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聽障奧運在台北：無聲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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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大概已經注意到四處林立的廣告看板上，台灣聽障運動明星們在為聽障奧運做宣傳。台北是

2009 年聽障奧運的主辦城市，此一賽事的目的是為頌揚全球頂尖聽障選手的運動能力。本月將有數

千名選手在台北各地的體育場進行 20 項刺激的體育競賽，但在比賽開始前，讓我們更進一步認識聽

障奧運的演進發展。 

第一屆聽障奧運於 1924 年夏天在巴黎舉行，但當時比賽名為「國際無聲運動會」，而冬季聽奧則

在 25 年後才開始舉辦。此一專為聾人選手舉辦的比賽是法國聽障運動聯盟主席尤金．魯賓艾凱的創

意。在他那個年代，聽障人士備受歧視，且常被認為低人一等。為改變世人對聽障者的觀感，魯賓艾

凱試圖藉由體育賽事來展現聽力受損者驚人的運動天賦。聽障運動員會面臨獨特的挑戰，像是無法聽

到比賽開始的槍響等，但這比賽已經過修改以符合他們的特殊需求。 

雖然「聽障奧運」這個名稱可能讓你聯想到奧林匹克運動會，但它並非奧林匹克家族正式的一員。

然而，國際奧運委員會因認同聽奧的精神，故從 2001 年起，允許他們在開幕及閉幕典禮上使用奧運

會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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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聽奧的標誌設計靈感來自中國字「北」。平面設計師（美編人員）巧妙地處理字體，使它看

起來像一個運動中的選手，且從某個角度看，也像一隻耳朵。 

聽奧吉祥物是兩隻樹蛙，雌雄各一，牠們本身在動物王國中就是很厲害的運動好手。體型雖小，

但牠們以跳遠能力見長。就某方面來說，牠們也象徵著台灣，雖然是相當小的國家，但過去幾十年來，

經濟成長可謂一日千里。雄樹蛙頭上的榕樹葉及雌樹蛙戴的杜鵑花代表了台北市的市樹及市花。 

許多優秀的台灣選手背負著國人高度期望，將在此次賽事中全力表現，為國爭光。人稱「奪牌機

器」的保齡球選手張立孝已得過四面金牌及兩面銀牌。桌球雙打搭檔溫智璇及楊榮宗則希望能重演

2005 年墨爾本聽奧奪金時的精采表現。 

所有 2009 年聽障奧運的參賽選手在各自比賽時，都會將競賽標語「無聲的力量」謹記心中。這

次比賽不僅是這些選手向世人展現實力的機會，也是台北展其足為國際體育賽事合適場地的良機。所

以，9 月 5 日至 15 日比賽期間，請到台北支持台灣及所有聽奧選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