車勞頓至展點地申請，但可能會

碰上預約已滿或是展點不佳等狀況，而隨著街頭藝人證照登

記制的實施，新北市與臺北市已設置展演空間預約平台，可

於預約平台查詢各展演點預約狀況、並立即登記申請。 

    建議各縣市政府均能設置網路預約平台，提供表演者展

演空間場地現況查詢、申請者類別查詢與上網預約登記場地

等功能；並希冀各縣市能使用相同平台、相同功能的登記系

統，以減少功能不一，視障者需逐一摸索等困難。 

三、 對縣市政府街頭藝人推廣活動之建議 

    縣市政府為鼓勵身障者不受障礙所困、能展現長才，並

宣導身心障礙不受歧視、平權觀念，每年舉辦身心障礙街頭

藝人表演活動，各縣市活動內容各具特色，立意良善能促進

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者的認識，然研究者建議網路媒體的世

界無遠弗屆，可透過網路平台設置街頭藝人專屬網站，分享

街頭藝人表演影片供社會大眾欣賞與認識；目前文化部與各

縣市政府文化局各自成立街頭藝人網站，提供街頭藝人姓名、

表演區域及專長等文字資料供查詢及聯繫，建議可建立上述

所提之街頭藝人專屬網站，提供表演影片，除可供社會大眾

認識街頭表演者的專長外，還可提供教育單位、企業單位參

考，依活動主題需求邀請適合之街頭表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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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對啟明學校的建議 

從本研究參與者所述可知，啟明學校扮演極為重要角色，學校提供

按摩實作課程，協助視障生儘早瞭解自身能力與職業是否匹配；另安排

多元社團活動，提供視障生能利用課餘時間「玩社團」，藉此多方嘗試

各活動以開發興趣及潛能，啟明學校成為視障生職業能力的啟發學校。 

建議啟明學校除了能延續按摩實作課程外，由於按摩師工作需長期

施力，易造成手部肌肉受傷，建議邀請物理治療師指導學生正確施力及

簡易復健法；另可邀請傑出按摩工作者到校分享按摩小站經營策略、顧

客互動技巧，分享成功的就業經驗。 

在社團活動安排上亦可邀請相關街頭藝人到校指導社團學生，分享

街頭表演經驗、街頭表演利弊、街頭表演技巧及相關表演精進方式。 

 

參、 對藝文機構的建議 

一、 對視障協會之建議 

視障協會為協助中途視障者重返生活與職場，提供定向

行動、盲用電腦與按摩課程，亦不定期舉辦各項增能課程或

促進視障者情誼之活動，視障協會提供極大實質協助與心理

支持。 

在按摩課程方面，建議定期開設進階課程，課程內容包

含按摩技巧進階課程、按摩小站經營模式，提供已就業、已

創業者能精進調整現況；在街頭表演方面，建議接洽固定場

地、固定場地之展演地點，街頭藝人表演安排於固定時段，

以利支持者能順利到場支持，而不會撲空，並設立專屬網路

平台，透過網路平台公開街頭藝人的表演時段與表演片段，

增加街頭藝人的曝光率、提高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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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藝文協會機構之建議 

藝文協會以募款及商演方式賺取培訓課程支付講師之費

用，並未收取學員費用，協會提供視障者專業能力精進的培

訓課程，並與培訓課程結訓後，提供就業或表演機會；也會

邀請成員參與機構所成立的表演團體，從事有酬邀約演出或

是公益表演，為培訓成員增加演出經驗；然而，有酬邀約競

爭者眾多，也易受大環境因素影響演出次數。 

研究者建議藝文協會能透過多元網路平台直播方式，分

享成員的表演，不但可增加成員的表演機會，還可增加支持

者粉絲的數量，提高點閱率與曝光率。 

 

肆、 對視障街頭藝人的建議 

根據本研究街頭藝人之經驗歸納，研究者建議街頭藝人應先評估自

身能力與興趣是否足以成為街頭藝人，因隨著街頭表演制度的調整，取

得街頭表演證照者將變多，街頭競爭會逐漸變大，若缺乏能力與興趣容

易迷失在街頭競爭中。 

街頭藝人需具備職業學習力、職業角色認同與街頭藝人形象認同，

需認真看待此三項因素，需為表演有所準備，不論是服裝儀容、言行舉

止、演出內容與表演技巧等均需呈現「已準備」、「專業演出」之狀態。 

 

伍、 對社會大眾的建議 

無論是對視覺障礙者的刻板印象或是對街頭藝人的刻板印象，社會

大眾對他們的回饋影響他們街頭表演的意願；依本研究研究參與者之經

驗，視障街頭藝人能明顯感受到社會大眾對他們的憐憫、同情、與真心



 

213 

支持，他們期待的是獲得社會大眾對他們專業表現的肯定，而非投下憐

憫之賞金。 

隨著近年來身心障礙者平權觀念的倡導，社會大眾對於身心障礙的

接納已逐漸提高，但仍會他們是弱勢之心態對待他們，故在面對他們的

街頭表演時，會以憐憫之心打賞。研究者建議社會大眾能放輕鬆的停下

腳步欣賞視障街頭藝人的表演，給予他們真誠的鼓勵與掌聲，視障街頭

藝人期待的是精神上的支持、專業的認同與共鳴，勝過於金錢的打賞。 

 

陸、 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取向進行資料蒐集，藉由四位中途視覺障礙街

頭藝人職業經驗探討職業生涯發展歷程與影響因素，所得結論聚焦於此

四位中途視障街頭藝人身上，建議未來研究針對先天視覺障礙街頭藝人

之職業經驗作深入探討；另可針對影響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發展因素，

採以量化統計方式進行研究，以數據探討視障街頭藝人就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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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者省思 

 

The Road Not Taken (Robert Frost,1915)     未竟之路 

Two road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  

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And be one traveler, long I stood 

And looked down one as far as I could 

To where it  bent in the undergrowth 

金色的樹林裡有兩條岔路  

可惜我不能兩條路都走過  

我站在那分岔的地方，許久  

我遠目眺望其中一條路的盡頭  

直到路的轉角消失在樹林深處 

Then took the other, as just as fair,  

And having perhaps the better claim, 

Because it  was grassy and wanted wear; 

Though as for that,  the passing there 

Had worn them really about the same. 

然後我踏上了另一條  

這條路或許更值得我嚮往  

它荒草叢生又人跡罕至  

不過說到其冷清與荒涼  

這兩條路幾乎是一模一樣 

And both that morning equally lay 

In leaves no step had trodden black. 

Oh, I kept the first for another day! 

Yet knowing how way leads on to way, 

I doubted if I should ever come back. 

那天早晨兩條路都鋪滿落葉  

落葉上都沒有被踩踏的痕跡  

唉～我把第一條路留給未來  

我知道人世間阡陌縱橫  

可我不知是否還能重回此處 

I  shall be telling this with a sigh 

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多年、多年以後的某個時刻， 

我將寬慰地吐著氣，述說這段經歷： 

在金黃落葉滿鋪的樹林中， 

眼前兩條小徑蜿蜒，而我…… 

我踏上較少人走過的那條路， 

也展開了截然不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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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研究參與者，他們有著清新的嗓音、精湛的演奏技巧，訪談過

程中，他們侃侃而談描述著街頭表演的趣事與不為人知的辛酸，對於視

力喪失的原因，更是輕描淡寫的述說著；但他們用充滿活力的口氣告訴

我：「我要成為歌手、我要成為頂尖的創作型歌手。」 

視覺功能喪失後，重新學習、適應看不見的世界，視覺功能未喪失

前的夢想，只能擱下；在人生的路途中，他們的路途或許充滿坎坷，生

命事件迫使他們必須在每條岔路做出抉擇，放棄了穩定的公職，重拾年

少時的興趣，選擇不穩定的街頭表演工作，在街頭表演這條路上，他們

極盡所能的學習需視力才能完成的事情：學習自己梳妝、穿搭衣服、學

習創作、學習新的錄音配音技巧、學習將自己的作品分享至網路平台，

學習強大自己的能力，用他們的歌聲、用他們的正向力量，踏穩腳步拉

拔他人、回饋社會；在這條路上他們對自己的理想有更深入的瞭解，他

們的夢想已超越原設定的目標「成為街頭藝人」，逐漸往「成為全方位

的藝人」的自我實現方向邁進。 

中途視覺障礙者、街頭藝人，兩種身分交織成一個新的生命歷程，

驕陽、微光、星夜、暖陽不同的個性、不同的生命歷程，擁有相同的特

質：一種勇於踏上截然不同之路的勇氣；這條路過程不如想像中容易，

近年來隨著大環境的改變，街頭藝人的生存陷入挑戰，然而，驕陽、微

光、星夜、暖陽憑著對夢想的堅持仍不斷地向前奔跑。 

多年前，為了實現夢想，他們踏上了街頭藝人之路…… 

多年前，為了實現夢想，我踏上了學術研究之路…… 

「多年、多年以後的某個時刻，我將寬慰地吐著氣，述說這段經歷：

在金黃落葉滿鋪的樹林中，眼前兩條小徑蜿蜒，而我…我踏上乏人問津

的那條，也展開了截然不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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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口頭招募說明 

口頭招募說明 

您好： 

    我是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研究生吳佳蓉，目前在杞昭安教授指導下正在

進行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涯發展歷程之研究，本研究期望能透過研究參與者職業生

涯歷程的述說，瞭解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的歷程。 

    本研究將以三種形式進行： 

    第一部分以訪談為主，訪談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預計進行 2 至 3 次的訪談，

每次訪談時間約 60 到 90 分鐘。訪談地點以您的選擇與方便為優先考量，為了完整

記錄訪談內容，訪談過程中研究者會筆記訪談內容並全程錄音。 

    第二部分進行現場觀察，預計進行 2 至 3 次，觀察時間與地點配合您的街頭表

演，研究者不進入您的表演場域，僅在旁錄影與觀察記錄。   

    第三部分請您提供的您作品、照片等相關資料，您所提供的資料，僅供作為本研

究資料分析，不會移作他用或公開播放，所有資料會整理成逐字稿，論文中我會保護

您的基本資料、工作與表演場所，並會以匿名的方式呈現；完成後會將逐字稿交由您

檢核。 

    研究參與過程中，您若不願意繼續參與，可以選擇終止參與本研究，研究者會尊

重您的意願。您的分享將有助於其他視覺障礙街頭藝人、教育單位及社會大眾瞭解視

覺障礙街頭藝人的職業歷程。 

感謝您辛苦工作之餘參加本研究，每次的訪談或現場觀察將提供您 500 元的現

金津貼；意即依據本研究計畫預計進行 2~3 次訪談與 2~3 次現場觀察，每次均提供

500元的現金津貼，總計約 2000~3000元；重要關係人預計進行 1次訪談，提供 500

元的現金津貼。若中途退出，則依實際參與情況，給予當次現金津貼，以研究參與者

最大利益為前提，誠摯的邀請您參與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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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 

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 

計畫名稱：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涯發展歷程之探究 

研究機構名稱：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經費來源：本案無經費挹注，由研究者自籌執行 

計畫主持人：杞昭安	 	 	 	 	 	     職稱：教授	        

共(協)同主持人：吳佳蓉	 	          職稱：博士生	        

※研究計畫聯絡人：吳佳蓉	 	 	 	 	  電話：09XXXXXXXX 

1. 研究背景與目的： 

本研究目的欲探討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業生涯發展歷程，探討

您在重度視覺障礙後選擇以街頭表演為謀生職業的原因、並瞭解影響您

選擇此職業的因素及街頭表演時所遇到的困難與挑戰。 

2. 研究方法及程序： 

本研究將以三種形式進行： 

第一部分以訪談為主，訪談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預計進行 2 至 3

次的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約 60到 90分鐘。訪談地點以您的選擇與方便

為優先考量。為了完整記錄訪談內容，訪談過程中研究者會筆記訪談內

容並全程錄音。 

第二部分進行現場觀察，預計進行 2至 3次，觀察時間與地點配合

您的街頭表演，研究者不進入您的表演場域，僅在旁錄影與觀察記錄。  

第三部分請您提供的您作品、照片等相關資料。以上您所提供的資

料，僅供作為本研究資料分析，不會移作他用或公開播放，所有資料會

整理成逐字稿，論文中我會保護您的基本資料、工作與表演場所，並會

以匿名的方式呈現；完成後會將逐字稿交由您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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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能產生之副作用、危險及處理方法： 

本研究欲探討您職業生涯發展歷程，研究過程中主要會以訪談方式

進行，本研究的風險很小，在過去經驗中，其副作用的發生率均不到百

分之一。在研究中所討論的某些問題若使您感到不適或困擾，您隨時可

以拒絕回答任何問題或隨時退出討論。 

4. 研究預期效果與對研究參與者的益處或報償： 

感謝您辛苦工作之餘參加本研究，每次的訪談或現場觀察將提供您

500元的現金津貼；依據本研究計畫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預計進行 2~3

次訪談與 2~3 次現場觀察，每次均提供 500 元的現金津貼，總計約

2000~3000元；重要關係人預計進行 1次訪談，提供 500元的現金津貼。

若中途退出，則依實際參與情況，給予當次現金津貼，以研究參與者最

大利益為前提。 

 

5. 參與研究的篩選條件，及研究進行中的禁忌或限制活動： 

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須符合 25至 50歲中途視覺障礙、且取得地方

政府核給街頭藝人表演證照者，表演經歷須達五年以上者。研究進行中

無任何禁忌或限制活動，研究進行以您方便、安全為優先考量。 

 

6. 研究材料保存期限、運用規劃及機密性： 

(1).  研究資料使用地點：僅於國內使用。 

(2).  研究資料性質、保存人員、保存地點、保護方式： 

A. 資料性質為：□紙本資料 ■電子檔案 

B. 保存人員為：■計畫主持人 ■其他：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 

C. 保存地點為：□計畫主持人研究室櫃子 ■計畫主持人研究電

腦 □其他：_________ 

D. 保護方式為：□僅計畫主持人有研究室鑰匙可取得資料 

               ■僅計畫主持人有電腦密碼可取得資料  □其

他：_________________ 

(3).  保存期限：本研究將保存您的資料至通過研究倫理結案審查後
三年銷燬， 

         直至（西元 2024 年/7 月/30 日）為止。屆期將□以碎

紙機銷燬紙本資料、■刪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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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資料電子檔案、（□其他：    方式處理您的資

料）。 

(4).  機密性：研究計畫主持人將依法把任何可辨識您身分之記錄與您
個人隱私之資料視同機密處理。將來發表研究結果時，您的身份

將被充分保密。凡簽署了知情同意書，即表示您同意各項原始記

錄可直接受監測者、稽核者、研究倫理委員會及主管機關檢閱，以

確保研究過程與數據，符合相關法律和各種規範要求；上述人員

承諾維繫您身分之機密性。 

 

7. 研究之退出與中止： 

您可決定是否參加本研究，研究過程中您可隨時撤銷同意，退出研

究，不須任何理由，且不會引起任何不愉快或影響您的權益。若您決定

撤回同意，可與計畫主持人或聯絡人聯繫，以利協助您退出研究。您也

已充份了解計畫主持人、經費來源單位，或研究計畫監督單位亦可能於

必要時中止本研究進行。 

若中途退出研究，研究團隊對您的資料將： 

■銷毀不再作為分析。 

□仍納入研究分析使用。 

 

8. 損害補償或保險： 

若您因參與本計畫而發生不良反應，本計畫願意提供專業心理諮詢

與醫療服務。本研究依計畫執行，若因參與本研究而發生不良事件或損

害，將由共同主持人吳佳蓉以負擔醫藥費方式作為補償。除前述之補償

原因與方式外，本研究不提供其他形式之補償。研究並未安排保險。但

您簽署本知情同意書後，在法律上的權利不會因此受影響。 

 

9. 參與者權利： 

(1) 研究計畫主持人或研究人員已經妥善地向您說明了研究內容與相
關資訊，並告知可能影響您參與研究意願的所有資訊。 

(2) 若您有任何疑問，可向研究人員詢問，研究人員將據實回答。 

(3) 研究計畫主持人已將您簽署之一式兩份同意書其中一份交給您留
存。 



 

237 

(4) 若您有任何研究相關的疑問要與計畫主持人或研究團隊聯繫，請
與我們聯繫： 

※研究計畫主持人：杞昭安教授 

            聯絡人：吳佳蓉   

                           電話：吳佳蓉 09XXXXXXXX 

                            Email:    

申訴電話：如果您因參與本研究而感到權益受損或受到傷害，可向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申訴（電話：(02)7749-1903或 

電子郵件信箱：ntnurec@gmail.com）。 

 

10. 聲明及簽名： 

研究者聲明 

1. 此份知情同意書，應由臺師大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核可，且有
核可證明可供查閱。 

2. 計畫主持人、研究團隊中的成員（已獲計畫主持人授權者），應
向參與者解釋研究內容，包括研究目的、方法、參加研究可能

遭遇的風險和效益等知情同意書中列出的各項說明。並妥善答

覆參與者提出之所有疑問。 

 

解釋同意書之研究人員簽名	 	 	 	 	  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計畫主持人簽名	 	 	 	 	  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參與者聲明 

我已了解以上的資訊且同意參與此項研究計畫。 

 參與者簽名	 	 	 	 	  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法定代理人簽名	 	 	 	 	  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簽署時，務必加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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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意權人之簽署 

若參與者非為有意思能力之成年人（即無意識或精神錯亂，無法自

行瞭解知情同意內容並給予同意者），且無法定代理人者，應由有同意

權人簽署，其順序依《人體研究法》規範，為(1)配偶(2)成年子女(3)父母

(4)兄弟姊妹(5)祖父母。 

有同意權人之簽名	 	 	 	 	  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與參與者之關係：	 	 	 	 	 身份證字號：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簽署時，務必加記日期) 

 

口頭同意之見證 

見證人簽名	 	 	 	 	  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見證人身份：	 	 	 	 	 身份證字號：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簽署時，務必加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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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訪談大綱初稿【專家效度】 

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涯發展歷程  

訪談大綱初稿【專家效度】 

敬愛的學者專家，您好： 

    非常感謝您願在百忙之中抽空逐題審查並惠賜卓見。這份訪談大綱茲

為建立「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涯發展歷程」之專家效度，此訪談大綱

依訪談對象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訪談對象為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第

二部分訪談對象為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之重要關係人。 

    訪談大綱包括五向度：基本資料、擔任街頭藝人之前的職涯狀況、擔

任街頭藝人的職涯現況、街頭表演的適應與挑戰、規劃與展望。 

    請您就每一小題，對該向度適用之程度別，在□中打✓。如有修正意
見，亦請您不吝指教書寫於該題項下，以作為本研究修正之參考。 

謹此敬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指導教授：杞昭安 博士 

研究生：吳佳蓉 敬上  

中華民國一○九年十一月 

壹、 訪談對象：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 

一、 基本資料 

1. 請問您的姓名？年齡？ □保留 
□刪除 
□修改：                           

（續下頁） 



 

240 

2. 請問您是在幾歲的時候視力損
傷呢？ 

□保留 
□刪除 
□修改：                           

3. 請談談您目前的視力狀況？視
覺障礙至今大約幾年了？ 

□保留 
□刪除 
□修改：                                                                   

4. 您的視覺障礙的成因是什麼
呢？ 

□保留 
□刪除 
□修改：                                                                   

5. 視力喪失後，您的心情、生活是
否有受到影響？ 

□保留 
□刪除 
□修改：                                                                   

6. 您在這段期間的狀況是如何？
您是如何適應這樣的轉變？ 

□保留 
□刪除 
□修改：                                                                  

二、 擔任街頭藝人之前的職涯狀況 

1. 在進入職場之前，您有接受職業
訓練嗎？是哪個訓練機構？訓

練性質和內容是什麼呢？訓練

期有多久？ 

□保留 
□刪除 
□修改：                                                                   

2. 在正式成為街頭藝人之前，您的
職業是什麼呢？ 

□保留 
□刪除 
□修改：                                                                   

3. 選擇這份工作的原因是什麼
呢？ 

□保留 
□刪除 
□修改：                                                                   

4. 您的家人或朋友，對您這份工作
（成為街頭藝人之前的職業）看

法如何？ 

□保留 
□刪除 
□修改：                                                                   

5. 是什麼原因讓您更換工作呢？ □保留 
□刪除 
□修改：                                                                   

三、 擔任街頭藝人的職涯現況 

1. 您從幾歲時開始在街頭表演？
到目前為止大約幾年了？ 

□保留 
□刪除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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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2. 您的表演內容是什麼？你為什
麼會選擇這項表演？ 

□保留 
□刪除 
□修改：                                                                   

3. 這項表演您有接受職業訓練
嗎？是哪個訓練機構？訓練性

質和內容是什麼呢？訓練期有

多久？ 

□保留 
□刪除 
□修改：                                                                   

4. 是什麼原因讓您想要成為街頭
藝人呢？ 

□保留 
□刪除 
□修改：                                                                   

5. 您是以兼職或是全職的方式從
事街頭表演活動呢？您以兼職

或全職的方式從事街頭表演的

考量是什麼呢？ 

□保留 
□刪除 
□修改：                                                                  

6. 在為了成為正式的街頭藝人之
前，您有做什麼準備嗎？ 

□保留 
□刪除 
□修改：                                                                   

7. 您已經取得哪些縣市街頭藝人
表演許可的資格審核呢？報考

這些縣市的原因是什麼呢？ 

□保留 
□刪除 
□修改：                                              

8. 您在報考街頭藝人表演許可證
時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保留 
□刪除 
□修改：                                               

9. 能否請您分享您取得許可證的
過程？ 

□保留 
□刪除 
□修改：                                               

10. 您都在那些場域演出呢(碼頭、
老街、地下街……)？為什麼要
選擇這些地方？請問您有固定

的表演時間和地點嗎？ 

□保留 
□刪除 
□修改：                                               

四、 街頭表演的適應與挑戰 

1. 從過去到現在的表演經驗中，有
遇到什麼困難嗎？如何排解這

些困難？ 

□保留 
□刪除 
□修改：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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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街頭表演除了表演者、表演內容
跟觀眾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元素

就是「打賞箱」，請問您對觀眾

「打賞」的看法為何？ 

□保留 
□刪除 
□修改：                                               

3. 您期待從觀眾的那裡獲得什麼
回饋呢？ 

□保留 
□刪除 
□修改：                                               

4. 從過去到現在的表演經驗中，有
令您難忘的事情嗎？ 

□保留 
□刪除 
□修改：                                              

5. 您覺得會因為您是視覺障礙者，
在表演時觀眾會給您較好或較

差的待遇嗎？請您舉例說明。 

□保留 
□刪除 
□修改：                                              

6. 您覺得會因為您是視覺障礙者，
周遭的店家、街頭藝人或是地方

管理員會給您較多的協助嗎？

請您舉例說明。 

□保留 
□刪除 
□修改：                                               

7. 在您街頭表演的過程中，誰是您
的重要關鍵人物？他對您的職

涯發展過程中有什麼幫助呢？ 

□保留 
□刪除 
□修改：                                               

五、 規劃與展望 

1. 您喜歡目前街頭表演的工作、街
頭藝人的身分嗎？ 

□保留 
□刪除 
□修改：                                               

2. 您最喜歡哪一位歌手呢？您有
特別喜歡表演的歌曲嗎？為什

麼喜歡呢？ 

□保留 
□刪除 
□修改：                                              

3. 您對未來有什麼規劃或期望
呢？ 

□保留 
□刪除 
□修改：                                              

4. 對於未來有意從事街頭表演的
視障朋友或目前有類似經驗的

視覺障礙朋友，您會給予他們什

麼建議或鼓勵的話呢？ 

□保留 
□刪除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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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您對您的支持者，有什麼想法或
是有什麼會想跟他們說呢？ 

□保留 
□刪除 
□修改：                                               

6. 您對於政府、教育單位或社會福
利單位，您有什麼想法和建議

呢？ 

□保留 
□刪除 
□修改：                                               

 

 

 

貳、 訪談對象：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之重要關係人 

一、 基本資料 

1. 請問您的姓名？年齡？ □保留 
□刪除 
□修改：                                               

2. 請問您與 OOO這位街頭藝人的
關係是？ 

□保留 
□刪除 
□修改：                                               

3. 您大約什麼時候認識 OOO的？ □保留 
□刪除 
□修改：                                               

二、 擔任街頭藝人之前的職涯狀況 

1. 您知道 OOO的每一份工作性質
嗎？ 

□保留 
□刪除 
□修改：                                               

2. 您知道 OOO選擇每一份工作的
原因、考慮的因素嗎？ 

□保留 
□刪除 
□修改：                                              

3. 您知道 OOO 更換工作的原因
嗎？ 

□保留 
□刪除 
□修改：                                                                      

4. 您對 OOO更換工作的想法是什
麼呢？ 

□保留 
□刪除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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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擔任街頭藝人的職涯現況 

1. 您知道是什麼原因讓 OOO 選
擇以街頭表演為職業？ 

□保留 
□刪除 
□修改：                                             

2. 您支持 OOO 以街頭表演為職
業嗎？ 

□保留 
□刪除 
□修改：                                             

3. OOO 街頭表演時您會參與

嗎？ 
□保留 
□刪除 
□修改：                                             

4. 您對 OOO 街頭表演有什麼想
法嗎？ 

□保留 
□刪除 
□修改：                                             

四、 街頭表演的適應與挑戰 

1. OOO 會跟您分享在街頭表演
時遇到什麼困難嗎？ 

□保留 
□刪除 
□修改：                                             

2. OOO 遇到問題時會尋求您的
幫助嗎？假若有，您怎麼協助

他解決問題呢？ 

□保留 
□刪除 
□修改：                                             

3. 在 OOO 街藝表演中，您認為 
OOO 遇到最大的困難/問題是
什麼？ 

□保留 
□刪除 
□修改：                                             

4. 街藝表演中，您曾擔心 OOO受
歧視或無法適應嗎？ 

□保留 
□刪除 
□修改：                                             

5. 在 OOO街藝表演中，有令您難
忘的事情嗎？ 

□保留 
□刪除 
□修改：                                             

五、 規劃與展望 

1. 您喜歡 OOO 目前街頭表演的
工作、街頭藝人的身分嗎？ 

□保留 
□刪除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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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對 OOO 未來有什麼規劃或
期望呢？ 

□保留 
□刪除 
□修改：                                               

3. 關於視覺障礙者街頭表演，您
會給予其他有類似情況的視障

朋友跟他的重要關係人什麼建

議或鼓勵的話呢？ 

□保留 
□刪除 
□修改：                                               

4. 關於視覺障礙者街頭表演，您
會給予政府、教育單位或社會

福利單位什麼建議呢？ 

□保留 
□刪除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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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專家效度審查意見整理 

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涯發展歷程 訪談大綱 

【專家效度審查意見整理】 

    此部分專家效度審查意見整理，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專家學

者逐題審查意見統整表；第二部分為專家學者逐題審查之建議與研究者

訪談大綱修改結果。 

 

Ø 第一部分 

壹、 訪談對象：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 

一、基本資料 吳純慧 李文煥 黃靜玲 朱萬花 張晏晟 

1. 請問您的姓名？年齡？ 

保留 	  V 	  V V 

刪除 	  	  	  	  	  

修改 V 	  V 	  	  

2. 請問您是在幾歲的時候
視力損傷呢？ 

保留 	  	  V V V 

刪除 	  	  	  	  	  

修改 V V 	  	  	  

3. 請談談您目前的視力狀
況？視覺障礙至今大約

幾年了？ 

保留 	  V V V V 

刪除 	  	  	  	  	  

修改 V 	  	  	  	  

4. 您的視覺障礙的成因是
什麼呢？ 

保留 V V V V V 

刪除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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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視力喪失後，您的心情、
生活是否有受到影響？ 

保留 	  V V V V 

刪除 	  	  	  	  	  

修改 V 	  	  	  	  

6. 您在這段期間的狀況是
如何？您是如何適應這

樣的轉變？ 

保留 	  V V V V 

刪除 	  	  	  	  	  

修改 V 	  	  	  	  

二、擔任街頭藝人之前的職涯狀況 吳純慧 李文煥 黃靜玲 朱萬花 張晏晟 

1. 在進入職場之前，您有接
受職業訓練嗎？是哪個

訓練機構？訓練性質和

內容是什麼呢？訓練期

有多久？ 

保留 	  	  V 	  V 

刪除 	  	  	  	  	  

修改 V V 	  V 	  

2. 在正式成為街頭藝人之
前，您的職業是什麼呢？ 

保留 V 	  V 	  V 

刪除 	  	  	  	  	  

修改 	  V 	  V 	  

3. 選擇這份工作的原因是
什麼呢？ 

保留 	  	  V 	  V 

刪除 	  	  	  	  	  

修改 V V 	  V 	  

4. 您的家人或朋友，對您這
份工作（成為街頭藝人之

前的職業）看法如何？ 

保留 	  	  V V V 

刪除 	  	  	  	  	  

修改 V V 	  	  	  

5. 是什麼原因讓您更換工
作呢？ 

保留 	  	  V V V 

刪除 	  	  	  	  	  

修改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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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擔任街頭藝人的職涯現況 吳純慧 李文煥 黃靜玲 朱萬花 張晏晟 

1. 您從幾歲時開始在街頭
表演？到目前為止大約

幾年了？ 

保留 V V V V V 

刪除 	  	  	  	  	  

修改 	  	  	  	  	  

2. 您的表演內容是什麼？
你為什麼會選擇這項表

演？ 

保留 V V V V V 

刪除 	  	  	  	  	  

修改 	  	  	  	  	  

3. 這項表演您有接受職業
訓練嗎？是哪個訓練機

構？訓練性質和內容是

什麼呢？訓練期有多

久？  

保留 V 	  V V V 

刪除 	  	  	  	  	  

修改 	  V 	  	  	  

4. 是什麼原因讓您想要成
為街頭藝人呢？ 

保留 V V V 	  V 

刪除 	  	  	  	  	  

修改 	  	  	  V 	  

5. 您是以兼職或是全職的
方式從事街頭表演活動

呢？您以兼職或全職的

方式從事街頭表演的考

量是什麼呢？  

保留 V V V V V 

刪除 	  	  	  	  	  

修改 	  	  	  	  	  

6. 在為了成為正式的街頭
藝人之前，您有做什麼準

備嗎？ 

保留 V 	  V V V 

刪除 	  	  	  	  	  

修改 	  V 	  	  	  

7. 您已經取得哪些縣市街
頭藝人表演許可的資格

審核呢？報考這些縣市

的原因是什麼呢？ 
 

保留 V V V V V 

刪除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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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您在報考街頭藝人表演
許可證時有遇到什麼困

難嗎？ 

保留 V V V V V 

刪除 	  	  	  	  	  

修改 	  	  	  	  	  

9. 能否請您分享您取得許
可證的過程？ 

保留 V 	  V V V 

刪除 	  	  	  	  	  

修改 	  V 	  	  	  

10. 您都在那些場域演出呢
(碼頭、老街、地下
街……)？為什麼要選擇
這些地方？請問您有固

定的表演時間和地點

嗎？ 

保留 V V V V V 

刪除 	  	  	  	  	  

修改 	  	  	  	  	  

四、街頭表演的適應與挑戰 吳純慧 李文煥 黃靜玲 朱萬花 張晏晟 

1. 從過去到現在的表演經
驗中，有遇到什麼困難

嗎？如何排解這些困

難？ 

保留 V V V V V 

刪除 	  	  	  	  	  

修改 	  	  	  	  	  

2. 街頭表演除了表演者、表
演內容跟觀眾之外，還有

一個重要元素就是「打賞

箱」，請問您對觀眾「打

賞」的看法為何？ 

保留 V V V V V 

刪除 	  	  	  	  	  

修改 	  	  	  	  	  

3. 您期待從觀眾的那裡獲
得什麼回饋呢？ 

保留 V V V V V 

刪除 	  	  	  	  	  

修改 	  	  	  	  	  

4. 從過去到現在的表演經
驗中，有令您難忘的事情

嗎？ 

保留 V V V V V 

刪除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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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您覺得會因為您是視覺
障礙者，在表演時觀眾會

給您較好或較差的待遇

嗎？請您舉例說明。 

保留 V V V V V 

刪除 	  	  	  	  	  

修改 	  	  	  	  	  

6. 您覺得會因為您是視覺
障礙者，周遭的店家、街

頭藝人或是地方管理員

會給您較多的協助嗎？

請您舉例說明。 

保留 V V V V V 

刪除 	  	  	  	  	  

修改 	  	  	  	  	  

7. 在您街頭表演的過程中，
誰是您的重要關鍵人

物？他對您的職涯發展

過程中有什麼幫助呢？ 

保留 V V V V V 

刪除 	  	  	  	  	  

修改 	  	  	  	  	  

五、規劃與展望  吳純慧 李文煥 黃靜玲 朱萬花 張晏晟 

1. 您喜歡目前街頭表演的
工作、街頭藝人的身分

嗎？ 

保留 V V V V V 

刪除 	  	  	  	  	  

修改 	  	  	  	  	  

2. 您最喜歡哪一位歌手
呢？您有特別喜歡表演

的歌曲嗎？為什麼喜歡

呢？ 

保留 	  	  V 	  V 

刪除 V 	  	  	  	  

修改 	  V 	  V 	  

3. 您對未來有什麼規劃或
期望呢？ 

保留 V 	  V V V 

刪除 	  	  	  	  	  

修改 	  V 	  	  	  

4. 對於未來有意從事街頭
表演的視障朋友或目前

有類似經驗的視覺障礙

朋友，您會給予他們什麼

建議或鼓勵的話呢？ 
 

保留 V V V V V 

刪除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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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您對您的支持者，有什麼
想法或是有什麼會想跟

他們說呢？ 

保留 	  V V V V 

刪除 	  	  	  	  	  

修改 V 	  	  	  	  

6. 您對於政府、教育單位或
社會福利單位，您有什麼

想法和建議呢？ 

保留 	  	  V V V 

刪除 	  	  	  	  	  

修改 V V 	  	  	  

 

貳、 訪談對象：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之重要關係人 

一、基本資料  吳純慧 李文煥 黃靜玲 朱萬花 張晏晟 

1. 請問您的姓名？年齡？ 

保留    V V 

刪除 	  	  	  	  	  

修改 V V V 	  	  

2. 請問您與 OOO這位街
頭藝人的關係是？ 

保留 V V V V V 

刪除 	  	  	  	  	  

修改 	  	  	  	  	  

3. 您大約什麼時候認識
OOO的？ 

保留 V V V V V 

刪除 	  	  	  	  	  

修改 	  	  	  	  	  

二、擔任街頭藝人之前的職涯狀況 吳純慧 李文煥 黃靜玲 朱萬花 張晏晟 

1. 您知道 OOO的每一份
工作性質嗎？ 

保留 V 	  V V V 

刪除 	  V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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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知道 OOO選擇每一
份工作的原因、考慮的

因素嗎？ 

保留 V  V V V 

刪除 	  	  	  	  	  

修改 	  V 	  	  	  

3. 您知道 OOO更換工作
的原因嗎？ 

保留 V V V V V 

刪除 	  	  	  	  	  

修改 	  	  	  	  	  

4. 您對 OOO更換工作的
想法是什麼呢？ 

保留 V V V V V 

刪除 	  	  	  	  	  

修改 	  	  	  	  	  

三、擔任街頭藝人的職涯現況 吳純慧 李文煥 黃靜玲 朱萬花 張晏晟 

1. 您知道是什麼原因讓
OOO選擇以街頭表演為
職業？ 

保留 V V V V V 

刪除 	  	  	  	  	  

修改 	  	  	  	  	  

2. 您支持 OOO以街頭表
演為職業嗎？ 

保留 V V V V V 

刪除 	  	  	  	  	  

修改 	  	  	  	  	  

3. OOO街頭表演時您會參
與嗎？ 

保留  	  V V V 

刪除 V 	  	  	  	  

修改 	  V 	  	  	  

4. 您對 OOO街頭表演有
什麼想法嗎？ 

保留 V 	  V V V 

刪除 	  	  	  	  	  

修改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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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街頭表演的適應與挑戰  吳純慧 李文煥 黃靜玲 朱萬花 張晏晟 

1. OOO會跟您分享在街頭
表演時遇到什麼困難

嗎？ 

保留 V V V V V 

刪除 	  	  	  	  	  

修改 	  	  	  	  	  

2. OOO遇到問題時會尋求
您的幫助嗎？假若有，

您怎麼協助他解決問題

呢？  

保留 V V V V V 

刪除 	  	  	  	  	  

修改 	  	  	  	  	  

3. 在 OOO街藝表演中，
您認為 OOO 遇到最大
的困難/問題是什麼？  

保留 V V V V V 

刪除 	  	  	  	  	  

修改 	  	  	  	  	  

4. 街藝表演中，您曾擔心
OOO受歧視或無法適應
嗎？ 

保留 V V V V V 

刪除 	  	  	  	  	  

修改 	  	  	  	  	  

5. 在 OOO街藝表演中，
有令您難忘的事情嗎？ 

保留 V V V V V 

刪除 	  	  	  	  	  

修改 	  	  	  	  	  

 
五、規劃與展望 

 吳純慧 李文煥 黃靜玲 朱萬花 張晏晟 

1. 您喜歡 OOO目前街頭
表演的工作、街頭藝人

的身分嗎？ 

保留 V V V V V 

刪除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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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對 OOO未來有什麼
規劃或期望呢？ 

保留  V V V V 

刪除 	  	  	  	  	  

修改 V 	  	  	  	  

3. 關於視覺障礙者街頭表
演，您會給予其他有類

似情況的視障朋友跟他

的重要關係人什麼建議

或鼓勵的話呢？  

保留 V V V V V 

刪除 	  	  	  	  	  

修改 	  	  	  	  	  

4. 關於視覺障礙者街頭表
演，您會給予政府、教

育單位或社會福利單位

什麼建議呢？  

保留 V  V V V 

刪除 	  	  	  	  	  

修改 	  V 	  	  	  

 
 

Ø 第二部分 

壹、 訪談對象：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 

項目

題號 
原題目 建議者 建議 修改後題目 

一 
1 

請問您的姓

名？年齡？ 
吳純慧 
助理教授 

【修改】年齡部份常有

實歲與虛歲認知上之落

差，建議可以加問出生

年次以因應需要時可統

一換算。 

請 問 您 的 姓

名 ？ 出 生 年

次？ 
 

黃靜玲 
定向行動

師 

【修改】建議增加性別。 

一 
2 

請問您是在

幾歲的時候

吳純慧 
助理教授 

【修改】有許多視障者

的視力為漸進式的退

化，建議可修改為「請問

請問您是在幾

歲的時候視力

損傷或開始退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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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力 損 傷

呢？ 
您是在幾歲的時候視力

損傷或開始退化呢？�」 
化呢？幾歲成

為 視 覺 障 礙

者？ 
 

李文煥 
視巡老師 

【修改】請問您是在幾

歲的時候視力惡化，又

在什麼時候成為視覺障

礙者的？ 
一 
3 

請談談您目

前的視力狀

況？視覺障

礙至今大約

幾年了？ 

吳純慧 
助理教授 

【修改】建議可加問身

心障礙證明的程度；可

加問領取身心障礙證明

至今大約幾年了。 

您目前的視力

狀況？身心障

礙證明視障的

程度？領取身

心障礙證明至

今大約幾年？ 
一 
5 

視 力 喪 失

後，您的心

情、生活是

否有受到影

響？ 

吳純慧 
助理教授 

【修改】建議可以修改

為： 
1.視力喪失後，您的心
情受到影響最大的部份

為何？ 
2.視力喪失後，您的生
活受到影響最大的部份

為何？ 

視力喪失後，您

的心情或生活

是否受到影響，

影響最大的部

份為何？ 

一 
6 

您在這段期

間的狀況是

如何？您是

如何適應這

樣的轉變？ 

吳純慧 
助理教授 

【修改】「您在這段期間

的狀況是如何？」這一

問題的範圍太大。(是家
庭互動、經濟狀況、生活

作息、心情起伏、還是人

際關係等等？)，建議聚
焦後再詢問。 

您在這段期間

經濟狀況是如

何？您是如何

度過這樣的轉

變？ 
 

二 
1 

在進入職場

之前，您有

接受職業訓

練嗎？是哪

個 訓 練 機

構？訓練性

質和內容是

什麼呢？訓

吳純慧 
助理教授 

【修改】有可能是明眼

時期的工作，也有可能

是視障後擔任街頭藝人

之前的工作，這裡指的

職場為何意義不明。 

題號修改為第

二主題的第 3
題。 
您有接受過職

業訓練嗎？是

哪 個 訓 練 機

構？訓練性質

和內容是什麼

李文煥 
視巡老師 

【修改】在從事街頭藝

人工作之前，您有接受

過職業訓練嗎？是哪個

訓練機構？訓練性質和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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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 期 有 多

久？ 
內容是什麼呢？訓練期

有多久？ 
呢？訓練期有

多久？  
朱萬花 
秘書長 

【修改】往下移到第二

主題的第 3題。 
二 
2 

在正式成為

街頭藝人之

前，你的職

業 是 什 麼

呢？ 

李文煥 
視巡老師 

【修改】在開始從事街

頭藝人工作之前，您的

職業是什麼呢？ 

題號修改為第

二主題的第 1
題。 
在開始從事街

頭藝人工作之

前，您的職業是

什麼呢？ 

朱萬花 
秘書長 

【修改】往上移到第二

主題的第 1題。 

二 
3 

選擇這份工

作的原因是

什麼呢？ 

吳純慧 
助理教授 

【修改】選擇那份(那些)
工作的原因是什麼呢？ 

題號修改為第

二主題的第 2
題。 
選擇那些工作

的動機及原因

是什麼呢？ 

李文煥 
視巡老師 

【修改】請問您選擇從

事街頭藝人工作的動機

及原因是什麼呢？ 
朱萬花 
秘書長 

【修改】往上移到第二

主題的第 2題。 
二 
4 
 

您的家人或

朋友，對您

這 份 工 作

（成為街頭

藝人之前的

職業）看法

如何？ 

吳純慧 
助理教授 

【修改】您的家人或朋

友，對您那份(那些)工作
（成為街頭藝人之前的

職業）看法如何？ 

您的家人或朋

友，對您那成為

街頭藝人之前

的職業看法與

態度如何？ 李文煥 
視巡老師 

【修改】您的家人或朋

友，對你從事街頭藝人

工作的看法和態度如

何？對於你之前的工作

的看法又是如何？ 
二 
5 
 

是什麼原因

讓您更換工

作呢？ 

吳純慧 
助理教授 

【修改】是什麼原因讓

您更換工作改為擔任街

頭藝人呢？ 

是什麼原因讓

您更換工作成

為 街 頭 藝 人

呢？ 李文煥 
視巡老師 

【修改】是什麼原因讓

您選擇更換工作，而不

是重建後重返職場？ 
三 
3 

這項表演您

有接受職業

訓練嗎？是

哪個訓練機

李文煥 
視巡老師 

【修改】你目前街頭藝

人表演時的項目，是否

有經過職訓單位的培

訓？ (請詳述培訓的狀

你目前街頭藝

人表演的項目，

是否有經過職

訓 單 位 的 培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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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訓練性

質和內容是

什麼呢？訓

練 期 有 多

久？ 

況 ) 若無經過職業訓
練，請問您是如何學會

這項表演項目的？ 

訓？(請詳述培
訓的狀況)  
若無職業訓練，

請問您是如何

學會這項表演

項目的？ 
三 
4 

是什麼原因

讓您想要成

為街頭藝人

呢？ 

朱萬花 
秘書長 

【修改】成為街頭藝人

的動機動機或是原因。 
請問您選擇從

事街頭藝人工

作的動機及原

因是什麼呢？ 
三 
6 

在為了成為

正式的街頭

藝人之前，

您有做什麼

準備嗎？ 

李文煥 
視巡老師 

【修改】在正式成為街

頭藝人之前，您有做什

麼準備嗎？ 

在正式成為街

頭藝人之前，您

有做什麼準備

嗎？ 

三 
9 

能否請您分

享您取得許

可 證 的 過

程？ 

李文煥 
視巡老師 

【修改】請您分享取得

許可證的過中，最困難

以及最容易的例子，亦

或是印象最深刻的例

子？ 

請您分享取得

許可證的過程

中，最困難以及

最容易的例子，

或是印象最深

刻的例子？ 
五 
2 
 

您最喜歡哪

一 位 歌 手

呢？您有特

別喜歡表演

的歌曲嗎？

為什麼喜歡

呢？ 

吳純慧 
助理教授 

【刪除】這項題問與研

究主軸看似沒有明確關

連。 

你有特別喜歡

表演的主題(演
出項目)嗎？為
什麼喜歡？ 李文煥 

視巡老師 
【修改】街頭藝人工作

不一定是唱歌，你再思

考一下怎麼呈述。 
朱萬花 
秘書長 

【修改】最常表演的歌

曲。 
五 
5 
 

您對您的支

持者，有什

麼想法或是

有什麼會想

跟 他 們 說

呢？ 

吳純慧 
助理教授 

【修改】這裡的支持者

是指家人、朋友、還是客

人? 

您對您的支持

者(觀眾們)，有
什麼想法或是

有什麼會想跟

他們說呢？ 

五 
6 

您 對 於 政

府、教育單

吳純慧 
助理教授 

【修改】以街頭藝人的

觀點，您對於政府、教育

以街頭藝人的

觀點，您對政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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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或社會福

利單位，您

有什麼想法

和建議呢？ 

單位或社會福利單位，

您有什麼想法和建議

呢？ 

府、教育單位、

社會福利單位、

職訓單位，還有

提供表演場地

的業主，您有什

麼想法和建議

呢？ 

李文煥 
視巡老師 

【修改】是否考慮加上

職訓單位，還有提供表

演場地的業主。 

 

貳、 訪談對象：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之重要關係人 

項目

題號 
原題目 建議者 建議 修改後題目 

一 
1 

請問您的姓

名？年齡？ 
吳純慧 
助理教授 

【修改】年齡部份常有

實歲與虛歲認知上之落

差，建議可以加問出生

年次以因應需要時可統

一換算。 

請 問 您 的 姓

名 ？ 出 生 年

次？ 

李文煥 
視巡老師 

【修改】姓名似乎不重

要。 
黃靜玲 
定向行動

師 

【修改】建議增加性別。 

二 
1 

您知道○○○
的每一份工

作性質嗎？ 

李文煥 
視巡老師 

【刪除】 【保留】四位審

查委員建議保

留。 
二 
2 

您知道○○○
選擇每一份

工 作 的 原

因、考慮的

因素嗎？ 

李文煥 
視巡老師 

【修改】您知道○○○在
從事街頭藝人之前選擇

工作時的原因、考慮的

因素嗎？ 

您知道 ○○○在
從事街頭藝人

之前，選擇工作

的原因、考慮的

因素嗎？ 
三 
3 

○○○街頭表
演時您會參

與嗎？ 

吳純慧 
助理教授 

【刪除】若有時會有時

不會豈不難以分析?本
題與研究主軸似乎有所

落差。 

【保留】三位審

查委員建議保

留。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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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煥 
視巡老師 

【修改】你會參與○○

○在街頭表演時的演出

嗎？ 
三 
4 

您對○○○街
頭表演有什

麼想法嗎 

李文煥 
視巡老師 

【刪除】若要保留建議

可以放在下個區段。 
【保留】四位審

查委員建議保

留。 
五 
2 

您對○○○未
來有什麼規

劃 或 期 望

呢？ 

吳純慧 
助理教授 

請確認是以下的哪一

個? 
1.您對OOO未來從事街
頭表演工作有什麼規劃

或期望呢？   
2.您對OOO未來從事的
工作有什麼規劃或期望

呢？   

您對○○○未

來從事街頭表

演工作有什麼

規 劃 或 期 望

呢？  

五 
4 

關於視覺障

礙者街頭表

演，您會給

予政府、教

育單位或社

會福利單位

什 麼 建 議

呢？ 

李文煥 
視巡老師 

【修改】關於視覺障礙

者從事街頭藝人表演工

作，您對政府、民間團

體、社會大眾，有沒有什

麼建議呢? 

關於視覺障礙

者從事街頭藝

人表演工作，您

對政府、民間團

體、社會大眾，

有沒有什麼建

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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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訪談大綱【正式】 

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職涯發展歷程  

訪談大綱【正式】 

壹、 訪談對象：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 

一、 基本資料 

1. 請問您的姓名？出生年次？ 

2. 請問您是在幾歲的時候視力損傷或開始退化呢？幾歲成為視

覺障礙者？ 

3. 您目前的視力狀況？身心障礙證明視障的程度？領取身心障

礙證明至今大約幾年? 

4. 您的視覺障礙的成因是什麼呢？ 

5. 視力喪失後，您的心情或生活是否受到影響，影響最大的部

份為何? 

6. 您在這段期間經濟狀況是如何？您是如何度過這樣的轉變？ 

二、 擔任街頭藝人之前的職涯狀況 

1. 在開始從事街頭藝人工作之前，您的職業是什麼呢？ 

2. 選擇那些工作的動機及原因是什麼呢？ 

3. 您有接受過職業訓練嗎？是哪個訓練機構？訓練性質和內容

是什麼呢？訓練期有多久？  

4. 您的家人或朋友，對您那成為街頭藝人之前的職業看法與態

度如何？ 

5. 是什麼原因讓您更換工作成為街頭藝人呢？ 

三、 擔任街頭藝人的職涯現況 

1. 您從幾歲時開始在街頭表演？到目前為止大約幾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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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的表演內容是什麼？你為什麼會選擇這項表演？ 

3. 你目前街頭藝人表演的項目，是否有經過職訓單位的培訓？

(請詳述培訓的狀況)  

若無職業訓練，請問您是如何學會這項表演項目的？請問您

選擇從事街頭藝人工作的動機及原因是什麼呢？ 

4. 請問您選擇從事街頭藝人工作的動機及原因是什麼呢？ 

5. 您是以兼職或是全職的方式從事街頭表演活動呢？您以兼職

或全職的方式從事街頭表演的考量是什麼呢？ 

6. 在正式成為街頭藝人之前，您有做什麼準備嗎？ 

7. 您已經取得哪些縣市街頭藝人表演許可的資格審核呢？報考

這些縣市的原因是什麼呢？ 

8. 您在報考街頭藝人表演許可證時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9. 請您分享取得許可證的過程中，最困難以及最容易的例子，

或是印象最深刻的例子？ 

10. 您都在那些場域演出呢(碼頭、老街、地下街……)？為什麼要

選擇這些地方？請問您有固定的表演時間和地點嗎？ 

四、 街頭表演的適應與挑戰 

1. 從過去到現在的表演經驗中，有遇到什麼困難嗎？如何排解

這些困難？ 

2. 街頭表演除了表演者、表演內容跟觀眾之外，還有一個重要

元素就是「打賞箱」，請問您對觀眾「打賞」的看法為何？ 

3. 您期待從觀眾的那裡獲得什麼回饋呢？ 

4. 從過去到現在的表演經驗中，有令您難忘的事情嗎？ 

5. 您覺得會因為您是視覺障礙者，在表演時觀眾會給您較好或

較差的待遇嗎？請您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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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您覺得會因為您是視覺障礙者，周遭的店家、街頭藝人或是

地方管理員會給您較多的協助嗎？請您舉例說明。 

7. 在您街頭表演的過程中，誰是您的重要關鍵人物？他對您的

職涯發展過程中有什麼幫助呢？ 

五、 規劃與展望 

1. 您喜歡目前街頭表演的工作、街頭藝人的身分嗎？ 

2. 你有特別喜歡表演的主題(演出項目)嗎？為什麼喜歡？ 

3. 您對未來有什麼規劃或期望呢？ 

4. 對於未來有意從事街頭表演的視障朋友或目前有類似經驗的

視覺障礙朋友，您會給予他們什麼建議或鼓勵的話呢？ 

5. 您對您的支持者(觀眾們)，有什麼想法或是有什麼會想跟他

們說呢？ 

6. 以街頭藝人的觀點，您對政府、教育單位、社會福利單位、

職訓單位，還有提供表演場地的業主，您有什麼想法和建議

呢？ 

 

貳、 訪談對象：中途視覺障礙街頭藝人之重要關係人 

一、 基本資料 

1. 請問您的姓名？出生年次？ 

2. 請問您與○○○這位街頭藝人的關係是？ 

3. 您大約什麼時候認識○○○的？ 

二、 擔任街頭藝人之前的職涯狀況 

1. 您知道○○○的每一份工作性質嗎？ 

2. 您知道○○○在從事街頭藝人之前，選擇工作的原因、考慮的因

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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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知道○○○更換工作的原因嗎？ 

4. 您對○○○更換工作的想法是什麼呢？ 

三、 擔任街頭藝人的職涯現況 

1. 您知道是什麼原因讓○○○選擇以街頭表演為職業？ 

2. 您支持○○○以街頭表演為職業嗎？ 

3. 你會參與○○○在街頭表演時的演出嗎?  

4. 您對○○○街頭表演有什麼想法嗎？ 

四、 街頭表演的適應與挑戰 

1. ○○○會跟您分享在街頭表演時遇到什麼困難嗎？ 

2. ○○○遇到問題時會尋求您的幫助嗎？假若有，您怎麼協助他

解決問題呢？ 

3. 在○○○街藝表演中，您認為○○○遇到最大的困難、問題是什麼？ 

4. 街藝表演中，您曾擔心○○○受歧視或無法適應嗎？ 

5. 在○○○街藝表演中，有令您難忘的事情嗎？ 

五、 規劃與展望 

1. 您喜歡○○○目前街頭表演的工作、街頭藝人的身分嗎？ 

2. 您對○○○未來從事街頭表演工作有什麼規劃或期望呢？   

3. 關於視覺障礙者街頭表演，您會給予其他有類似情況的視障

朋友跟他的重要關係人什麼建議或鼓勵的話呢？ 

4. 關於視覺障礙者從事街頭藝人表演工作，您對政府、民間團

體、社會大眾，有沒有什麼建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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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訪談文本檢核表 

訪談文本檢核表 
您好： 

    真心的感謝您撥冗參與本研究，謝謝您願意分享您的職涯故事。我已

將您於  年  月  日的訪談內容轉譯成逐字稿，請您再次確認逐字稿的

正確性，如有偏誤需修正或闕漏需增添，請您於原文中加以備註說明，如

不方便於原文中加註說明，亦可使用您平日熟悉方便的方式完成檢核；檢

核逐字稿的同時，也請您評估此份轉譯資料與您陳述的經驗符合程度，檢

核完畢後，請您將此檢核表與修正檔案一併回傳。 

一、 資料修正 

     □此逐字稿無須修正。 

     □此逐字稿須修正，已於原文中備註說明。 

二、 符合程度 

此逐字稿內容與我所描述的經歷符合程度約為百分之        。 

三、 您對於此份資料，是否有其他建議呢？ 

                                                              

    再次誠摯的感謝您。 

 

敬祝 

平安順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研究生 吳佳蓉 敬上 

中華民國一○九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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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訪談逐字稿示例 

訪談逐字稿示列 
訪談日期：2021.02.05                  

受訪者：暖陽 

*以下僅摘錄逐字稿部分內容 

研究者： 
您對觀眾打賞的看法是什麼？ 
 
暖陽： 
看法，覺得好像要讓觀眾願意打賞，你要在觀眾聽到你唱歌的那個時間點，吸

引到他們，我一開始很害怕別人是因為同情我，所以給我讚賞，所以那時候我

媽媽都會在我剛開始初期的時候，媽媽會常常混到人群中間去聽他們講話，我

媽媽都來告訴我說，他們給予我的回饋是正面，不是可憐我、或是同情我，這

麼做了幾次之後，我就比較放心，因為有很多連我們過去都還沒開始做表演之

前，很容易一看到身障者，很容易就以同情的眼光看待，可是我不希望我自己

是這樣、這樣子被看待，所以我就會在這麼多年的街頭表演，我其實要坦白說，

這，尤其是後面這幾年，我沒有把自己當成是只是一個街頭藝人。我每次表演

我都把它當成一個……有時候，如果那天設備調整 Ok，我就把它當演唱會唱，
所以我從來不想要只當自己是街頭藝人，因為我不想要大家只覺得我是街頭藝

人，對啊，我可以是一個藝人，我可以有機會去一個更大的舞台，所以我一直

都不希望，別人是因為同情，看不見，所以給我讚賞，我是希望你真的是覺得

我唱歌好聽，或是我的表演你覺得還不錯你才給。 
 
研究者： 
你期待從觀眾那邊獲得什麼回饋？ 
 
暖陽： 
嗯，回饋!其實對我們看不見的人來說，表演當下，掌聲是最直接的回饋，因為
是我們聽得見的聲音，你放鈔票進去我其實聽不到聲音，我要等我表演完，我

才知道你給我多少這樣，但其實真的是在這中間，很多人會幫我們加油阿，或

者是跟我們說，我們很棒、很厲害什麼的。其實我覺得都是很……很棒的回饋，
就像這幾天天氣那麼冷，好像上禮拜我們去，還會有人送我們綠豆糕阿，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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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一個互動會有人跟我們說，你們表演的很棒，加油。然後我覺得，尤

其在這種冷冷的冬天，是一個很棒的、溫暖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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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研究者觀察筆記示例 

研究者觀察筆記示列 
研究參與者 驕陽 觀察記錄者 吳佳蓉 

觀察日期 2021.01.13 資料來源 現場觀察 

觀察時間 13:00~16:00 天    氣 晴 

觀察地點 大臺北地區 OO地下街   場 地 室內 

研究者觀察設

備 

攝影機、腳架、智慧型手機、觀察記錄檔(使用平板打字記錄 

街頭藝人 

表演設備 

音響、擴音器、麥克風、薩克斯風、街頭藝人自我介紹看板、街

頭藝人證照、打賞箱、個人專輯 

觀察記錄 13:00 驕陽與配偶抵達表演場地，研究者上前與他們打招呼，說

明今天全程錄影，確認攝影機擺放位置。 

13:15 在配偶的些許協助下驕陽將行動音響等設備搬至表演舞台

上。舞台前方的座位區有 5位年紀約 65歲以上的長者坐著休息；

有位長者用台語對著驕陽說：我王大哥，我來了喔。驕陽和幾位

熟悉的朋友寒暄。 

13:23 準備演唱第一首歌，演唱前驕陽自我介紹姓名、視障者身

分、今天演唱的時間預計到幾點；並告訴聽眾今天有位研究生佳

蓉來做研究，「她是來研究我的演出」，會全程錄影，不會把畫

面公開，大家不用太緊張。 

13:45演唱完兩首歌後，吹奏一首薩克斯風。 

13:50 演奏完畢，跟觀眾分享最近的天氣，有點冷，請大家要留

意身體狀況，尤其是年長者。這樣的天氣就想到一首很適合的歌

曲，演唱「北風」。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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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8 有聽眾想點歌，驕陽辨識出這位聽眾是陳大姐，陳大姐說

今天是專程帶朋友來聽歌的。 

14:10 驕陽演唱陳大姐每次來都必點的歌曲，陳大姐與朋友聞樂

起舞。現場氣氛熱絡，有位大哥起身跳舞並跟著唱和。 

14:30上半場 13:00~14:30演唱進行時，座位區不時有聽眾起身打

賞，打賞金額每次約 100 元。座位區的聽眾長者居多，約 10 人

65歲以上，性別男女都有，陸續有 3位長者由家人、看護推來聆

聽；幾位路人經過時，聽到歌聲轉頭看一眼。 

14:30有聽眾點歌，但驕陽先演唱預先準備的歌曲。 

14:48 演唱後談話分享驕陽：人生中一點點的擁有就是很棒的禮

物。 

15：03路人(男性)停下腳步，拿起手機拍照(錄影)約半首歌時間。 

~以下觀察記錄內容略~ 

驕陽演唱的歌曲有國語、台語、英語歌曲。 

觀察者省思 演唱節結束後，一位年紀大約 20 幾歲的男性，對驕陽說之前聽

到驕陽的演唱很感動，因為這樣的感動讓他有勇氣面對現在的困

境。 

Ø 驕陽說；有信心，才能做大夢 

觀察者疑問 1. 驕陽演唱最後一夜時，有提到謝媽媽一聽到這首歌就會落淚，

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 

2. 自辦尾牙宴是什麼活動、什麼動機？ 

備註 表演結束後，返回工作室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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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自製評分者間一致性檢核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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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研究倫理審查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