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前言

積極參與國際大學生體育活動交流與

競賽，為政府既定之體育政策方向，亦為

多年來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以下

簡稱大專體總）之重要目標與願景。1987

年 7 月 8 日 至 19 日， 第 14 屆 世 界 大 學 運

動會（Universiade）在南斯拉夫札格瑞布市

（Zagreb）盛大舉行，我國在努力爭取多年後，

首次由大專體總組成代表團參賽，為爾後臺

灣參與世界大學運動會及大學生國際運動競

技，開啟了第一道門，開啟了希望。

1987 年，南斯拉夫不畏共產祖國蘇聯以

及中國大陸的強權要脅，秉持彈性外交政策，

歡迎世界各國參賽（李涵宇，1987a），也促

成我國得以成功參加該年世界大學運動會，

「他們接受我們參賽，不只需要勇氣，更要

有開放的氣度」（李涵宇，1987b），也正因

如此，為我國進入國際運動競賽開啟了一扇

幽閉多年的大門。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現已

走入歷史（2003 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改名為

塞爾維亞與蒙特內哥羅（簡稱「塞蒙」），

正式取消「南斯拉夫」國號），Zagreb 目前

也成為克羅埃西亞共和國的首都，我國不僅

在消失的歷史國度上，刻劃了一筆重要的痕

跡，同時開創了我國大學體育史的新紀元，

更完成了歷史性的任務。

貳、組團經過 

自大專體總（臺灣師大為會長學校）接

獲教育部指示評估組團參加世界大學運動會

伊始，便著手進行各項工作之規劃，首先安

排相關人員（高雄師大張校長壽山、臺灣師

大梁校長尚勇、許主任義雄、湯銘新教授、

教育部楊專員明雄）至日本神戶考察 1985 年

神戶世大運（1985 年 8 月 22 日），並藉此

拜訪國際大學運動總會（FISU）主要負責人，

對解決我國入會問題始獲初步進展與回應。

考察團回國後，大專體總即緊鑼密鼓召開各

昂首闊步的歷史─
我國參加 1987 年世大運記實
文 / 鄭志富、簡欣穎

▲   1987 札格瑞布世大運 LOGO。（圖／鄭志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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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協調會議，同步分析各項運動參賽實力，

初步研議田徑、籃球、足球、體操、排球等

五項運動種類，並進一步由各教練提出選手

實力分析報告，以及研訂選訓計畫（1986 年

6 月 30 日）。只不過，當我國在申請參加世

界大學運動會的同時，外交部一再提醒，我

國尚未加入 FISU，恐無法派隊參賽（1986 年

11 月 18 日）。據此，大專體總旋即洽請中

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華奧會）

支援，透過中華奧會積極與國際奧林匹克委

員會聯繫，協助我國申請加入 FISU，其過程

備極艱辛，實非三言兩語能夠描述。1987 年

3 月 27 日終獲教育部同意組團參賽，並指示

積極申請加入 FISU，以「精簡」、「實力」

為組團參賽原則參加 1987 世界大學運動會

（大專體總，1987a）。

惟其後寄出申請入會資料， FISU

均未回覆，中華奧會張副主席彼德乃於

1987 年 5 月 6 日，主動邀請大專體總許

秘書長義雄與中華奧會吳副主席經國研商

入會及參賽對策，並緊急決定在 5 月 15

日委請吳副主席經國及湯銘新副秘書長至

比利時國際大學運動總會總部，親自拜訪

康柏納（Roch Campana）秘書長詳談一切

細節，包括：確認我國申請入會文件及附

件資料、代表團名稱：Chinese Taipei, 簡

稱 TPE，開幕入場序排列於 T、我國進入南斯

拉夫無需簽證（以護照及報名表即可入境）、

各項報名、參賽問題均給予一般參賽國家之

同等待遇（大專體總，1987a），這樣的承諾

確立了後續的入會申請，以及代表團進入南

斯拉夫參賽。中華奧會積極協調及國際奧會

從旁協助，功不可沒 !

當年，臺灣師大係大專體總會長學校 

（1985~1987 年，大專體總尚非社團法人，

會長學校係由全體會員學校選舉產生，任期 2

年），並負起所有組團行政工作，梁校長尚

勇亦指示全校各單位全力協助配合。因此，

除了體育組統籌所有事務外，秘書室、體育

系及總務處…等單位亦全體動員，許義雄主

任、簡耀暉主任、湯銘新教授、方進隆教授

及鄭志富老師等亦竭盡心力，為我國首次組

▲授旗典禮後教育部施次長金池勗勉。（圖／鄭志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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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參加世界大學運動會各項工作奔走。而

中華奧會張副主席彼德及湯銘新教授更為

關鍵人物，透過其國際間豐沛人脈穿針引

線，終為我國大學運動員開啟了最高境界

的舞臺。尤其是 1980 年代，我國正處於

重重外交危機之際，不要說參賽是個問

題，即便是申請會員都不得其門而入。當

時，大專體總雖致力於開拓國際事務，積

極申請加入國際大學運動總會組織及其所

辦活動，卻始終未能如願，在一個孤立

無援、內外動盪的局勢之下，我國只能自立

自強。所幸，透過 FISU 副主席克林（George 

Killing）先生，以及運動國際大學運動總會

秘書長康柏納先生之協助，促成我國加入會

員，並幫助我國正式組成一個 27 人的精緻團

體（團長梁尚勇、總幹事許義雄、秘書方進

隆、財務楊明雄、管理鄭志富、會議代表：

湯銘新、簡耀暉、劉田修、田徑教練雷寅雄

及選手 4 人、排球教練胡忠民、裁判章金榮

及選手 12 人），於 7 月 4 日下午 7 時 15 分

搭乘國泰 451 班機踏上征途，經法蘭克福轉

機前往南斯拉夫參加世界大學運動會。儘管

在會員大會（1987 年 7 月 6 日）上，中國大

陸對我國加入國際大學運動總會百般刁難，

尤其是在會員大會的發言，仍是千篇一律的

敵意說詞，惟大會整體的氛圍對我國有利。

當時，共有 8 個國家申請加入會員，其中 7

個新會員均由主席唱名後，全體無異議鼓掌

通過，直至唱名我國時，主席稍加停頓後補

充說明：「FISU 的原則是門戶開放，歡迎全

世界各地的大學生都能參加 FISU 大家庭的競

賽活動，經執委會審查，中華臺北大專體育

總會組織均合乎規定，如果各位會員無任何

異議，亦應一併通過」（大專體總，1987a，

頁 13），此強而有力的肯定與陳述，加上梁

尚勇會長即席致謝之詞「本人今天以中華臺

北大專體育總會會長身分，參加國際大學運

動組織的盛會，深感榮幸，謹代表中華臺北

大專體育總會 114 個大專院校，對於各位的

支持，藉此機會表達誠摯之謝意。」（大專

體總，1987a，頁 13-14），委婉又不失堅定

的表示我國入會的決心，各國代表熱烈鼓掌

▲代表團隊職員攝於開幕典禮。（圖／鄭志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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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這歷史時刻（1987 年 7 月 6 日中午

12 時 50 分）確立了我國正式加入會員，並

開啟參加世界大學運動會之路。

自此之後，我國大學生運動員終能擁有

參與國際大學生運動競技的絕佳機會與舞臺，

充分展現奪金實力，耀眼國際。尤其是在外

交艱難的 80 年代，藉由運動參與突破了重重

的政治限制，也打開了許許多多當年被認為

無法到達的國度與賽會。此外，亦藉由許多

國際友人的協助與穿針引線，拓展了運動參

與的層面（國際中學生運動總會 ISF、國際少

年運動會 ICG），對日後國內學生運動員及國

家代表隊運動競技水準提升，影響甚鉅。

參、參賽情形

本次女子排球參賽人員為：教練胡忠民

教授、裁判：章金榮老師、選手：吳美玉（師

大）、王美麗（師大）、林桂美（輔大）、

陳麗芬（輔大）、王素珍（師大）、賴

雪燕（師大）、許梅珠（師大）、余育

蘋（師大）、林芳英（輔大）、李致美（輔

大）、黃娟娟（輔大）、宋美玲（輔大），

該代表隊並於 1987 年 5 月 18 日至 7 月

3 日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館校區體育

館集訓。女子排球於此次競賽總共參加

19 隊當中獲得第 14 名，在我國首次參

加世界大學運動會來說，以及衡量各種客觀

條件及國際排球競爭力發展迅速的情況下，

名次尚在預期之內（大專體總，1987a）。

田徑參賽人員：教練雷寅雄教授、選

手：陳光明、武為瓊、許績勝、許光麃。我

國田徑選手首次在世界大學運動會當中展露

頭角，成績雖未達預期但也差強人意，尤其

我國馬拉松選手面對酷暑炎熱的氣候，由

本次參賽人數總共 31 人，實際完成全程競

賽 20 人當中，我國許績勝、許光麃 2 位選

手皆不畏艱難，堅持到最後抵達終點（分獲

第 11 及 17 名）。由於世界大學運動會參

賽人數較少，沿途孤軍奮戰，氣候乾燥難

耐，備極辛苦，相當令人敬佩（大專體總，

1987a）。

值得一提的是，1987 年 7 月 8 日下午

6 時，我國代表團於 Dinamo 運動場參加開

▲  女子排球隊比賽情形。（圖／鄭志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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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典禮時刻，穿著深藍色西裝外套，配搭白

色長褲、白皮鞋，以及時尚紳士帽，分 5 列

縱隊進場，在 128 個參賽國家中排列於 113

序位（在瑞士之後、泰國之前）。此時，來

自世界各國的參賽國家代表配合著交響樂團

的節奏緩緩進場，5000 多位選手個個精神

抖擻，彷彿已獲得本次競賽最高榮譽，為國

爭光。對我國來說，首次進入世界大學運動

會開幕現場，猶如已站在起跑線，站在巔峰

之前，準備邁開步伐，為我國往後所有大學

運動競技成績一步一步往上攀升，直到超越

世界大學運動會獎牌下所背負的各種艱辛與

汗水。

此次參賽，包含教練、選手、隊本部職

員均團結一心，克盡職責，讓整件事情自籌

備到正式成軍、出國參賽、平安返國，所有

過程流暢且順利。而我國第一次參賽囿於諸

多條件限制，成績表現尚差強人意，選手於

競賽間不卑不亢的風度，積極奮鬥的士

氣，充分展現運動家精神，為我國在各

國與會人員當中獲得了一致好評。在返

國檢討會議當中，上級指導單位長官、

大專體總工作人員、教練及團員出席踴

躍，氣氛一片和諧，梁尚勇會長於會議

中再次感謝教育部、外交部及中華奧會

自始至終全力協助方得完成此一大事，

並請下屆會長學校（中山大學）努力延續，

為我國大學體育開創更遠更廣的視野（大專

體總，1987c）。

肆、結語

世界大學運動會精神為「透過全世界

青 年 來 促 進 世 界 和 平 」， 體 育 運 動 競 賽

一 直 是 維 持 世 界 和 平 的 重 要 影 響 因 素，

自 古 以 來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舉 辦 時 期， 從

古 希 臘 各 城 邦 至 後 來 現 代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全世界停止戰爭行動，此宣言一出，

世界各國無不恪遵守信，自開幕起，所有

運 動 員 全 力 以 赴， 為 個 人 為 國 家 爭 取 最

高 榮 譽。 在 聯 合 國 千 禧 年 宣 言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claration）中也再

度在「和平、安全與裁軍（Peace, Security 

and Disarmament）」 一 節 中 提 及：「 我

們 促 請 會 員 國 從 今 以 後 不 論 是 個 別 或 聯

▲代表團於開幕典禮合影。（圖／鄭志富翻拍自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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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國 家 遵 守 奧 林 匹 克 休 戰 原 則， 並

支 持 國 際 奧 林 匹 克 委 員 會 努 力 透 過

體 育 和 奧 林 匹 克 理 想， 達 成 和 平 及

人與人之間相互的體諒。」（United 

Nations, 2000），再者，國家運動競

技主力及國際賽會所獲得的獎牌百分

之九十五來自於大專學生，在我國運

動競技逐漸茁壯之際，發展並積極參

與國際競賽為當務之急（大專體總，

1987b），大學體育為學校體育的一

環，學校體育紮實奠基，國家運動競技人

才方能源源不絕，且層次才能不斷提高。

1987，我國首次參加世界大學運動會

的年代，記錄著多少被淡忘的歷史，當爭

金奪冠不再是神話，所有這些美好的記憶，

將成為我國大學近代體育史中，一件值得

記載的故事。尤其是在 2017 年臺北世大

運舉辦時，距我國成功加入 FISU 正好 30

年，細數著這整整 30 年的歷史點滴，彌足

珍貴！（本文作者鄭志富為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副校長、簡欣穎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室行政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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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績勝選手抵達終點 - 馬拉松第 11 名。（圖／鄭志富提供）

17   季刊    第 183 期

本期專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