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前言

臺北市將於 2017 年舉辦世界大學運動

會（Universiade），臺灣海峽兩岸維持和平

的各種交流活絡而頻繁，而臺灣參賽經驗將

屆滿 30 年，又是首次舉辦空前盛大的大型

國際運動賽會，將是令人充滿期待又興奮的

時刻。回溯 1987 年臺灣首次組團參加世大

運，兩岸政治情勢仍然強烈對峙，聯繫國際

大學運動總會（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Sports 

Federation, FISU）從報名參賽及入會申請，可

謂戰戰兢兢、步步為營。回首個人參賽經驗

及臺灣累積舉辦國際賽事經驗，更多次申辦

世大運失敗而不屈不撓，終於獲得國際大學

運動會執委會的肯定，筆者服務於體育運動

專業領域，感觸良多，提筆回憶 28 年前的參

賽生命故事敘說。

本文以質性研究觀點切入議題，不涉及

深奧的學術理論，筆者以自己為敘說對象，

因此既是「訪談者」又是「受訪者」，展開

自我「時空」對話的歷程，本文為增加可「信

度」與「效度」，並具有深刻、細緻而獨特

的個人生命經驗感動（陳向明，2006），且

與許績勝隊友共同「檢驗」臺灣首次參賽世

大運的歷史見證。受限於篇幅，筆者難免有

以管窺天之見，僅以運動員參賽生命經驗為

主軸，期望激起運動同好者的熱情與感受，

更能應用運動場域「專注」與「冷靜」思索

自己的生涯歷程。

貳、自我奮鬥有方  達到參賽標準

造物者賦予人類愛好運動的天性，筆者

小學時因父親是礦工，每天上學需走約 4 公

里的路程，放學及寒暑假經常縱情於溪澗，

及至小學 5、6 年級 600 公尺測驗，皆所向無

敵，升上五股國中時很羨慕同學參加學校田

徑隊，僅在走廊陽臺遠觀代表隊揮灑自如的

練習，就讀工專時參加全校 10 公里路跑賽打

破全校紀錄，正式啟開田徑運動之途。

在五專同儕引薦下，加入劉明祥老師義

務指導的北大田徑俱樂部，每星期六在臺大

臺灣首次參賽世界大學運動會運
動員生命故事敘說
文 / 許光麃、許績勝

▲1987 年札格瑞布（Zagreb）世大運吉祥物。

  （圖／許光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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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場度過酷暑揮汗與寒風刺骨的青春歲月，

由於認真而專注投入於長跑練習，幾經劉明

祥啟蒙教練、雷寅雄教授及隊友的諮詢與建

議，南下臺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今名為國

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心無旁騖地投身體

育專業領域，帶著一顆單純樂趣的心，往返

於學術場所的 3 年時光飛逝，踏入軍隊服役

被徵集為陸光田徑隊成員，夢想為國家代表

一直是我努力的目標，軍中運動練習與休息

總是規律交替著，在王守千教練鏗鏘有力的

話語鼓勵下，嘗試人生的第一場馬拉松比賽，

5 月突然收到大專體總來函通知，即將參加世

界大學運動會的意外驚喜，進而搭上飛往世

大運的班機。

叁、 首度組團參賽世大運  開擴國際賽會

視野

根據國際大學總會規定，畢業兩年內大

學生皆可參加世界大學運動會，匆匆趕辦完

離營手續後，回臺北集訓。7 月 4 日上午代

表團在教育部簡報室授旗，搭國泰班機赴法

蘭克福停留一晚，隔天再飛往世大運主辦城

市 - 札格瑞布 （Zagreb），向大會辦理報到、

拍照及辦妥選手證，終於住進兩人一間的大

學宿舍，環境清幽而房間簡樸，臺灣為申請

加入國際大學運動總會，比其他國家代表團

還早進駐選手村，交涉加入會籍相關程序及

手續。比賽日期接近，各國隊職員陸續報到

及入住，無論在餐廳或大學校園各角落，看

到各色人種之聚集，儼然置身於地球村。

住在大學宿舍盥洗及練習方便，雷寅雄

教練有時安排在大學田徑場練跑，有時要筆

者和許績勝路跑 1 小時或 1 小時半，為增廣

運動見聞，雷老師還特地安排到世大運划船

比賽場地兩旁道路訓練，一兩次經大會志工

引導到開閉幕的田徑場練習，比賽前幾天，

雷老師請志工協助安排車輛，實際在世大運

馬拉松競賽路線練跑半程，練完休息時，雷

老師和當地民眾聊天，特地拿飲料來請我們，

感受在地民眾熱心支持與配合，是大型國際

賽會必要條件之一。由於大會賽程將馬拉松

安排在閉幕前的最後一天，除按教練指導練

課表之外，搭世大運期間免費公車遊覽市區，

善於行動的運動員更要用心體驗當地民俗文

化，人潮擁擠的車站、人聲鼎沸的市集，還

有培養人文氣息的博物館，皆不能錯過。每
▲  世大運開幕前的集合與等待。（圖／許光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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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出入於田徑場，確實見識到不少國際級選

手，因此世大運又被譽為「學生奧運會」。

開閉幕是各國文化的交流場所，透過國

際賽會是最佳的和平盛會。主辦城市賽前忙

碌規劃比賽硬體場館建設，更得精心巧思設

計開閉幕的表演節目。記得開幕典禮當天，

臺灣代表團搭車赴開閉幕場外圍集合，受到

1972 年慕尼黑奧運史稱「黑色九月」的影響，

各國代表團都需經層層安檢關卡的確保，經

過漫長的等待，時而與隊員話家常，時而與

隊職員們在引導牌前合照，在緩慢移動中各

國代表團陸續進場，整個田徑場充滿熱情觀

眾的歡呼聲，全球 122 國 5 千多名各國代表

集合在田徑場中央，在國際大學運動總會會

長 Dr. Primo Nebiolo 兼國際田徑總會會長開

幕致詞及升會旗之後，南斯拉夫各族群文化

表演一幕一幕展開，有民族神話傳說的英勇

事蹟，有美不勝收的科技燈光效果，無非是

展現在地文化特色與熱情，促進各國代表團

彼此文化交流與瞭解。

肆、參賽者全力以赴  觀眾熱情無比

身為競技運動員就是興趣於自己的運動

種類，高度認同參賽42.195公里的競賽距離，

要有超乎常人的生理條件才能征服自己與他

人爭勝，更要長年累月的練習才能理解自己

的身體情況，根據天氣冷熱濕度採取適當配

速，期望不斷習得的運動能力在比賽中創造

佳績。在世大運賽會期間，感受到當地天氣

熱而乾燥，清洗衣物經一晚晾曬，隔日早晨

衣服水分已蒸發。7 月 16 日馬拉松會議，有

很多國家提出更改時間的要求，因前一天有

英國選手跑 10,000 公尺中途昏倒。但馬拉松

路線於市區內進行牽涉交通管制時段，延滯

19 日上午公布比賽時間延後 1 小時舉行（許

義雄，1988），確實讓大會大費周章。

透過運動競賽交流增進人類彼此瞭解，

亦在促進參賽運動員對自己身心有健全的認

識。筆者的第四場馬拉松賽卻在盛夏開跑，

酷暑是跑馬拉松者追求佳績無法克服的鐵律，

賽後隨即閉幕的田徑場已座無虛席，也感受

大會賽程規劃的用心與重視。鳴槍開跑繞完

田徑場後，往市區的道路邁進，酷熱難擋的

天氣讓沿途加油的民眾打赤膊吶喊，馬拉松

參賽選手有 31 位，賽事路線全面交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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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大運馬拉松從田徑場起跑。（圖／許光麃提供）



讓跑者安心通過路口，大會確實依照國際田

徑規則設立水站及海綿站，媒體賽前良好的

宣傳，跑者所經之處有各式各樣的加油，貼

心的觀眾感受跑者喉嚨乾燥難耐，無論老少

皆主動提著裝滿水的透明塑膠袋或罐裝水，

提供跑者淋在身上或補充口渴之用。

在裁判手勢指引方向下，終於跑進即將

閉幕的田徑場，筆者是第 17 位跑進終點的選

手，能撐到終點只有 20 位選手，其中 11 位

因難耐大熱天而中途退出比賽。筆者抵達終

點已疲憊不堪走路蹣跚，改變我一生命運的

許義雄教授，已在終點等候多時，得知是自

己參賽以來最差成績，深感愧對代表團職員

戮力奔走加入國際運動總會的苦心，許教授

不但不責備，反而不斷以溫馨口語詢問身體

情況，並小心攙扶筆者走進馬拉松選手按摩

及休息處，還肯定有始有終的完賽精神。

伍、 鴻博碩儒群聚世大運  形塑優良學習

典範

世界大學運動會英文 Universiade 一詞，

係由 University 及 Olympiade 二詞結合而成，

參賽會員國、人數及競技水準，僅次於奧運

會（王俊權，2012）。代表團成員中僅筆者

和許績勝同為專科畢業生，其餘選手徵召自

臺灣師大及輔仁大學在學生，心中充滿自卑。

從德國法蘭克福飛往札格瑞布途中，幸有體

育原理學者許義雄教授坐於身旁，第一次坐

在高普考試典試委員旁，猶如置身知識寶庫。

許教授透析競技場上的熱情短瞬即逝，仍需

冷靜思考生涯規劃，許教授一句：「英雄不

怕出身低」，成為筆者一輩子努力的動力。

國中導師陳罔市得知筆者有志於體育，

諄諄教誨筆者不可出言不遜及粗魯行為出現。

此次代表團有簡耀暉教授畢業於美國明尼蘇

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博士學位

專攻運動心理學，年輕時是學校棒球代表隊

成員，提醒筆者競技運動不可荒廢學業。溫

文儒雅的方進隆教授，獲得美國德州農工大

學博士，專精於運動生理學，年少曾是田徑

好手。鄭志富教授出席本屆世大運後，負笈

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ern 

Colorado） 修得運動管理學博士學位，年幼

▲1987 年我國第一次參加世大運（札格瑞布），馬拉

松選手許光麃（右）跑抵終點時，代表團總幹事許義

雄前往迎接。（圖／許光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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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曾熱衷於棒球運動。上述師長，青少年

歲月樂趣於運動成績追尋，離開運動場持

之以恆苦學自持，是筆者在運動道德規範

及修身養性的最佳楷模。

世界大學運動會並非一般人所謂「頭

腦簡單」及「四肢發達」的表現場所，配

合賽會期間藉此運動學術研討會，提升競

技運動水準及大學體育願景。本屆主要任

務在加入 FISU 成為會員，並派員參加比

賽，但出席學術會議瞭解梗概，打開筆者

的學術視野，確實非一般人想像的簡單。

陸、反思與結語

從小發揮人類愛好運動的天性，在同儕

引薦加入劉明祥老師的北大田徑俱樂部，由

於雷寅雄教授的鼓勵而毅然投身體育專業，

臺體畢業幸獲徵召陸光田徑隊服役，王守千

教練晨昏督促而轉攻馬拉松，榮獲臺灣首次

參加世界大學運動代表團之列，打開國際運

動賽會的視野，感受熱愛運動的觀眾迷，世

大運代表團鴻儒碩博使筆者耳濡目染，激發

虛心向學之志。藉此生命故事敘說，感謝曾

經指導筆者熱情奔馳於田徑場的教練，並使

筆者冷靜沉潛於學術領域的師長，讓筆者深

信體育是最佳的全人教育。（本文作者許光

麃為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教授兼運動教育

學院院長、許績勝為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競技運動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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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閉幕選手由左至右：許績勝、黃娟娟、許光麃。

  （圖／許光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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