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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臺灣自 1894 年割讓給日本之

後，棒球就有豐富精采的歷史，超

過百年的歷史發展中，都有其珍貴

保存的地方。本篇的百年大世紀就

在紀錄臺灣棒球重要的點點滴滴，

讓大家清楚了解其來龍去脈，重要

事件如紅葉少棒、金龍少棒、三冠

王的年代、中華職棒和王建民旋風

最為人耳熟能詳，有些如能高棒球

團、六行庫和北華興、南美和等

較少人熟悉的也有紀錄，甚至奧

運兵敗中國大陸和職棒簽賭案也

有列入，才能拼湊出臺灣棒球的

完整面貌。

百年大事紀

一、�1906年第一支臺灣球隊

1895 年日本成為這塊島嶼的新

主人，統治臺灣之初，尚未有正式

球隊與球賽出現。1906 年 3 月，臺

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中學部（今建國

中學）校長田中敬一主導下，成立

臺灣第一支正式棒球隊，並請來教

練展開訓練。不久後，國語學校師

範部（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也跟

進成立另一支棒球隊。同年春天，

雙方進行臺灣史上第一場正式比

賽，比數是五比五平手。

二、1924～1925年能高棒球團

1921 年漢人林桂興無意見到一

群花蓮舞鶴社阿美族青年用木棒石

頭等進行丟打遊戲，因此將這群人

召集起來成立「高砂棒球隊」。後來

被日本營造會社董事長梅野清太和

花蓮廳廳長江口良三郎的安排下，

進入「花蓮港農業補習學校」就

讀，球隊更名為能高團。1924 年在

臺灣西部進行友誼賽，一致獲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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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隔年到日本比賽，他們優異的

表現，讓日本觀眾讚賞不已。由於

原住民優異的球技展現，隊中有四

人被挖到日本打大學棒球，其中羅

道厚還打過日本職棒，成為臺灣球

員赴日發展的先驅。

三、1926～1943年嘉農棒球隊

1928 年嘉義農林學校校長樋

口孝聘請名將近藤兵太郎擔任總教

練，專業的訓練方式為球隊帶來新

氣象。嘉農以漢人、原住民、日本

人三個不同族群共同組隊的型態，

成為日治時間特別的球隊。嘉農曾

經四度進軍甲子園，但最為有名的

是 1931 年，在投手吳明捷的帶領

下，一路過關斬將，打進決賽，最

後以零比四敗給中京商得到亞軍。

日本媒體好評如潮，給予「天下嘉

農」的稱號。2014 年著名導演魏

德聖還把這支球隊改編成電影嘉農

（KANO），引起一陣轟動。

四、1950～1960年代六行庫

二次大戰之後，最具風格且比

賽最為集中的是「六行庫」（合作

金庫、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彰化

銀行、土地銀行、臺灣銀行）棒球

賽。起源於軟式棒球賽，以新公園

為中心，營造出 1950 年代臺灣最

負盛名的棒球熱區。各行庫為了增

強實力，不惜派人去中學棒球賽觀

賞，以利往後補強。1954 年，開始

挑戰技術層級更高的硬式棒球，此

後連續舉辦六屆硬式棒球賽。但隨

著球員不足、業務壓力日重，1962

年全面解散。

五、1968年紅葉少棒隊

臺東的棒球在日治時期就極為

興盛，位於延平村的紅葉國校在這

種環境下開始組隊比賽，但真正的

正規訓練是 1963 年的校長林珠鵬開

始。他利用成立棒球隊，讓對課業

意興闌珊的布農族來學校上課。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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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讓紅葉躍升棒壇要角的是 1968 年

學童盃，一舉拿下冠軍。同年 8 月

參加中日友誼賽，對上日本的關西

聯盟，先後以七比零、五比一和五

比二獲勝，這幾場比賽吸引了爆滿

的觀眾進場觀看，尤其在新竹的比

賽，必須靠童子軍維持秩序，以疏

散近三萬名球迷。紅葉不但掀起少

年棒球的發展，也促使國內派隊到

美國比賽。

六、1969年金龍少棒隊

紅葉打敗日本少棒後，加上電

視報章雜誌的推波助瀾，少年棒球

頓時風靡全臺。1969 年棒協舉辦第

一屆全國少棒錦標賽，以選拔遠東

區的代表隊。最後由嘉義大同拿下

冠軍，經過一連串的閉關集訓和比

賽，選訓委員選出一支實力堅強的

國家代表隊，由於當時臺中市議長

陳慶星給予球隊後勤支援，因此取

名為臺中金龍。中華隊先取得遠

東區代表權，後來在威廉波特拿

下「世界冠軍」，島內不管男女老

幼或是在美國的眾多僑胞，都激

動地熱淚盈眶。回國之後，全隊

被視為民族英雄，在島內受到全

民夾道歡迎。

七、1970年代北華興、南美和

「北華興、南美和」的對抗在

1970 年代幾乎是臺灣中學棒球的縮

影，他們為臺灣培養出不計其數的

棒球員，許多成為國家成棒隊的中

流砥柱，不少人在其他領域也有成

就。華興中學是由蔣宋美齡創辦，

本來是照顧軍人遺孤，由於金龍少

棒奪冠卻錯失入試升學的機會，特

准他們進入華興就讀，並延攬棒球

好手方水泉擔任教練。美和中學則

是因為七虎少棒在威廉波特鎩羽而

歸，觸發美和的董事長徐傍興吸收

這些球員的動機，並聘請空軍好手

曾紀恩當教練。華興和美和畢業的

學生又分別升學至輔仁和文化大

學，成為葡萄王和味全互別苗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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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觴。

八、1970～1980年代三冠王

臺灣在金龍隊稱霸後，開始參

加世界少棒聯盟的青少棒和青棒比

賽。1974 年三支分齡隊在美國同

時拿到「世界冠軍」，達成史無前

例的「三冠王」。回國後受到官方

和民間熱烈的歡迎、出席一連串的

遊行、接受政府高層的接見、郵局

還發行三冠王的紀念郵票。臺灣之

後又在 1977、1978、1988、1990、

1991 拿下三冠王的頭銜。一直到

1997 年臺灣退出世界少棒聯盟為

止，臺灣很巧合地在三個層級分別

拿到 17 次冠軍。

九、1984年洛杉磯奧運銅牌

1984 年奧運棒球賽的主場是道

奇體育場，雖然只是示範賽，但當

時臺灣為此賽事組成號稱「史上最

強的中華隊」，陣中名將如雲，全都

是一時之選。在預賽時，投手郭泰

源對美國飆出 158 公里的快速球，

贏得「東方特快車」的稱號。準決

賽對日本，因為一記不規則彈跳，

在延長賽中以一比二敗北。最後一

場銅牌戰，中華隊投手莊勝雄和杜

福明聯手完封 14 局打敗宣銅烈領軍

的南韓隊，先是由林華韋打出勝利

打點的三壘安打，再由楊清瓏擊出

左外野全壘打，以三比零獲勝，成

為參加奧運以來首次獲得團體項目

獎牌。

十、1990年中華職棒開打

1980 年代臺灣棒球陷入內憂外

患的雙重危機，國內好手外流和棒

球人口急速下降。前棒協理事長唐

盼盼率先提出職棒的概念，並著手

實施；有「職棒之父」之稱的兄弟

飯店老闆洪騰勝則是實際的推動人

物，兩人共同帶領臺灣棒球走向新

的階段。味全和兄弟本身在業餘就

臺灣棒球百年大世紀



本期主題
ISSUE

Physical Education of School    144
2014年‧10月

��

有球隊，統一集團在洪騰勝的誠意

感動下成為第三支職棒隊，本來長

榮集團也有意願，但對「職業、業

餘一元化」的領導有意見而退出，

後來洪騰勝找上他臺大同學陳河東

幫忙，因此第四支職棒隊為三商。

1990 年 3 月 17 日中華職棒第

一場比賽正式開打，1992 年奧運銀

牌，中華成棒代表隊在四年前沒人

看好的情況下，經過數年的耕耘，

終於在西班牙巴塞隆納奪得銀牌，

也是自楊傳廣在 1960 年羅馬奧運拿

到十項銀牌後，間隔三十二年後拿

到奧運正式項目銀牌。中華隊先在

1991 年亞錦賽取得代表權，在隔年

的奧運，投手郭李建夫兩次打敗日

本的小檜山雅仁，打進了決賽，後

來雖然輸給古巴，已經是棒球在奧

運的最佳成績。這次比賽捧紅很多

球員，例如兩次對日本打出勝利打

點的廖敏雄，大部份好手隨著俊國

熊和時報鷹進入職棒，整個棒運呈

現欣欣向榮的景象。

十一、�1997年時報鷹假球案和臺灣

大聯盟成立

早在 1996 年兄弟象就有五名球

員遭到黑道挾持事件，但真正讓職

棒重創的是隔年的時報鷹假球案，

除了兩名本土球員外，其餘都被檢

察官以詐欺罪起訴。同年八月，七

名三商虎球員又被黑道挾持。在此

同時，失去轉播權的年代公司，結

合因為無法進入中華職棒的聲寶公

司，成立第二個聯盟臺灣大聯盟

（又稱那魯灣），並且大動作地向中

華職棒「挖牆角」，有九名明星球員

簽下合約跳槽。簽賭案的醜聞和兩

聯盟的惡鬥，傷透球迷的心，棒球

因此進入寒冬期。

十二、2001年世界盃

1990 年代中期歷經前所未有的

危機，尤其是 1997 年時報鷹假球案

重創棒球產業，加上臺灣大聯盟的

成立，職棒觀眾跌入谷底。對於職

棒經營者和球界人士而言，棒球迷

並沒有消失，只是等待時機回到球

場而已，這個契機就是 2001 年臺

灣舉辦的世界盃。林華韋領軍的教

練團精挑細選這次的代表隊，球迷

一路相挺，預賽對上美國隊，澄清

湖球場擠進破紀錄的二萬三千名球

迷。最後的銅牌戰，張誌家的完封

勝，加上陳金鋒的雙響砲，以三比

零打敗日本拿到第三名。在世界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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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帶動下，中華職棒的票房呈現復

甦的景象。

十三、�2002年第一個上大聯盟的臺

灣人──陳金鋒

陳金鋒出生於臺南市，三級棒

球生涯皆就讀棒球名校，分別是善

化國小、復興國中和中華中學。以

往臺灣優秀的棒球選手旅外的唯一

選擇是日本，但陳金鋒則是以大聯

盟為目標，並且第一位在美國職棒

大聯盟比賽中登場的臺灣選手。陳

金鋒在小聯盟第一年就交出優異成

績（於 1A 球季中擊出了 31 支全壘

打，及 31 次的盜壘成績，獲選為

加州聯盟的年度 MVP、新人王、最

佳九人，並成為加州聯盟首位達成

全壘打──盜壘數達 30 － 30 的球

員）。最終在 2002 年上大聯盟，雖

然只在大聯盟四年，留下區區 22 個

打數。但他勇敢追夢的過程讓許多

臺灣優秀球員群而傚之，開始旅美

風潮。

十四、2005～2008年王建民旋風

王建民出生於臺南市，四級棒

球生涯皆就讀棒球名校，分別是崇

學國小、建興國中、中華中學和臺

北體院。2000 年正式加入紐約洋基

球團，簽約金是 201 萬美金，在小

聯盟打滾了五年之後，終於在 2005

年上大聯盟，第一年就繳出 8 勝 5

敗的佳績，接下來兩年連續拿下 19

勝。在這段期間，不管是半夜還是

清晨，球迷都很忠實地守在電視機

面前，負責的公共電視臺，其收視

率也屢創新高，臺灣傳播媒體追逐

的焦點全在王建民一個人身上，無

不陷入「王建民旋風」的熱潮之

中。

十五、�2008北京奧運兵敗中國和

2009年兄弟象假球案

2008 年北京奧運，臺灣棒壇人

士成功爭取「八搶三資格賽」，也順

利在比賽中擠進前三名獲得奧運門

票。但 8 月 15 日這天留下心痛的淚

水，因為中華隊第一次在國際棒總

認可的賽場上，輸給中國大陸。在

奧運打出 2 勝 5 敗的成績，拿下第

五名，在「末代奧運棒球賽」重重

摔了一跤。隔年兄弟象棒球隊發生

大規模的假球案，由於涉案人數眾

多，有職棒球團考慮解散，為此政

府召開臺灣第一次棒球國是會議。

行政院副院長朱立倫宣佈 2010 年推

動「振興棒球元年」計畫方案，未

臺灣棒球百年大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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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四年內投入新臺幣 20 億元推展棒

球運動。

結　語

這百年的臺灣棒球發展歷經了

風風雨雨，有高峰也有低潮，但臺

灣人對棒球的熱情一直不變，從百

年大世紀就可以看出，即使遇到空

前危機，蟄伏一段時間之後，也會

谷底反彈，表現出強韌的生命力。

棒球是我們的國球，在臺灣體育運

動上是最重要的指標性運動項目之

一，所以行政院才會推動「振興棒

球計畫」，對棒球挹注龐大的經費，

希望藉此蓬勃發展，才不負「國

球」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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