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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辯才無礙的古

人孟子，曾經向外人表達他個人不得不辯

的心情，辯論似乎因此遭貼上負面標籤。

生在現代，辯論雖然還是容易遭人誤解，但

愈來愈多人也同時發現，這是年輕一輩學習思

辨、理性對話的第一步。辯論已經成為一項益智

競賽，不但國內的高中、大學普遍成立辯論社

團，也有各型高中、大學的辯論盃，已經培養許

多優秀的辯手。臺灣優秀的辯手也會到國外進行

辯論比賽，卻缺乏臺灣為華人辯友搭建共同競賽

的辯論舞台。這個責任，便落到臺大的身上。

第一屆亦恩盃奧瑞岡國際辯論賽，於2016年7

月23日展開，一連5天近40場的比賽，已於7月27

日順利完成。這項比賽由臺大新聞研究所主辦，

共有20支大學隊伍參賽，分別來自中國、馬來西

亞、香港、新加坡、澳門，還有來自英國與澳洲

的華人留學生，是大規模的國際比賽，其中不乏

頂尖大學，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

「

參賽的20個辯論隊伍，閉幕後合影留念，相約兩年後再見。

記臺灣大學舉辦第一屆亦恩盃國際辯論邀請賽 文／林照真（臺大新聞所教授）

圖／臺大新聞研究所

華人辯友齊聚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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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馬來亞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澳門大學等。臺灣有4個隊伍參

賽，包括臺灣大學、政治大學、東吳大學和清華

大學。

由臺灣大學主辦第一屆，不但可以展現臺灣

的辯論特色，也有舉辦的故事源由。首先，要說

明與強調的是臺灣言論自由的特質。雖然亞洲地

區的辯論交流活動愈來愈活躍，在中國、新加

坡、馬來西亞早已陸續舉辦國際性質的華人辯論

賽。但在華人地區，臺灣的民主化有目共睹，人

民由於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這樣的環境更有助

於推廣辯論。

然而，臺灣推動的辯論「奧瑞岡」賽制其實

是臺灣以外的華人辯手非常陌生的比賽方式。多

數華人地區的辯論比賽是採用「新加坡賽制」，

這類賽制一隊有4名隊員，參加人數比奧瑞岡賽制

的3個人多，可以增加選手上場的機會。比賽環節

中的自由辯尤其熱烈，還能顯現出表演效果。也

因此，新加坡賽制的辯題選擇的多是一般人較容

易理解的價值辯論，現場觀眾可以有更大的參與

感，所以也曾經成為電視播出的節目。

反觀臺灣採取改良型的奧瑞岡賽制，就非常

不同。奧瑞岡制尤其講究研究與證據，不可能只

靠口才就能獲勝。同時資料不能造假，因為對方

辯友擁有檢證資料的權力，一但資料被攻破，很

可能就會輸了比賽。奧瑞岡賽制還有辯手面對面

直接質詢的機會，雖不像自由辯熱鬧，正反兩方

不同立場的人可以直接詰問，對辯論選手是很大

的考驗。

並且，我們都採取與臺灣有關的政策討論為

辯題。如第一屆主題為「臺灣應調高遺產稅」與

「臺灣應廢除通姦罪」，這樣的辯題需要相當的

準備。也因此，參賽的隊伍多感新鮮，也不免有

壓力。許多隊伍表示，奧瑞岡賽制準備不易，須

提出實際證據對論述背書，供對手檢證。中國人

民大學還特地帶著「印表機」隨行，辯士劉洺源

笑著說：「晚上肯定要研讀很多論文！」香港浸

會大學領隊張羽鴻則表示，奧瑞岡賽制的題目爭

第一屆亦恩盃辯論賽由新加坡國立大學與政治大學進行決賽，最後由政大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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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點清楚，必須想辦法突圍，蒐集資料實

費工夫。

奧瑞岡辯論賽最後的裁判講評，也

是這項賽制的特點之一。現場參與者會

發現，裁判會就雙方的論點、攻防進行

相當完整的說明，同時也要公開自己的

裁判準則，並且交待自己的論點分數是給哪一

方。根據評分規則，每一個裁判有0到20的論點分

數，論點分數不管高或低，必須只給其中一方。

其他分數則來自場上辯手個別表現的總和。

奧瑞岡賽制可以帶動研究風氣，因此5天的比

賽兩個主題綽綽有餘。所有隊伍透過觀賽、裁判

講評、以及自己的實戰經驗，可以加深討論的深

度，也因為辯論都與臺灣有關，因而對臺灣能有

更多的了解。

最後，要說明臺大主辦的國際辯論比賽何以

稱為「亦恩盃」，這和一個名為「賴亦恩」的16

歲少女有關。賴亦恩是臺大新聞研究所教授林照

真的女兒，七年前因遭無照駕駛衝撞而喪生。林

照真在比賽的辯論手冊中這樣寫著：

「我沒有一天不想起這件事。那是我女兒亦

奧瑞岡比賽為資料戰，圖為隊友在質詢時間中，遞上所需的資料。

辯友接受質詢時，表情千變萬化。

奧瑞岡質詢時你來我往，誰也不肯讓誰。

從辯手的神情，就可以明白比賽有多激烈。

就算比賽再激烈，勝負分明後大家還是握個手，交個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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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與死神奮戰時，我不斷在她耳邊說的話。我相

信女兒聽到了，她撐了十二天，還是沒有辦法不

離開。我最後只能握著她的手，讓她的體溫從我

手掌中慢慢冰冷。

我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不幸的事，還有不少小

小年紀就殞落的生命，一樣讓人痛心。亦恩又何

嘗不是？她愛這個世界，想探索一切。我和她心

有靈犀，我明白，她心裡有多麼抱憾。

每當我想到我和亦恩的耳邊約定，就會勤

奮、積極起來。原來，悲傷也可以是前進的動

力。然而，當亦恩離開人世，我的生命也變了。

若干眾人想望的追逐，我不會有興趣，我只希望

我的夢想得以實現。

我的夢想就是我還是無可救藥的痴心，想讓

女兒的辯論熱情能夠延續，也能同時為提振華語

辯論盡一份力。感謝臺灣大學、臺灣辯論界的支

持，讓我的夢想得以實現。以亦恩為名的「臺灣

大學亦恩盃國際辯論賽」，將正式在臺灣大學舉

辦。」

這是臺大亦恩盃完整的故事，未來臺大亦恩

盃將每兩年舉辦一次國際辯論邀請賽。期待這個

辯論盃賽能讓人明白辯論人的熱情，以及人世間

難以割捨的親情。

臺大新聞研究所學生近40人參與第一屆亦恩盃的主辦工作，希望能協助林照真老師完成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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