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6年默迪卡盃紀念品（藏於中華足協）。（圖片
提供／中華足協）

台灣省政府足球賽紀念盃。（圖片提供／郭榮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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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民國67年臺灣開始轉播世界盃，足球運

動與臺灣社會的距離迅速地拉近，全民瘋足球成

為臺灣人四年一次的社會現象，然而看足球的人

多，實際走出戶外踢足球的人卻十分稀少，使足

球運動的熱潮屢屢曇花一現，未因此走進大眾的

生活之中（王惠玲，2005），更遑論足球社群與

臺灣社會之間建立更密切的文化連結。

貳、臺灣足球運動的文化脈絡

臺灣足球運動從長榮中學第三任校長萬榮華

（Edward Band）開始有系統的組織足球隊至今

已有100餘年（張厚基，1991），在這段日子中，足

球運動在臺灣開枝散葉，漸漸成為臺灣人熟悉的體育

運動之一（林欣楷，2019）。追根溯源，臺灣的足球

運動在不同族群移入臺灣後大抵可以分成兩條主要的

脈絡。

第一條是臺灣日治時期經外籍傳教士與來臺日

人帶入的足球運動，在民國20年代（1930）時已經

發展出定期舉辦的全島性賽事。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中華民國接管臺灣，在長期缺席國際賽事以及

強調與中國體育運動連結的研究取徑，過去的研究甚

少討論臺灣本地的足球社群，直到近年來筆者的研究

（林欣楷，2019）才較有系統性的爬梳這段過往。

文／林欣楷

臺灣足球運動文物保存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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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條脈絡以足球協會出版的《中華足球年鑑》

（中華臺北足球協會，1998）為代表，強調臺灣足球

運動源自中國傳統運動的蹴鞠，以及民國38年以前，

中國足球在遠東運動會和參與兩次奧運的輝煌成績，

這個脈絡受到國族主義的影響，將足球運動的興衰與

競技成績的高低高度連結。民國38年，中華民國政府

播遷來臺後，這條脈絡又可細分為香港與來臺的外省

族群、華僑學生，但由於香港球員在民國60年代前長

期代表中華民國參與國際競賽，因此後者在臺灣的發

展也經常被忽略。

然而，臺灣的足球社群在戰後與來臺的外省族群

互動頻繁，界線漸趨模糊，但直到民國60年，香港球

員確定不再代表臺灣後，臺灣的足球社群才漸漸出現

在大眾的視野中（吳俊賢，2006）。同時由於男足在

國際競技成績的衰退，女子足球逐漸承接過去重視國

際競賽成績的文化脈絡，使木蘭女足也躍入歷史的舞

台之中，構成今天臺灣足球的歷史樣貌，而臺灣足球

的文物也大致能循著這兩條脈絡產生。

參、臺灣足球文物種類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第一項對於有形文

化資產的定義，有形文化資產可簡單劃分為建築、空

間、遺址、古物、文化景觀、自然地景等不同類別。

若依此法對有形文化資產的定義來討論臺灣足球文

物，則包含的種類可謂千變萬化，小至參與競賽時

的個人球具、個人心得，大至競賽場地、組織籌備

比賽的各類文字檔案均囊括在內。 

遺憾的是目前臺灣對於足球運動文物保存並不

受重視，多數文物多是因為個人的生活經驗、回憶

或興趣所典藏，主要的行政組織－中華民國足球協

會亦同樣未重視文物的典藏，該會現藏的文物目前

主要為民國55年參與默迪卡盃的競賽紀念物，以

及民國70年代以來木蘭女足參與各項賽事的珍貴

照片。無論民間或官方機關、機構對於文物典藏的

輕忽，讓臺灣足球過往已經出現許多難以彌補的空

白。以下悉列文物種類與保存狀況。

一、空間（場地）

運動場館是產生運動文化的重要場域，

許多運動文物多是在此產生，因此除了有形的

器物外，運動空間亦具有其重要性。

從日治時期以來，臺灣承辦大型賽事的

台灣省政府足球賽獎盃。（圖片提供／郭榮彬）郭榮彬先生與其收藏。（圖片提供／郭榮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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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場歷經新公園球場、空軍足球場、舊臺北體

育場、中山足球場臺北田徑場和高雄龍騰體育

館，除此之外亦有許許多多或大或小，提供一

般社會大眾使用的足球場地。

至今，不僅對於已消失的球場缺乏記載，

球場形式、觀眾席範圍等等均難以考據，僅能

大致推測過去球場的位置。即使是現存的球

場，對於其成為足球場的緣由、經過、活動的

球隊亦缺乏考證，使得足球場地多只作為足球

運動的活動空間，缺乏文化傳承的空間記憶，

以臺南市的建興國中的操場

為例，該地原屬於舊臺南市政

府，自民國39年起即舉行長榮

盃國小足球賽，這使得49年成

立的社會球隊南友足球隊同樣

以此地為活動空間，但隨著建

興國中成立，該球場轉為建興

國中的操場，不論球賽或球隊

均另移他處，也讓該地今日已

失去足球場的文化意義，但在

談到臺南早期足球活動時，該

地仍然是重要的場域。

二、文字、影像紀錄

相比於空間保存的不足，臺灣目前的

文字紀錄相對較為豐富，不僅可以上溯至

1910年代的臺灣，學術機關保存的《申

報》、《大公報》更可以回溯中華民國早

期在大陸的足球發展。而文字影像還可以

細分成：官方檔案、新聞報導、參與者心

得等不同種類。

現存與足球相關的文字檔案分布相當

零散，不僅分布於各縣市政府的檔案局、中央

研究院、國家圖書館、國史館等不同的單位，

也零散的收藏在不同的電子資料庫中，比如國

史館的《總統/副總統檔案文物資料庫》和《外

交部檔案》就分別收藏若干與足球相關的紀

錄，尚未完整數位化的報章雜誌如《偉華體育

旬刊》、《足球年刊》、《足球季刊》、《臺

南新報》、《中華日報》等被收藏於不同的學

術單位，這些資料不全然以足球為導向，也讓

足球文物難以被系統性的蒐集了解，僅能零星

（年代待考）長榮中學林榮商執旗照。

（圖片提供／林明宗）

1942年明治神宮大賽主將林榮商獨照。
（圖片提供／郭榮彬）

1916年淡水中學校足球隊明信片。（圖片提供／James_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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窺見，此外這些資料多以早期的運動賽事發

展為主，對於生活休閒的足球運動描述較為缺

失，這是文字資料缺憾的地方。

而目前仍在活動的足球隊如企業甲級聯

賽的台電、大同以及早期的聯勤飛駝、臺南南

友、東安，高雄聯邦等球隊，除了台電足球隊

已經完成《微光前行》的球隊歷史回顧，大同

與聯勤飛駝僅在中華足球年鑑一書中提及簡史

（中華臺北足球協會，1998），內容常以流水

帳的形式敘及曾經獲得的榮譽、參與過的比賽

以及部分球員姓名，這樣的撰述方式僅提供路

標，卻缺乏更進一步的描述，臺南東安、高雄

聯邦則有出版球隊刊物，但目前已經散佚，而

上述的文資保存狀況普遍存在於臺灣各地的球

隊，每逢相關文資整理都必須從頭爬梳資料尋

訪當事人，使得後續的文資整理難度較高，難

以形成集體記憶。

而華視與臺視在早期亦有轉播足球賽事，

除了世界盃和中華隊的比賽，亦有錄播英格蘭

甲級聯賽，這讓臺灣足球史的範圍不僅囊括踢

球的族群，更擴及到觀看足球的社會大眾，因

此對於轉播的影片亦須重視保存。

三、競賽衍生之物品

此類物品占據足球文物的大宗，包含競

賽秩序冊、宣傳品、選手個人球具、球迷應援

物、競賽獎杯、獎章等，種類相當多元。但這

類物品多為私人收藏，保存數量與保存狀況都

難以深入了解追蹤，此類物品亦常隨著時間流

逝而大量佚失。以民國108年台電啟動的球隊

文資特展為例，台電足球隊在民國68年成軍，

但在展覽中展出的球隊展品多以民國90年後的

獎盃、全隊簽名球衣、簽名球、錦旗為主，再

往前的文物出現將近20年的空白，這也意味著

此類文物在過去缺乏保存的意識，也是目前最

迫切需要典藏的文物類別。

肆、臺灣足球文物保存的困境與挑戰

臺灣足球文物保存狀況並不理想，已有大量文

物隨著時間散失，主要原因有數點，一、相關單位

對於文物典藏意識不足；二、缺乏典藏單位廣泛蒐

集留存；三、海外資料眾多，取得不易。

早期，臺灣體育界長期在追求錦標的目標下努

力，將大量資源投入運動員的競技訓練和教練培養

等實務，因此對於運動文物的典藏較為輕忽，也使

得這些文物在第一時間未被即時保存。再者，這些

文物是否能夠有效的收藏也啟人疑竇，以目前的足

協為例，該會目前僅在辦公室一角規劃櫥窗陳列民

台電球隊文史館足球隊展品。（圖片提供／林欣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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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90年代以來國際賽事的獎盃，對於文物的保護並

未多加著墨。

近年來體育署設置「體育文物數位博物館」網

站及啟動體育文物徵集，並於106年起執行體育運

動文化數位典藏計畫，及107年辦理典藏運動臺灣

記憶計畫，主要就體育文物、體壇耆老及體育史料

進行蒐羅、紀錄與數位化，開始逐漸蒐集過去的文

物，但透過網路搜尋可以發現，足球相關的文物保

存仍有極大的加強空間，數位典藏仍以文獻為主，

對於物的保存仍不夠充分，實物典藏亦因牽涉到物

品的所有權歸屬以及經費不足，加上缺乏典藏設備

與空間，推動上同樣困難重重，因此體育署的運動

文物典藏計畫是以數位典藏為主、文物典藏為輔，

因此足球運動的文物典藏的成果事實上微乎其微。

雪上加霜的是，在民國60年前，臺灣長期由海

外華人代表中華民國參與國際競賽，國內各項比賽

也不乏僑生活躍的身影，當這些海外華人返回僑居

地時，許多文物往往也隨之而去，讓文物典藏更加

不易。

而在臺灣，許多文物目前同樣多為個人及球隊

蒐藏，如高雄聯邦足球隊的郭文男蒐集了該球隊的

會刊，南友足球隊的陳光雄珍藏他歷年參加各項賽

事的獎牌，郭榮彬保存日治時期至戰後的相片、獎

盃，而這些文物保存者不乏年歲近百，在其離世後

將進一步提高臺灣足球文物蒐集的困難，因此急需

組織相關單位協助建檔、製作口述記錄。

伍、結語

目前臺灣對於足球文物的典藏多散落於民間，

缺乏相關單位專責收藏，不僅足球文物散落在各

地，數位化程度也不高。除此之外，由於海外華人

和日治時期在臺生活的日本人在臺灣足球史中佔有

不小的篇幅，許多文物隨著他們遠赴海外，使臺灣

足球文物的蒐藏更加困難，而在本土的文物，由於

部分持有者年事已高，為了避免足球文物在其離世

後散失，有關單位應盡速尋訪、典藏。  

作者林欣楷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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