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國十項全能代表人物（後排左起）：陳全壽、楊傳廣、吳阿民、

張齡佳及楊傳廣兒子（攝於民國57年7月）。（圖片提供／陳全壽）

本期專題    Focus Topics

24

國
民
體
育
季
刊2

0
1

期 

壹、 前言

「體育文化」為我國重要的人文建設項目，早

期與之相關的訊息、圖像等資料，大多藉由報紙或

電視新聞作為傳播管道，牽動著全國民眾的目光與

心情，但其呈現的形態也多受限於當時的媒體形式

及時空背景等因素，顯得零散且難以完整保存。而

體育活動特性，就是可以不分族群牽動著全國民眾

的熱情。猶記得在物資匱乏的50年代，我國金龍少

棒隊在美國威廉波特第23屆世界少棒錦標賽中榮

獲世界冠軍，返國後受到「民族英雄」般的夾道歡

迎，場面頗令人動容。可惜伴隨時間的推移、年齡

的增長，再珍貴的記憶也都會隨之消逝。例如，我

們可以找找看50、60年代的體育資料，抑或更早期

30、40年代的資料，看看是否有管道可以取得？並

且還要保證資料的完整性及正確性，可說是困難度

非常高的工程，如此可一窺體育資料保存及其運用

之重要性。 

貳、建置緣起

自金龍少棒隊獲得世界冠軍之後，開啟了我國

三級棒球運動，隨後七虎、巨人、立德等少棒隊陸

續進軍威廉波特，更掀起一波波棒球熱潮，此時期

各運動項目的發展、場館興建、體育政策制定⋯⋯

等，也逐漸蓬勃起來，隨著科技發展迄今，體育活

動可透過企業方式經營，發展成為熱門職業或商業

活動，並經由運動科學的協助、資訊的情蒐、與大

數據建檔分析等手段，幾乎所有運動資訊都可藉由

網路而垂手可得，所有體育政策演進也都有跡可

循，讓人覺得體育資訊是不費吹灰之力就可得到

的。但我們不妨利用最方便的google工具找一找

文／趙春富、許光麃

承先啟後，繼往開來─
「體育新聞數位典藏資料庫」
建置過程及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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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挑選需要保存的體育新聞。（圖片提供／許光麃）

影印後的資料進行剪裁與編輯。（圖片提供／許光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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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50年代或30年代的體育資料？其結果一定令人

大失所望，什麼原因呢？正因早期資料流失保存不

易，所留存的大多為特定單位或與個人有關，也未

能以數位化方式處理及公開，因此就無法成為加值

運用的素材了。

目前國內已有聯合知識庫、中時新聞資料

庫⋯⋯等新聞資料庫產品，此為原發行單位對其出

版物數位化之後，以電子資料庫型式提供國人付費

使用，屬於全文檢索型態使用，無法針對體育專業

領域做分類，因此內容五花八門過於繁雜，需耗費

極大精神與時間做大海撈針般的檢索篩選，且此二

者之間並未互通，若為獨家資料則他方必定查無資

料，此為其共同缺點。但各自資料庫完整無缺，檢

索點多元而便利，則為其共同之優點。

體育新聞數位典藏資料庫（以下簡稱本資料

庫）目前建置於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圖書資訊

處，係針對體育類資料進行收錄，各界人士均可直

接進入該校圖書資訊處網頁內連結使用。

參、建置過程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前身為國立臺灣體育

學院，其圖書館為永久保存典藏我國體育人文、歷

史軌跡、重要紀錄、政策制定、場館設施⋯⋯等資

料，並藉由科技之便，可以不限時間地點，隨時取

用之理念，於民國93年開始籌劃建置「體育新聞剪

報資料庫」，專門蒐集我國體育新聞資料，以時間

為縱軸，輔以各種類運動項目、運動政策、國際運

動⋯⋯等分類為橫軸，編織出屬於我國體育活動的

詳實面貌，以保存我國體育新聞史料，其內容包含

體育新聞、圖像、賽事紀錄、人物、評論等多面向

之新聞資料。該資料庫業已收錄約20萬則體育相關

逐篇影印需要保存的新聞資料。（圖片提供／許光麃）



圖1  架構及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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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且超過90%以上的資料皆已取得智慧財產權

授權，可合法於網路提供大眾使用。

本資料庫歷經多年努力，特別是由林華韋教授

（現為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校長）帶領之下，獲

得科技部99年度數位典藏學習型計畫的補助，使

資料庫建置速度及內容更顯充實，其建置過程依序

為「摘錄與複印」、「剪輯與編號」、「資料數位

化」、「資訊保存與發佈」等四大步驟，架構及作

業流程如上圖1所示。

本資料庫於建置期間已取得民生報67年3月創

刊至95年12月停刊之所有全版報紙原件，並合法取

得智慧財產授權，惟資料量過於龐大，需以人工方

式執行各項繁瑣程序，因此七年的建置期間內，由

民國99年資料開始回溯，迄專案結束時，已回溯建

檔至民國73年完畢，目前尚餘民國67年至72年間的

資料未能收錄至資料庫內，該批資料雖已取得智慧

財產授權，但功虧一簣實為一大憾事！

此外，計畫執行人費心地另外蒐集到一批民國

47年至56年間的體育新聞資料，極有可能是國內唯

一現存最完整的資料，但仍受限於沒有資源挹助，

也無法收錄到資料庫中，頗令人腕惜。由於體育建

設在國內大環境中屬於弱勢項目，而體育文史領域

更是弱勢中的弱勢部分，因此亟待國人予以重視。

肆、效益評估

「體力」即「國力」，可作為國際交流、形

象宣傳、國力展現的一種方式。也是一個國家社會

的重要象徵，新聞資料更忠實地反映了當時的事件

及歷程，這些珍貴史料的傳承，記錄了社會變遷的

複印報紙進行摘選剪輯

剪報紙本資料排序彙整

剪報修正錯誤

新聞剪報數位化：剪報掃瞄及Metadata建

新聞剪報數位化：資料彙整及關鍵索引建

數位化資料上傳文獻資料庫作業

線上檢視上傳資料並新增新聞相關分類項

完成後已授權資料即開放線上瀏覽

剪報檢查

新
聞
剪
報
典
藏
數
位
化
程
序

錯誤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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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動，倘能透過一套完善且具有分享典藏機制的系

統，將開啟國家民族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先鋒，讓

那些在運動場上拚搏一生的光榮，得以成為世人的

典範。

鑒此，我國體育新聞數位典藏資料庫，打破時

間更迭，體育歷史資料得以串連國家歷史、社會發

展、學術研究、史料分析等構面，彰顯其整體脈絡

性，電子文獻資料的存在充分發揮其實用價值，日

新月異的當代數位遇上洞悉古今的歷史文獻，巧妙

地迸出數位典藏機制，創造披古通今之契機。

本資料庫以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之「體育新

聞剪報資料庫」為基礎，並藉由「獎勵大學教學卓

越計畫」、「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國

科會國家型數位典藏計畫」等經費補助，歷經七年

時間始有今日風貌，目前收錄民國73年至99年將近

20萬則體育相關新聞報導，以彌補科技不發達年代

所留下的資料，提供後人查詢運用。

另外並輔以體育照片系統內，所保存千餘張珍

貴體育影像，或體育界人士一生奮鬥的影像紀錄，

系統內也保存著本校學位論文、學報等學術性資

料，可說是一套頗具特色的體育資料庫，其效益如

下表1。

本數位典藏成果已完全且無償公開於網路上，

各界人士均可不限時地取用，對於古今體壇風雲人

物、競技賽事、政策演進及轉折點⋯⋯等細節，提

供了正確而珍貴的史料證據以為佐證，裨益我國體

育發展源遠流長。

表1  體育新聞數位典藏資料庫之效益一覽表

效益面 效益指標

國家面

1. 完整且有系統的保存我國體育文化重要資產。

2. 透過資訊科技，將所收錄資料免費提供社會大眾使用。

3. 喚起國人對體育之重視，達到提昇體育發展之目的。

社會面與經濟面

1. 承傳體育史料保存之經驗。

2. 節省民眾查詢資料之經濟成本，並提高資源使用效益。

3. 培養參與資料庫建置人員之專業能力，為社會作育英才。

學術面

1. 建立資源共享機制與平台。

2. 提供體育教學資源與研究體育政策之演化過程。

3. 提升體育史的學術研究廣度與深度。

4. 引導本校成為體育資產數位典藏之卓越機構。

技術面
1. 體育文史數位典藏技術及運用之概念創新。

2. 可提供資料典藏與系統建置經驗予其他機構參考。

將紙本檔案掃瞄成pdf格式保存。（圖片提供／許光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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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臺灣不是沒有體育歷史，而是沒有為歷史做見

證及保存的工作者，「體育競技」與「體育文化」

的發展是國家大計，需投入相當人力與資源，並建

立整合機制才能發揮效益。我國目前尚缺乏健全

機制，也未能建立社會共識，主管機關也缺乏輔導

與支持，其結果導致國民對於體育的認知僅侷限於

「競技運動」、「熱門的運動」、「比賽的結果」

等等，至於「體育的文化」、「體育的歷史」、

「運動休閒與應用」等都尚有進步空間。綜合言

之，針對我國體育領域，應提倡「競技發展」與

「文化保存」雙軌並行之觀念，唯有完整典藏體育

的「動與靜」、「力與美」的成果，才是我國體育

事業發展的最高境界。  

作者趙春富為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室設施管

理組組長、許光麃為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教授兼

運動教育學院院長

註一、教育部為發展高等教育於民國93年訂頒「獎

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由各校提出計畫透

過競爭型獎勵機制，鼓勵提昇教學品質並發

展卓越大學典範，促使高等教育在激烈的全

球競爭潮流下，不斷創新突破以提昇競爭

力。（資料來源：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

計畫）

註二、以逢甲大學為中心申請設立「中區區域教學

資源中心」，並以中部四縣市為範圍，共有

13所大專院校加入，建立以典範移轉、合作

共享、共創加值為主要運作機制，建立共同

平台以整合與運用校際資源，協助夥伴學校

提升教學品質。

註三、科技部「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

畫」，為呈現臺灣文化、社會與自然環境之

多樣性的數位內容，並將此數位化產出進行

加值應用或與國際交流。在此目標之下，廣

向民間公私立單位公開徵選計畫，除針對數

位化工作流程與技術，結合國際標準，另兼

顧本土化的需求，形成跨自然與人文、文化

與科技領域的系統性整合，建置臺灣多樣性

知識網，提昇國際能見度。（資料來源：數

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官方網站）

人工輸入新聞檔案各欄位資料。（圖片提供／許光麃）

總統任命周鶴鳴教授為省立體專首任校長。

（圖片提供／許光麃）

範例之一。（圖片提

供／資料庫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