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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健雄— 平凡中的不平凡

李亦伸　民生@報記者

前　言

新竹體壇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新竹市體育會總幹事楊健雄公正無

私的做人處世態度，長年樹立典章

制度的體育行政經驗，為新竹體壇

建立經典規範，展現效率。

他是個再平凡不過的基層體

育人員，練田徑、打籃球、學排球

出身，一生從事體育行政和教練工

作，他將平凡的運動員轉化為體育

圈極不平凡，影響深遠的種種作

為，贏得無數尊敬。

體育園丁 奉獻一生

做了 50 幾年體育人，兩鬢灰

白、聲音誠懇，給人感覺是一點脾

氣都沒有，態度親切宛如自己爺爺

般的楊健雄說：「做事容易，做人

難。」

一句話，說盡了基層老體育

園丁一輩子的奉獻和執著。儘管如

此，楊健雄還是義無反顧，沒有後

悔。

圖1　 民國64年，楊健雄獲頒臺灣省教育廳頒發「特殊
優良教師」（圖片來源：李亦伸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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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練田徑，中學打籃球，當

兵練排球，教師生涯從事籃球、排

球教練工作，半輩子投入體育行政

工作的楊健雄，在新竹市籃委會幹

了十幾年，從教書幹到退休，卻還

沒正式退下來。

新竹市籃委會、體育會過去

一、二十年典章制度和全套運作模

式，幾乎是楊健雄一步一腳印的建

立起來。

他表示，「這裡頭的人大多是我

帶上來的，他們有能力做好一切，

但他們要我繼續做下去，認為我還

能做，但我真的希望交給他們，讓

年輕人、更有活力與能力的人，可

以發揚光大，擴大體育影響力」。

一輩子體育人，楊健雄的人

生，永遠離不開體育，他就像一般

臺灣運動選手出身平凡，回到家鄉

新竹籃壇、體壇落實生根，平凡紮

實的創造一片屬於自己，但影響後

世的體育時空。

72 歲的楊健雄，沈浸在體育

世界，熱情依舊，沒有一點老態，

他清晰的思維，規律的邏輯，以及

永不放棄的執著，仍在新竹體壇發

酵。

民國61年，坐慢車去比賽

楊健雄說自己的體育一生，是

圖2　 新竹市體育會的一群快樂志工，前排左1是總幹事楊健雄（圖片來源：李亦伸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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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民國 60 年他當國中體育老師開

始。

民國 61 年，楊健雄執教新竹建

華國中，他帶籃球隊去屏東比賽，

12 人名球員加自己，一整個禮拜的

經費是 5000 元。在當年，5000 元是

不少的數目，但對一支籃球隊到屏

東比賽吃喝拉撒睡加交通，那真的

是不夠。

一大清早坐慢車（火車），從新

竹晃到屏東，每一站都停，到了屏

東已近黃昏。

「為了省錢和控制預算，我去跟

旅社談折扣，吃飯找粗俗、便宜，

大家日子都過的很清苦，還好我們

打了國中籃球冠軍回來，很有面

子，也很開心，不但讓大家忘記外

出比賽的日子有多節儉、清苦，那

段艱苦比賽的生活，也成了每個人

永遠的甜美回憶」，楊健雄說起帶國

中籃球比賽的往事，日子雖苦，生

活比賽條件都不好，但言談間還是

有幾分的甜蜜。

他感慨頗深的說：「現在的體育

圈，有的是錦上添花，沒有雪中送

炭，我這麼說很尖銳，但大部分是

事實，我們那時候除了學校的經費

支持，其他凡事靠自己，執著就要

靠熱情和傻勁堅持下去，才能成就

一切，我說這段往事，主要還是想

要告訴更多的官員和企業，請大家

多為體育運動付出關心。」

楊健雄帶領建華打下國中籃球

冠軍的那一批球員裡，最有名的一

個就是陳煥成，後來成為中華男籃

主力控球後衛，退休後旅居美國洛

杉磯多年，那一批球員有幾個後來

圖3　 平凡中的不平凡，楊健雄平實踏實的體
育人風骨，讓人佩服（圖片來源：李亦
伸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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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進公賣局籃球隊，那是楊健雄在

籃球界最早期的成就。

談起過去種種輝煌，不免想到

現在。

他強調，過去這一、二十年，

新竹籃球沒落了，沒有銜接式的國

小、國中、高中培育系統，沒有出

色瘋狂，義無反顧的基層教練，也

沒有足夠的企業贊助支持，曾經輝

煌的新竹籃球搖籃，已經很多年沒

有培育出優秀人才。

執教建華  輝煌一時

楊健雄帶領建華贏得民國 61

和 63 年國中籃球冠軍，創造建華和

新竹籃球最輝煌的時代，當年主客

觀條件都不好，但贏球的喜悅與全

國冠軍的成就感，還是最重要的推

手，楊健雄樂觀平凡的持續投注他

的熱情。

民國 67 年接下建華體育組長，

改變他當體育老師、做籃球教練的

方向。

楊健雄表示，接了組長，練

球、比賽、帶領球隊的時間就不多

了，你必須負擔更多的行政庶務和

管理、協調工作，在公務系統裡做

事，最多的就是繁文褥節和規章，

圖4　 楊健雄帶領電信局女籃隊在臺北公賣局球場參加比賽（圖片來源：李亦伸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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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要照規矩來，依規定行事，

非常制式僵化。

誰都沒有想到，這一次轉變，

讓楊健雄的教練專長轉了個彎，因

為他為新竹籃球、體育會所建立的

系統、機制、效率和管理，正是從

這時候所打下的基礎。

民國 60 年代，建華在新竹是第

一學府，全校有五、六千人，80 多

班，辦一場學校運動會都會讓你忙

翻天。那時候建華真正學區只有新

竹的三分之一左右，但竹南、竹東

的學生後來都轉學過來了，學生往

好的學校就讀很正常，這也讓建華

當年名滿新竹，成為明星學校。

學生多，校務多，管理也更費

心，楊健雄在這麼龐大的學校系統

中，有條不紊的細膩管理規畫，奠

下他日後兼任新竹中等學校體育會

總幹事，負責規畫所有體育行政庶

務和賽事活動機制的基礎。

建華盛極一時的年代早已過

去，現在建華全校只剩下 20 幾班，

跟巔峰時期的 89 班，夜間部 20 幾

班，不可同日而語，一半以上的教

室空蕩蕩，讓楊健雄不勝唏噓。

體育園丁
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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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楊健雄軍中效力臺中預訓部籃球隊（右3為楊健雄）（圖片來源：李亦伸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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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行政，走上不歸路

「我在新竹籃委會 20 年，當然

希望可以把新竹籃球給重新帶上

來，我們新竹市體育會有培訓經

費、預算，也有補助獎勵計畫，但

一直沒有辦法有系統的建立一個機

制，從小學、國中、高中，一路拉

上來」，楊健雄還是很有心，想利用

手裡的資源，把新竹籃球、競爭力

給拉上來。

他表示，新竹現在最大問題

是，沒有一個比較好的成長系統與

環境，國小籃球還不錯，但國中欠

缺專門投入的學校，像新竹舊舍國

小，學校有體育館，有非常投入的

教練，也在全國少年籃賽打出不錯

的成績，但球員畢業後都「挖角」

到其他縣市國中就讀，因為新竹沒

有打國中甲級的學校，無法留下好

球員。

另外東門國小成績和表現也不

錯，松山高中畢業，打過 HBL 高中

聯賽的李成碩在那裡擔任實習老師

任教，但老師都是代課，安定不下

來，根本無法給教練保障，同時給

球員一個成長環境。

熟悉體育行政運作系統的楊健

雄說：「新竹的問題，全國各縣市應

該也都有，當你留不住教練，也留

不住球員，更沒有學校和後勤支援

時，體育發展就會更困難。」

國際籃球裁判，一生遺憾

民國 56 年楊健雄就考上全國級

籃球裁判，在全國性的比賽執法。

可惜，楊健雄沒有去考國際裁判，

這是他籃球裁判生涯中，最大的一

個缺憾。

打籃球、當教練、吹裁判，楊

健雄的籃球心路跟一般籃球員沒有

兩樣。但回憶起無緣赴考國際籃球

裁判，楊健雄還是有幾分不捨和遺

憾。

那是在民國 67 年，楊健雄剛升

建華國中體育組長，那一年南韓舉

辦世界女籃錦標賽，同時舉辦國際

籃球裁判講習、觀摩和考試，全世

界要考國際籃球裁判的新人都會參

加講習與赴考。

在當時，每個要去南韓考國際

裁判和參加講習的人都要交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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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剛升組長的楊健雄，正好遇到

5 月建華校慶，繁重的工作讓他走

不開，從此與國際裁判絕緣。楊健

雄表示，那一批去的都考上國際裁

判，轉這個彎，楊健雄只能在體育

行政方面發揮他的體育專長。

但聊起國際裁判和籃球，楊

健雄還是濤濤不絕：「你知道王人

生吧，他是臺灣籃球裁判界的重要

舵手，但他其實是手球出身，不是

打籃球、學籃球的，他是當年跟著

更資深的裁判長劉世珍才慢慢混出

道，我在吹裁判的時候，王人生都

還沒有吹哩」。

開開裁判界老朋友王人生一

個小玩笑，楊健雄得意的笑了。他

說：「當年國際級裁判只有六個，現

在是一堆了。」

戲謔之間，可以讓人感受到他

當年沒能出國赴考國際籃球裁判的

小小遺憾。

體育行政精華，渾身是勁

專項、年輕、活力，是楊健雄

推廣籃球事務，接掌體育行政最主

要的勵行箴言。

他強調，新竹籃委會每年辦活

動，我一直希望讓更多年輕人來參

與，一來教育銜接，二則發揮年輕

人的創意和活力，三可以注入新血

脈，這樣體壇、籃球才會有朝氣與

變革。只要投注年輕人的熱情，並

且有一、兩所學校打出來，帶動風

氣和潮流，再結合官方、民間資源

人力，籃球發展才有未來。

讓新竹的國小、國中、高中都

有系統培養籃球隊成長，是楊健雄

依然執掌新竹籃委會的終極目標。

楊健雄舉例說，像臺藝大的重

點發展項目就是籃球，其他運動項

目可以推廣，可是重點項目就要集

中火力，不宜分散資源。他表示，

「我喜歡大學體育的主因是，有專長

項目，容易管理，資源和策略可以

抓準，只要這麼深入去做，學校資

源不會分散，專精攻單一運動，達

到全國水準和目標，很快就會有成

績與成果」。

他並不贊成一般學校的「體育

班」設置，體育班裡有 5、6 種運動

項目的選手，資源、經費都分散掉

了，不容易取得成績。

體育園丁
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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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現在的高中籃球展現況

是，光復中學比較好，但只打乙

組，私立磐石中學也不錯。球員條

件好的是新竹中學，球員聰明，而

且愈打愈好，儘管體力、天分差了

一點，但光復的球員聰明、有頭

腦，應變能力強。

但可惜的是，光復中學是升學

學校，欠缺學校支持，校長也不很

重視，籃球發展自然受限，小學、

國中、高中一個系統的建立，也會

受到影響。新竹中學也有游泳池等

不錯的硬體設備，但是沒有好的選

手和培養計畫，沒有專職出色的教

練，一切都可惜了。

他表示，每一所學校的校長是

左右學校體育發展與政策的關鍵人

物，一旦學校決定以學生課業為優

先，那麼所有的運動專項發展都會

被放下，放在升學第一之後，那麼

圖6　 楊健雄帶領新竹建華國中女籃參加全國中等學校籃球賽（圖片來源：李亦伸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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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體育就玩不下去了。

有多少錢，做多少事

楊健雄掌體育會，他的經營管

理策略很簡單，體育會有 31 項休

閒體育，25 項競技體育，通通都

要顧，一視同仁，競技中有八項運

動可以在全國大賽拿獎牌，楊健雄

就在政策和經驗、行政上支援該項

目，選手好，有成績，補助和資源

就會多一些。

楊健雄為體育會和政府建立的

「體育政策」是：「你有成績，就給

你經費培養，A 級就給 A 級待遇，

B 級就給 B 級條件，讓所有競技運

動項產生競爭力和激勵，提升新竹

的體育實力。」

民國 74 年新竹中等學校體育會

成立，楊健雄出任總幹事，負責舉

辦國中、高中校際體育文化活動。

楊健雄認為，現在新竹體育

會的架構、運作，籃委會的結構編

制，基本構想都來自當年他在中等

學校體育會的組織和歷練，當年中

等學校體育會每兩、三個月開一次

總幹事聯席會議，做好規畫，開會

討論沒問題，就發落下去執行，極

有效率。

最讓楊健雄得意的是，體育

經費的運作與掌握，這裡頭很有學

體育園丁
10月號

楊健雄—平凡中的不平凡

圖7　 楊健雄帶領電信局女籃隊（後排右3為楊健雄）（圖片來源：李亦伸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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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他表示，「體育會理監事通過

提案，就交付執行，經費當然是最

大問題，經費足夠該如何規畫、執

行，經費不夠又該如何落實政策，

完成預期效果，這都是很大的考

驗。」

在楊健雄執掌的 8 年內（民國

74-82 年），中等學校體育會都有結

餘，除了開源節流，整合有方，更

重要的是楊健雄「有多少錢，做多

少事」營運概念。

楊健雄說：「做體育行政事務就

是這樣，你不需要抱怨，也不必恐

慌，好大喜功更不符實際，有多少

錢，規畫多少事，執行最好策略，

發揮最大效率，這就是基本動作，

因此我負責的單位或業務，大都有

結餘。」

楊健雄負責主導的新竹籃委會

也有一百多萬的結餘，他不但會開

源節流，也能充分運用個人資源、

人脈和官方資源，這種交叉互動，

是楊健雄在體育行政事務最成功的

精華。

以新竹體育會為例，體育會裡

大概有十幾名工作人員，他們都是

體育志工，大多是學校退休老師、

退休公務員、或者各機關團隊的資

深員工，沒有薪水，他們早上來體

育會辦業務，下午就出去執行，或

者處理個人的事，工作效率極高。

最重要的會計也是兼差幫忙，

楊健雄利用個人脈，找到一群願意

奉獻和付出的志工，為新竹體育會

做出奉獻，省下人事費用不說，還

可以把這些預算做更多的運用，發

揮最大效益。

楊健雄獎勵志工的方式是，辦

完活動、忙完比賽，他就帶大家出

去走走，爭取一點福利，大家都沒

有負擔。

這些志工多半是退休老師，教

練、學校主任，因此也有很多公家

資源可以整合、運用，學校場地可

以結合，整合起來就能發揮最大效

用。

新竹體育會的志工中，還有退

休的學校校長、主任，全都被楊健

雄找來幫助，人脈資源愈做愈廣。

楊健雄平淡的說，「我有的學生都當

校長了，當我需要他們幫忙，而且

是公益體育事務，通常都可以得到

很好的支援與支持，做起事情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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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容易。」

做事容易做人難

「做事容易，做人難」，50 年深

厚資歷的老體育人，楊健雄說出他

心裡最深、最痛的感觸。

新竹體育會有今天的示範作用

和執行效率，新竹縣、苗栗縣體育

會都來取經，學習運作模式和組織

架構，楊健雄經歷過很多掙扎、學

習和成長。

當初新竹體育發展曾經有三

個組織並存，相互競爭，不但爭權

利、爭經費，更爭面子和裡子，各

有民意代表和有政商力量的大人物

主導。

這三個組織分別是新竹體育

促進會，新竹體育發展協會和新竹

市體育會，三個單位搶預算，搶地

位，也相互爭鬥，經過一陣整合，

協調，目前由新竹市議會議長出來

當新竹市體育會理事長，才讓體制

紛亂、爭搶大餅的局面告一段落。

幾年下來，新竹市體育促進會

和發展協會，已經沒有官方

預算，沒有錢就難做事，促

進會收費舉辦活動，還有辦

一些活動，新竹市體育發展

協會已經沒有運作，但組織

單位還是掛在那裡。

大家都想為體育做事、

替社會服務，這是體育之

福，但爭食大餅就會帶來負

面影響。楊健雄經歷這一次

次的競爭，體會到體育運動

在臺灣發展，除了政府的支

持、經費、態度外，體育人

的自重與熱情更為關鍵。

體育園丁
10月號

楊健雄—平凡中的不平凡

圖8　 楊健雄全家福（圖片來源：李亦伸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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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會機制最佳示範

沒有專職人員，一群退休的快

樂體育志工，他們是如何支撐一個

縣市體育會的龐大業務，還能面面

俱到？超過 30 年的體育行政經驗，

熟悉官場文化和機制，同時了解運

動文化的楊健雄心裡早有定見。

楊健雄表示：「通常早上我們的

人員大約 8、9 點就會來到體育會上

班，處理、聯繫、協調業務，然後

下午我們就輪班當值，很多事情早

上就可以處理完，並且發落執行，

下午只是追蹤、聯繫，有留值同仁

就夠了，這樣也不會擔誤每個人自

己的事和家庭。」

不必花人事費用，沒有過多的

辦公室資源浪費，講究效率和統合

執行，楊健雄領導下的體育會執行

力非常環保。

不過，楊健雄倒是面臨一個大

難題，那就是電腦操作。由於志工

們大多是退休老師、主任，還有校

長，年紀大的人，電腦能力和操作

自然不好，為了跟上時代和業務需

求，所以體育會請議長（兼任體育

會理事長）找一個年輕人來上班，

協助處理庶務和電腦資料，解決大

家共同的困擾。

談到這裡，楊健雄把話題轉向

中華籃協的執行力和貢獻。

圖8　 楊健雄帶電信局女籃隊到臺北參賽（圖片來源：李亦伸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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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是想要說，中華籃協做為

中央最高民間籃球社團，我期待他

們對地方推廣籃球運動，能夠做出

更多的支援與貢獻」。楊健雄把砲火

瞄準中華籃協，提出他的建言和看

法。

他強調，「我們地方籃委會都是

先做事，為了地方推動業務，自己

要想辦法，籃協根本不管，也沒有

補助。在以前，只要籃協你把全國

比賽弄到新竹，我們地方就會去努

力爭取經費、辦好比賽，但這都

是以前的事了。」

他認為籃協應該要把全國性

的比賽、聯賽好好規畫，再外放

出去跟縣市結合，中央地方資源

互動，輪流合辦與承辦，這樣大

家才會有心投入，讓資源可以整

合，發揮最大效益。像苗栗的籃

球資深裁判吳喜松就非常厲害，

可以找到資源、贊助、預算，舉

辦全國性的籃球比賽。他們的表

現與獨立，讓楊健雄非常佩服。

他認為現在中華籃協與地方

性籃委會之間缺乏良好互動，導

致不論是籃協辦活動或做什麼，

大家都不知道、不關心，沒有了

連繫地方的中央組織，最後就是各

自為政，這樣的問題更大。

所以，他強調做體育事行政規

畫一定要做好，絕不能只有「高高

在上」的態度，楊健雄用這句話做

為他對體育行政業務不滿情緒的總

結。

平凡中看見不平凡的作為，這

就是新竹「楊老師」楊健雄所展現

的體育風骨。

體育園丁
10月號

楊健雄—平凡中的不平凡

圖8　 傑出基層體育行政人員楊健雄與總統馬英九合
影（圖片來源：李亦伸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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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健雄簡歷

民國 27 年 9 月 5 日生

臺北師範學院（現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畢業、通過教育部初中教師資格鑑

定合格、任新竹市體育會籃球委員會總幹事 21 年，現任新竹市體育會總幹事

專長：籃球、排球，體育行政

一、選手生涯

　1  民國 43 年參加全國自由杯籃球賽 94 隊參加獲少年組第一名

　2  民國 46 年參加全國自由杯籃球賽 164 隊參加獲社會乙組第二名

　3  民國 48 年參加籃球甲組「追風隊」

　4  民國 50 年服兵役代表預訓部參加陸軍運動會獲籃球第三名、排球第一名，

並入選「陸光排球隊」，民國 51 年代表陸光獲全國排球聯賽甲組第一名

　5  民國 52-53 年代表新竹縣參加省運會籃球賽

二、教練經歷

　1  新竹縣省運會男子籃球隊教練

　2  新竹電信局女籃教練，曾獲總局長盃第一名

　3  中華電信女籃組隊首任教練

　4  臺灣肥料公司壯年組男子籃球隊教練

　5  臺灣工業研究院男子籃球隊教練

　6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男女籃球隊教練建華男子籃球隊參加臺灣區中等學

校籃球聯賽國中組，民國 61 年獲第一名、62 年獲第四名、63 年獲第一名

　7 國立清華大學女籃教練

　8 新竹女中籃球社團指導教師

三、籃球裁判經歷

　1 民國 56 年通過國家級裁判

　2 省運會籃球裁判

　3 臺灣省及臺灣區籃球賽裁判

四、培養傑出選手

　1  陳錦墉：就讀北縣南山商工參加臺灣銀行籃球隊獲選亞青國手

　2  陳煥成：就讀桃縣成功高商參加公賣局青年隊獲選亞青國手

　3  郭惠民：保送建國中學畢業國立交通大學（交大籃球隊長）

　4  黃德芳：保送建國中學畢業國立成功大學（成大籃球隊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