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前言

隨著臺灣運動選手在國際競賽場上屢獲佳績，

體育運動普遍受到國人的關注，然而榮耀是一時

的，光芒會隨著時間流逝逐漸被淡忘，如何保留記

憶、傳承榮光，提供後人觀摩學習的典範，是值得

我們努力的方向。其中文物就是能夠喚起記憶影

像，傳承榮光的載體。

文物屬於文化資產的一種，文化資產是指具有

歷史、藝術、科學等文化價值，並經指定或登錄之

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文化資產保存法，2016）。

體育署致力於體育運動文化資產的保存已行之有

年，從體委會時代就開始努力，如體育數位博物館

的建制就是做到了體育運動文化資產的保存與展

示。但文化資產無法蒐集完全，不斷有發現與增加

的可能，蒐集任務必須持續進行。

體育運動文物雖然看起來範圍有些限制，不過

內容仍然相當廣泛，臺灣參與運動競賽的時間在歷

史長河中並不算久遠，導致國人對於這類文物的地

位並未給予應有的重視，由於保存環境的原因，雖

然時間尚短，但許多文物已有損壞的情況，甚至不

把它當成重要文物對待，隨意棄置。為了避免這類

現象的發生，有賴於政府單位的調查並提供支持與

維護。

貳、體育運動文物保存現況

體育運動文物分藏各處，目前國內體育運動文

物的呈現大改可以分為綜合型、專項型以及數位

型。本文以舉例方式大致臚列如下：

一、綜合型

這類文物以博物館方式呈現，文物在集中

管理之後能夠得到功能的發揮。其中國立體育

大學在民國102（2013）年成立的「體育博物

館」，是一所綜合性體育博物館，進行體育文

物的蒐集、典藏、管理與展示（引自：體育博

物館URL）。是國內少數規劃讓體育運動文物

展現應有價值的機構，參訪者能夠在觀賞之餘

感受體育運動的激勵人心。但因位處於校園之

中，人潮過多是否造成校園困擾？若是參觀人

數過少，又會失去博物館存在的意義，兩者頗

有衝突，未來博物館的發展，頗值得觀察。

文／陳耀宏

風華再現—體育文物的蒐集與整理

體育博物館數位虛擬展覽。（圖片提供／體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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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收藏較集中的當屬行政法人國家運

動訓練中心（簡稱國訓中心）。體委會時期所

蒐集的文物已移交國訓中心保管，國訓中心隸

屬於教育部，具備公法人的身分，可視為政府

現階段收藏管理的機構，過去以「名人堂」方

式展出部分文物，近來因房舍補照工程，文物

暫時封存，待補照完成再重新規劃展示。國訓

中心主要業務在培訓國家運動競技選手，參加

奧、亞運的國家代表隊選手多數到過國訓中心

接受集中訓練，屬於封閉型的機構，文物展出

對選手具有激勵作用，同時具備教育功能。但

是只開放國內外各機關（構）、學校及團體的

參觀，需要事先申請，難以普遍對外開放。雖

有負責人員，但礙於人力編制，僅能做到文物

的保管工作，若想進一步對於文物加以運用，

在任務上有其侷限性。

二、專項型

部分體育運動文物屬於相關機構各自收藏

或展示，這些機構所收藏的範圍包含棒球、高

爾夫、劍道、桌球等專項運動的文物。

其中又以棒球最普遍受到青睞，展示的單

位較多，諸如「臺中棒球故事館」、臺南「巨

人少棒文物紀念館」、臺東「紅葉少棒紀念

館」等，這些都致力於棒球文物的收藏與展

示。

專項型的機構能夠專注於單項文物的蒐

集，具備該項運動的專業的知識，只是這類機

構多數缺乏資源。例如「台南桌球文化館」蒐

集的桌球文物存放於私人經營的桌球教室，簡

單擺設主要提供學員觀賞，展示與儲存方式仍

有提升空間，在經營與管理上難以達到具備營

運的效果，教育傳承的意義大於商業效益。

除前述之外還有一些機構也進行蒐集與

展示的工作，文物能夠保存在文物館相對屬於

比較理想狀態，除了有專門的存放場所，還能

提供教育推廣或研究用途。對於個人保存的文

物，由於保有人對文物的重視以及認知程度，

導致有不同的命運。

三、數位型

由官方成立在民國99年正式啟用的「體

育文物數位博物館」提供了數位保存平台，

共分為傳統體育、社會體育、奧林匹克、運

第一屆經典賽前，與王貞治合照。

（圖片提供／教育部體育署）
傅松南先生與其父親傅嘉賓先生表演照。

（圖片提供／教育部體育署）

女足木蘭隊訓練場景。

（圖片提供／教育部體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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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賽會、學校體育等五大類，內容除了文物

還有人物以及影音資料，而且仍然不斷的在增

加中。數位博物館目的在蒐整、保存及推廣體

育文物，讓各類體育發展歷程重新體現，達到

發揚體育競賽精神，保護體育文化資產，傳承

體育生活文化，提升運動文化內涵（引自：體

育文物數位博物館URL）。該館所呈現的文物

仍舊保留在原單位，透過網路呈現原件樣貌，

讓參觀者能夠跨越距離，欣賞到體育運動文

物的風采。另外，體育署陸續推動「體育文物

徵集」、「體育運動文化數位典藏計畫」、

「典藏運動臺灣記憶計畫」（教育部體育署，

2019），由文化藝術專業的攝影團隊進行蒐集

任務，顯示官方對運動文物的重視與保存。

民間方面也對文物保存做出貢獻，「中

華職棒線上文物館」將職棒成立後所保存的各

項文物資料整理並提供線上閱覽；「台灣數位

高爾夫文物館」專門蒐集展示高爾夫球運動資

料，多元呈現其內容；「排球運動在台發展文

物資料館」，同樣透過網路呈現排球文物內

容，兩者提供了專項文物愛好者或研究者瀏覽

的方便性，對體育運動文物的展示做出貢獻。

更多文物屬於個人所有，散落於民間各

處，有待調查。民間文物屬於個人資產，是否

公開或捐贈必須尊重所有人的決定，在此情況

下文物蒐集困難度增加。但文物蒐集並非是不

可能的任務，例如楊傳廣在民國49（1960）年

羅馬奧運會所獲得的十項銀牌是華人參加奧運

會的第一面獎牌，由定居在美國的家屬保管，

民國107（2018）年7月楊傳廣長子楊世運先生

專程從美國送回臺灣捐贈予國訓中心典藏（國

家運動訓練中心，2018）。奧運獎牌的回歸不

只能夠鼓舞中心正在受訓的選手，華人首面奧

運會獎牌具有文物的代表性，更增加未來體育

運動文物蒐集的可能性。

參、 體育運動文物調查與整理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主管機關應定期普查或

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古物價值之項目、內容及範

圍，依法定程序審查後，列冊追蹤（文化資產保存

法，2016）。這項法規明定了主管機關必須對文

物進行調查，中央的主管機關就是文化部。依此近

年來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大力推動文物普查，目的在

找出具備文化資產保存價值的項目，按照不同程度

加以分級、登錄，並給予適度的法律保護與資源挹

注，來達到保存國家文化資產的目的（李建緯、盧

泰康，2018）。因此普查除了對文物進行瞭解，也

希望能夠針對不同文物給予保護與維護。

體育運動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從結構體系來看

觀念、技術、器物到規範都有各自的風格樣貌，體

育運動文物的保留代表著對過去文化記憶的尊重。

但目前對於體育運動文物的去向，除了已經呈現陳

列的物品，多數由個人保管收藏，去向並不明確，

是否受到良好的保存，仍有疑慮。體育界對這類文

物具備專業的認知，有必要建立文物保護概念，保

留自己文物，傳承過去經驗。

肆、結語：待解決的任務

從前述的現況來看，不論官方或個人都有意

識到體育運動文物保留的重要性，並且做出努力，

值得肯定，當然未來還有改進的空間。回歸文資法

的精神，目前體育運動文物需要進行的任務概略如

下：

一、進行文物調查：公有或存於文物館的多數文物

能夠掌握狀況，但是個人保有的物品，是否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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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應有的對待，有待查核。有必要對於體育運

動文物進行全盤性的調查，以便掌握現況，對

於瀕危文物及時做出保護。

二、進行文物分級、分類：分級可以確立文物的

珍稀程度，古物依其珍貴稀有價值，分為國

寶、重要古物及一般古物（文化資產保存法，

2016）。分類可對文物做出判斷以利管理。現

階段對體育運動文物並無明確的分級、分類規

範，有待進一步擬定，以利未來文物的記錄與

保存。

三、進行文物價值評估：目前應是最困難的一環，

物品的價值決定因素相當多，包含製造材質，

物品歷史、代表意義、影響程度、現存數

量⋯⋯等等都足以影響價值，如何判斷牽涉的

領域範圍廣泛，難以有明確標準，有待結合其

他專業進行評估。

體育運動文物承載著過去的活動軌跡，不只

刻劃選手艱辛過程、保留選手榮耀時刻，也記錄著

前人歷史事蹟，文物的展現能夠喚起對體育運動文

化的共同記憶，文物的蒐集與整理提供未來風華再

現的基礎，是體育界有待進行的一項沒有盡頭的任

務。

作者陳耀宏為國立臺南大學體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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