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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學校運動競賽—精緻化與國際化

   我國大學生躋身世界金牌殿堂

35載體育記者生涯，筆者經常隨隊出國採訪，和選手們分享穿金載銀時的榮耀與喜悅、同

嘗獎牌失手時的落寞與沮喪，其中最為刻骨銘心的感受，當推1991年在英國雪菲爾，由田徑女

將、中國工商專校學生王惠珍摘取我國在世界大學運動會史上的第一面金牌。                                                                                        

學校運動競賽—精緻化與國際化

我國大學生躋身世界金牌殿堂

1991年英國雪菲爾世大運，王惠珍贏得女子200公尺金牌，

頒獎升旗時她掩面而泣；這張照片榮獲當年〔吳舜文新聞獎〕

照片類獎項。（聯合報系提供／曾清淡翻攝）

曾清淡1

1 曾清淡  前聯合報體育新聞組長、中華田徑協會資訊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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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刻骨銘心」，一方面是因為這面金牌深具歷史性的意義，奪標過程並充滿戲劇性；另

一方面，我和蔡榮斌、王惠珍這對師徒有一份榮辱與共的特殊情誼，深切了解他們拚搏背後的

心路歷程。         

                                                             

從德國杜伊斯堡、英國雪菲爾，再到美國水牛城，連續3屆世大運的採訪經驗，不僅豐富

了我的體記人生，也見證全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會長簡曜輝、秘書長許義雄在早期為了爭取入

會，蓽路藍縷的辛苦與執著。 

我國運動迷以往對世大運完全陌生，直到1982年師範大學教授兼中華體育學會會長簡曜

輝，和中華大專跆拳道隊到美國參加比賽，和當時世大運總會FISU秘書長談起，臺灣有120多所

大專院校，每年舉辦大專運動會，應該加入FISU。這位秘書長回比利時後寄來入會申請書，當年

請我國際奧會委員吳經國協助，將申請書送到比利時總部。

全國大專體總領導者簡曜輝、許義雄和國際奧會委員吳經國、湯銘新等人積極奔走，1986

年獲准加入世界大學運動聯盟（Th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Sports Federation，簡稱

FISU），終於融入這個大家庭，並敲開世大運的大門。                                                 

                                                             

世界大學運動會（Unive rs i ade）這個名詞是由大學（Unive rs i t y）與奧林匹亞

（Olympiade）結合而成。世大運於1959年創辦，往後每兩年分別由不同的城市舉辦夏季世大

運、冬季世大運，其重要性僅次於四年一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                                 

                                                             

其中，夏季世大運共包含10種必須舉辦的運動項目（田徑、籃球、射擊、足球、體操、柔道、

水上運動、桌球、網球、排球），及若干種由主辦國選擇的運動項目；譬如2007年曼谷世大運，

籌委會還選擇舉辦女子壘球、跆拳道、高爾夫、射擊及羽球等5種項目。            

                                                             

我國向世大運「投石問路」，始自1987年在南斯拉夫首府札格拉布舉行的第15屆，但當時中

華代表團倉促成軍，除了女子排球隊的陣容較為完整外，田徑選手並未精銳盡出。女排隊贏了

瑞典隊，但敗給韓國、中國隊。

                                                                     

談到當年的組團過程，有一段插曲，緣由是這一屆世大運的舉行時間和新加坡亞洲田徑錦

標賽有些重疊，全國田徑協會早已成軍集訓、整裝待發，大專體總臨時徵召不到田徑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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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體總希望全國田協能夠讓一部分選手征戰世大運，但協調如何「放人」時，兩單位鬧

得很僵，田協乾脆一律不放行。               

                                                             

在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就讀的男子名將賴正全，有意放棄亞洲賽、轉戰世大運，但田協不同

意。主要原因是賴正全不僅擅長跳遠，也是男子400公尺接力隊的主力選手，少了他，接力隊就

成不了軍。                               

                                                             

後來，賴正全在新加坡亞洲賽得到100公尺第五名（10秒62）、跳遠第八名（7米55），400

公尺接力則由他跑第一棒，和李訓榮、張益源、鄭新福搭配，以39秒68得到銅牌。                             

                                                             

  大專體總迫於無奈，只好退而求其次，把並未入

選亞洲賽的男子110公尺跨欄選手陳光明找去參加世大

運，他在準決賽跑14秒43。另外，亞洲田徑賽未舉行馬

拉松，男子選手許績勝、許光麃得以參加世大運，兩人在

札格拉布冒著攝氏40度的高溫跑完全程，分獲第十一、

十七名，第一次參加已屬難得。

            

有了前車之鑑，大專體總迎向1989年在西德杜伊斯

堡舉行的第16屆世大運，作了充分準備，得以組成陣容

完整的代表團，其中田徑選手多達16人。另外，男籃隊以

宋校年、林建平、王耘寰等人為主力。     

                                                             

杜伊斯堡之行，中華代表團和獎牌無緣。最佳名次是旅日留學的許績勝男子馬拉松第七名

（2小時17分28秒）。國立體育學院「彈簧腿」乃慧芳挺進男子跳遠決賽，以7米62名列第八，都

達到世界級水準。       

王惠珍首度參加世大運時，仍在私立中國工商專校（現今中國科技大學）就讀。她在200公

尺預賽以24秒45過關，準決賽以24秒64被淘汰；王惠珍並和黃桂英、王淑華、陳雅莉聯手，在

7隊參加的400公尺接力賽中殿後。                                    

                                                             

當時王惠珍在亞洲田徑界已小有名氣，她入選亞洲代表隊，結束杜伊斯堡世大運的賽程

1987年札格拉夫世大運，馬拉松選手許光麃

(右)跑回終點，我大專體總秘書長許義雄前往

迎接。 (許義雄提供／蘇嘉祥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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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直接轉往西班牙巴塞隆納，參加國際田徑總會（IAAF）主辦的「世界杯田徑賽」，王惠珍是

唯一入選的我國選手，代表亞洲隊角逐100公尺，成績平平。                                      

                                                             

敲開世大運大門是我國大專體壇的一件大事，從歐洲回來後，我曾寫了一篇文章，呼籲應成

立常設的專責機構來進行世大運的選訓工作。 

我在文中提到，歐美體育先進國家，大專是最強盛的階段，大專選手往往是進軍奧運或世

界錦標賽的主力。國內則不然，運動員在中學階段的表現很搶眼，一旦進入大專就脫了節，而有

「大運不如中運」之譏，造成與成年體育的發展銜接不上，人才因此凋零。             

                                                             

國內大專體育以往的水準低落，因素很多，其中之一便是缺乏進軍國際賽的機會。現在有了

兩年一度的世大運作為奮鬥目標，應能鼓舞大專運動員奮發向上。                                           

                                                             

然而，我國兩度進軍世大運的選訓工作卻顯得倉促草率，使得集訓效果不彰，選手到了世

大運並未發揮應有的水準。                   

                                                             

1989年杜伊斯堡世大運，中華大專體總會長簡曜輝(右三)、秘書長許義雄(左二)

副秘書長陳龍雄(右二)，和體育司的楊明雄(左一)、吳仁宇(右一)，選手許績勝(左三)

合影，許績勝馬拉松獲第七名，是當年最好成績。 (許義雄提供／蘇嘉祥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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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體總在國內是獨立於體協、奧會之外的體育推展機構，直屬教育部，但大專體總領導

者由各校輪流擔任，2年改選一次，會長移交後，會務難免脫節，進軍世大運的組訓工作自然也

會受到影響。       

                                                             

專責機構如能成立，配合相關的單項運動協會，全年追蹤大專選手的訓練情況，使世大運

的組訓工作步上正軌，總比「臨時抱佛腳」好得多。                                                         

                                                             

大專體總採納了這些意見，使大專體育發展欣欣向榮。                                                                

話題回到王惠珍身上，她在世大運等大型國際賽歷練後，實力不斷增強，1989年在印度新

德里以11秒84獲得亞洲賽100公尺銅牌；1990年北京亞運會，中華代表團留下「缺金」的遺

憾，王惠珍則摘取雙料銀牌（100公尺12秒09、200公尺23秒89）。                         

                                                             

王惠珍隨團踏上雪菲爾的征途，代表團成員共51人，團長是時任台灣體專校長的全國大專

體總會長簡曜輝，總幹事許義雄。             

                                                             

雪菲爾世大運開幕典禮於7月14日舉行，英國安妮公主蒞臨觀禮並致詞。雪菲爾位於英格

蘭北部，是座工業大城，為了主辦世大運，耗資1億4千7百萬英鎊（約新台幣64億元）興建運動

設施，光是「丹谷運動場」就花了2千7百萬英鎊。               

世大運期間經常舉行體育學術研討會，這是許義雄教授在1989年

杜伊斯堡世大運研討會現場。 (許義雄提供／蘇嘉祥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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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代表團把奪牌希望寄託在王惠珍身上，尤其是100公尺，當時她的最佳成績已達到11

秒29，比「羚羊」紀政保持的全國紀錄只慢了0.07秒。                                                     

                                                             

百米短跑獎牌爭奪必須通過四關的考驗，7月21日舉行的前兩趟都受到超順風之助，王惠

珍預賽11秒44、複賽11秒38；翌日先進行準決賽，王惠珍跑11秒54，在晉級決賽的8位選手中排

名第三，奪取獎牌的機會頗濃；不過，相隔兩個半小時舉行決賽時，王惠珍在後半段的衝刺顯得

力不從心，以11秒67名列第四。                           

                                                             

中華代表團頓時陷入一片低氣壓。王惠珍在賽後退回室內練習場收操，接著蹲在牆邊的角

落自行冰敷右大腿，先是沉默，片刻之後才開口，表示獎牌應得而未得，她很難過。                             

                                                             

她說，決賽當天一早她就覺得右大腿疼痛，冰敷未見效，決賽前半段她並沒輸，但跑到70

公尺處，右大腿痛的不得了，想加速卻使不上力量，幾乎要往前撲倒，咬緊牙關才撐到終點。                     

                                                             

奇蹟卻逐漸出現！7月24日進行準決賽，王惠珍的右大腿雖然纏著彈性繃帶以減輕痛楚，仍

在第二組跑出23秒98，以分組第三名通過考驗，這個成績在晉級決賽的8位選手中排名第五。                   

                                                             

1991年教育部長毛高文(左)授旗給中華世大運代表團團長簡曜輝。

(簡曜輝提供／蘇嘉祥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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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舉行決賽，王惠珍居然一路領先，過了彎道已明顯擺脫其他選手的威脅，直道的加

速更順暢，她以23秒22奪魁，挪威選手奧森以23秒41居次，美國柯琳絲23秒47獲銅牌。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一向以「短跑王國」自豪，賽前誇下海口，要包辦男、女100、200公尺

的4面金牌，前3面已經到手，王惠珍卻以黑馬之姿殺出重圍，硬生生阻斷美國的「大滿貫」美

夢。             

                                                             

王惠珍成為世大運舉行16屆以來，第一位在這個項目贏得金牌的東方女孩；她也創下我國

田徑選手歷年來第一次在世界性錦標賽鍍金的新紀元。                                                       

                                                             

站上「丹谷運動場」花團錦簇的頒獎台，王惠珍還不敢相信她真的贏得金牌；當法國籍的

FISU榮譽財務長塔波把金牌套在她頸上，終於證實這不是夢！                                                 

                                                             

王惠珍受獎後，轉身面向升旗台，悠揚的大會會歌響起（這屆世大運頒獎時一律演奏FISU

的會歌，不奏各國國歌），我國大專體總的會旗緩緩上升，王惠珍數度掩面而泣；與我同行的攝

影記者程思迪捕捉這個場景，獲得當年「吳舜文新聞獎」照片類獎項，獎金20萬元。     

                                                             

王惠珍這面金牌，除了應歸功於個人展現超強的意志力外，教練蔡榮斌更功不可沒；代表

團隊醫鄭明德、運動醫學治療師康翠籃，也在背後作出貢獻。                                                 

                                                             

師徒在賽前討論後，並聽取隊醫的意見，王惠珍決定在決賽時全力一搏，但她要求隊醫鄭

明德在場邊「待命」救援，鄭明德答應了。     

                                                             

經過評估，決賽時如果要綁彈性繃帶上陣，必須兩腿都綁，因為王惠珍除了右大腿的傷勢

外，左大腿也有些疼痛，但如果兩腿都綁，身體敏捷性較差，勢必影響成績，於是作成兩腿都不

綁的決定。         

                                                             

決賽當天一早，蔡榮斌帶著王惠珍前往距選手村約半小時車程的一處古堡參觀，王惠珍還

買了兩本童話小說來看，直到下午一點多才回到選手村，睡了兩個小時被喚醒，然後到練習場

熱身，等候上場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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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榮斌說，王惠珍的100公尺獎牌應得而未得，主要是承受太大的心理壓力，臨場反而造成

身體僵硬，衝刺才會力不從心；既然要拚200公尺，這種壓力必須設法化解，他才帶王惠珍去古

堡散心，想讓她鬆弛身心。                                                     

                                                             

蔡榮斌其實多麼希望王惠珍能贏，那怕是1面銅牌也好，但他在賽前仍然叮嚀王惠珍量力而

為，把目標擺在第四或第五名就行了；這也是蔡榮斌的「激將法」，因為他太了解王惠珍的個性，

既然決定參賽，王惠珍不可能不拚。                                           

                                                             

決賽她分在第七道，這是王惠珍生平第一次被分在外道，沒想到因此「獲益」，因為外道的

「離心力」較小，她可以在彎道就加速衝出。她和蔡榮斌當初的盤算，在彎道咬住第八道的美國

柯琳絲，再緊釘第六道的挪威奧森，待進入直道才全速衝刺，未料王惠珍的彎道跑得很好，反

而是在彎道掌握先機，始料未及地摘金。                   

                                                             

金牌雖然到手了，我還是有些擔心藥檢結果，因為王惠珍在賽前曾服下兩顆止痛藥；所幸兩

天後結果出來，一切ＯＫ。                 

                                                             

大會落幕，中華代表團先到愛丁堡旅遊，然後取道倫敦返國。我國駐英代表戴瑞明在倫敦

設宴慶功，席開七桌，王惠珍致詞答謝時，特別感謝隊醫鄭明德和運動醫學治療師康翠籃的妥

善醫療照顧。         

                                                             

回國後，王惠珍和蔡榮斌風光極了，由團長大專體總會長簡曜輝陪同，分別接受總統李登

輝、行政院長郝柏村召見嘉勉，教育部長毛高文頒發國光體育獎章。

                                                             

從雪菲爾凱歸，王惠珍插班進入國立政治大學國貿系就讀，田徑實力也不斷增長，尤其是

200公尺，1992年在宜蘭舉行的台灣區運動會締造22秒56，打破紀政保持22年的22秒62全國

紀錄。

1993年水牛城世大運，王惠珍獲200公尺銅牌（22秒80）；1994年在廣島贏得亞運會200公

尺金牌（23秒34）、100公尺銀牌（11秒41），為她的田徑生涯畫下完美的句點。                                         

                                                             

如今，王惠珍已年近40，結婚生子後淡出田徑圈，但她成立了拼布工作室，以專業老師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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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大學生躋身世界金牌殿堂

分開班授徒，編織她另一個美好人生。

王惠珍為我國贏得世大運第一金，回國後接受教育部長毛高文(左)

頒發國光體育獎章．（聯合報系提供／曾清淡翻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