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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金德─謙沖為懷、全力以赴

江彥文　民生@報記者

蘇嘉祥　民生@報記者

體育園丁
8月號

蘇金德─謙沖為懷、全力以赴

 蘇金德老師一輩子守在學校

體育崗位，作育英才，也開創了臺

灣省運、區運、全運會競賽磐基

紮實、賽會穩定發展的契機，教

導出數代子弟成為我國體育中堅；

而他只淡淡地揮手：「這是應該做

的……。」

從臺北新店碧潭游進大陸武漢

長江；從亞運游泳國手到體育教學

大師；為國內賽會與世界體壇架起

溝通橋樑；行有餘力催生臺灣民俗

體育蓬勃發展，前國立臺灣體育學

院副校長蘇金德，以其一貫謙沖自

抑的處世風格，在國內體壇樹立儒

者風範，成為學校運動教練典範。

蘇金德老師投注一生心血於母

校發展，從省立臺灣體專、國立臺

灣體專到國立臺灣體育學院（民國

100 年年改名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

學），在中臺灣體壇澆灌出一片風

華，民國 97 年自副校長職務榮退，

其弟子李振昌以「崇德」為文，稱

先生「有德有才，謂之聖人。」學

術、技術、道德、品德，「術德兼 

修」名實相符。著名書法家胡盛甫

則以「金昭鋒帳多仁義，德化青衿

圖1　 蘇金德以代理校長身分，主持國立臺
灣體育學院畢業典禮前，在沙發椅上
小憩（圖片來源：蘇金德提供，蘇嘉
祥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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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義方」，為蘇金德先生一生評譽。

民國 40 年代，百廢待舉的臺

灣，談不上運動訓練環境，在新北市

新店地區爛漫成長的蘇金德，一泓綠

波的風景名勝碧潭是他從小嬉遊戲水

的自家泳池，天生水性讓他很快贏得

「碧潭之蛙」美譽。文山初中時，在

碧潭游泳的親友就鼓勵鄉下孩子的他

參加比賽，但一直到文山高中，才有

機會前往臺北市東門游泳池參加正式

比賽。蘇金德在比賽中一鳴驚人，被

當時創校的南強高中挖角，開啟他正

式的游泳訓練。

游泳國手發跡

蘇金德老師回憶，民國 40 年

代風雨飄搖，如民國 47 年八二三

砲戰、48 年中南部八七水災，體育

及運動發展未上軌道。在那樣的時

空環境，各種運動設施尚未具備，

蘇金德接受如今看來非常淺陋的訓

練，游泳成績卻能持續快速成長，

民國 49 年成績開始突出。

該年，蘇金德以高中生年齡第

一次代表國家參加「港臺埠際游泳

賽」，成為臺灣最早期的游泳國手。

蘇金德回想，當年坐火車到基隆、

再轉搭四川輪三天兩夜赴香港比

賽，一切歷歷在目，那分榮耀，也

是引領他走進游泳天地，進而奉獻

體壇近半個世紀，無怨無悔、樂在

其中的最初的動力。

蘇金德從民國 49 年臺灣省運動

會嶄露頭角，開啟他的「蛙王」霸

業，蟬連多屆省運金牌，51 年寫下

男子二百公尺蛙式全國紀錄，53 年

再締造一百公尺蛙式全國紀錄，並

雙雙保持至 56 年。

游泳成績攀登顛峰，蘇金德當

年也首度入選亞運國手，代表我國

參加民國 51 年雅加達的第四屆亞洲

運動會，但因兩岸政治糾葛影響，

印尼拒絕我國代表團入境，未能出

征。政府為延續這批亞運國手訓

練，專案送往當時創校第二年的臺

灣省立體專，這也是蘇金德與臺體

結緣的開始。

當年在省體專草創時期，創校

校長周鶴鳴努力推展游泳運動，成

立第一支游泳隊，蘇金德也成為省

體第一個以游泳專長入學的學生。

當時國內游泳訓練的硬體設施有

限，泳池只在夏季 5 至 9 月開放，

冬季則必須忍受冷洌寒風、冰涼池

水、極差水質，自發的下水訓練，

蘇金德成績仍能持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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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54 年，蘇金德從省體畢

業、入伍、赴外島金門服役，游泳

訓練被迫中斷，民國 55 年曼谷的第

五屆亞運接踵而至。連續錯失亞、

奧運參賽機會的蘇金德興起再次挑

戰亞運的雄心，在金門古崗湖展

開「自主訓練」，利用挑水訓練體能

肌力，在古崗湖裡原地划手、蹬腿

找回水感。結果 7 月退伍，8 月選

拔，蘇金德不可思議的達標入選，

並被選為游泳隊長，12 月終於一償

宿願，在亞運泳池競技。

對於曼谷亞運的表現，蘇金德

也有遺憾。他說，曼谷地處熱帶，

上午 9 時以後就非常炎熱，大會賽

程安排不同於國際慣例，早上 7 時

就展開預賽，當時不懂得時差調

整，加上不習慣當地食物，沒有控

制好飲食，比賽成績不如預期，沒

有進入決賽。現在回想，當時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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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民國81年，蘇金德雖年過半百，參加在武漢舉行的「橫渡長江」，不畏高難度挑戰，完
成壯舉（圖片來源：蘇金德提供，蘇嘉祥翻攝）



10�Physical Education of School    143
2014年‧8月

體育園丁
PEOPLE

有現在的參賽知識，以他國內成績

可以排名前六，臨場若有發揮，很

有機會競逐獎牌。

急流勇退　作育英才

曼谷亞運的遺憾也讓蘇金德體

認「運動科研」的重要，為他日後

不斷進修、廣泛汲取國際新知的教

職生涯，注入持續不斷學習的強大

動機。曼谷亞運返國後，蘇金德全

心轉任教職，在周校長提攜下，從

訓導員、學生活動中心主任出發，

教學、訓練與生活作息都和學生打

成一片，成為很受學生喜歡的老師

和教練。

蘇金德說，早年國內游泳風氣

不盛，大專運動會直到民國 65 年才

有游泳比賽，可見一斑。省體專學

生中也有許多旱鴨子學生，蘇金德

以創新的「水中遊戲」教學法，親

圖3　 蘇金德的游泳課深受同學歡迎，上課時學生生龍活虎、充滿笑聲，學習欲念很旺盛 
（圖片來源：蘇金德提供，蘇嘉祥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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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水帶著學生認識水、不怕水進

而適應水。

在他指導下，不會游泳的學生

學會游泳，會游泳的成績進步，最

重要的，這些學生都傳承了蘇老師

寓教學於遊戲的教學法，視游泳為

一種生活上不可或缺的「樂趣」，和

2010 年政府打造運動島、推廣全民

游泳理念相吻合，為當時普及游泳

運動撒下一批批教練種籽。

蘇金德老師游泳教學生涯裡，

有一個讓歷屆學生都能朗朗上口的

「一目、二流、三划、四力、五心」

口訣，淺明易懂又能確實做到。

一是「目標」，無論是當選手對

成績，或者當教練、老師在知識學

能，都要訂定短、中、長目標，定

期檢視。二是「二流」，訓練時要求

動作要流暢，選材時要身材流線。

「三划」要注意划頻、划幅與划次。

「四力」為體力、毅力、獎「勵」、壓

力，獎勵創造動機，壓力激發潛能。

「五心」指的是信心、恆心、愛心、

專心與同理心。蘇金德常勉勵臺體學

生，比賽成績盡其在我，普及泳運、

訓練選手更是臺體的驕傲。

體育園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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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民國60年蘇金德（後排左三）在香港參加「英國皇家救生員講習會」後合影，同行還有
武育勇、陳和睦、林竹茂等老師（圖片來源：蘇金德提供，蘇嘉祥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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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1 年，蘇金德率隊前往大

陸武漢泳渡長江，在當年可是開風

氣之先。蘇金德回憶，為成功泳渡

長江，不要讓大陸泳界朋友看輕了

我們，一行人 20 位可是做足功課，

行前體能加強、自然河流中體驗流

速影響等無一或缺，但畢竟挑戰的

是長江，江面開闊、流速強大，最

後游完全程到對岸的不到一半，他

是其中之一，沒有虧負「碧潭之

蛙」的威名。

未能參加奧運、沒有親自訓

練出揚名國內外泳壇選手，蘇金德

老師引為游泳生涯兩大遺憾。前者

受限於當年時空環境，後者則因蘇

老師忙於校務及社會體育服務，不

能全心全力於教練崗位。雖然沒有

親身授徒，蘇金德卻在國內游泳運

動選手、教學、軟硬體設施等各項

普查、研究、分析以及運動科研引

進、國際視野拓展上扮演重要角

色，論文、著作多次獲選如嘉新體

育獎優良著作獎。

民國 60 年參加香港裁判練講習

期間，蘇金德獲得「英國皇家水上

救生員證書」，開啟國內水上救生員

養成教育。

民國 69 年，在游泳運動向上提

昇計畫中，蘇金德擔任我國教練研

習團總幹事，與國內頂尖游泳教練

前往美國印地安納大學參加教練研

習。蘇金德回憶，這次研習為臺灣

游泳運動引進了最新的科研觀念，

現在泳壇熟悉的大運動量、快間

歇、慢間歇、衝刺訓練、減少阻力

元素等觀念，就在那時引進國內，

啟動了臺灣現代泳運的腳步。

結緣臺體　一生奉獻

蘇金德老師在臺北市新店文山

成長，卻與在臺中市的「國立臺灣

體育運動大學」結了一世情緣，「以

校為家」已不足以形容。臺體創校

至今，歷任校長均曾倚重蘇老師的

奉獻，可以說，一部臺灣體大的校

史，頁頁有他的事蹟，偌大的校園

包括成長中的嘉義校區，處處皆可

見他耕耘的痕跡。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改制前

為臺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民國 50

年創校，創校校長周鶴鳴正是引領

蘇金德這匹千里馬開啟豐富多姿人

生的伯樂。

蘇金德回憶與臺體結緣的曲折

過程，還得感謝民國 51 年雅加達第

四屆亞運，印尼對我國的抵制。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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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國內還未建立體育資優生保送制

度，為延續亞運選手訓練，把高中

生選手專案送到臺體，蘇金德也就

成了校史上第一位以游泳專長入學

的學生。

求學期間，蘇金德的「蛙王」

成績，以及勤懇踏實的學習態度，

受到周鶴鳴校長賞識，畢業後立刻

被延攬入校服務。蘇金德說，這一

生有任何聊堪足以記述的成績，都

要感謝周校長當年的提攜。

回顧教職生涯，蘇金德最懷念

的也是向周校長學習的那段日子。

返校服務之初沒有正式職缺，周校

長讓蘇金德擔任的第一項職務就是

訓導員及學生活動中心主任，負責

學生各種社團服務、運動團隊訓練

支援、生活管理等。

那時，老師、學生都規定住校，

吃、住、學習都在一起，師生打成一

片，蘇金德就在日常生活學習協調、

溝通、領導能力，學會聆聽各方意

見、以同理心為各方設想，磨練出高

人一等的 EQ，日後在國內體壇獨樹

體育園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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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金德─謙沖為懷、全力以赴

圖5　 民國69年蘇金德（前排座席左一）和臺灣教練研習隊，到美國參觀全美年度游泳大賽，
同行有李東興等人（圖片來源：蘇金德提供，蘇嘉祥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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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幟，為各方欽服，當然也成為臺體

歷任校長倚重的左右手。

永遠的競賽組長

民國 50 年代，以「碧潭之蛙」

之姿，從臺灣省運動會游進亞運競

技殿堂，從參賽選手到參與賽務規

劃、賽制改革，近一甲子歲月，蘇

金德老師見證了臺灣體育發展最蓬

勃、百花爭鳴的歷史。在這段歷史

中，蘇金德堪稱「運動賽會的活字

典」，也是臺灣體壇與國際體壇重要

的溝通橋樑。

蘇金德在民國 50 年代初期立

起游泳「蛙王」霸業，連續幾屆省

運會蟬聯金牌。在完成省立體專學

業、服完兵役後，蘇金德從民國 60

年開始參與省運賽務，歷屆臺灣省

運、臺灣區運、全國運動會等大型

運動會都參與籌備工作，擔任競賽

圖6　 民國59年蘇金德獲得第一屆全國游泳裁判證（圖片來源：蘇嘉祥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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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副總幹事、總幹事共接近 40

次。豐富的實務經驗與各方欽服的

表現，讓他贏得「永遠的競賽組

長」美譽；同時受到各地方政府倚

重，宜蘭縣、花蓮縣、嘉義縣、屏

東縣、臺南縣、臺南市等政府興建

運動場館時，都曾參與、貢獻經驗

與智慧。

臺灣光復後，每年光復節舉行

的省運動會是國內最高競技賽會。民

國 56 年，臺北市升格院轄市，脫離

省運，另行舉辦臺北市運動會。民國

64 年，省、市運合併為臺灣區運動

會，臺北市以東、西、南、北四區代

表隊，回歸全國賽會。民國 68 年，

高雄市升格院轄市，改以南、北兩區

代表隊與賽。民國 71 年，臺北市、

高雄市改以單一代表隊與會。福建省

金門、馬祖兩個戰地，從民國 70 年

代初期參與臺灣區運動會。民國 86

年，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掛牌運作，

擘畫臺灣區運動會與亞、奧運接軌。

體育園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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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蘇金德（左）和前臺體校長陳全壽（右）合作無間，在學校泳池前
留影（圖片來源：蘇金德提供，蘇嘉祥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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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8 年起，臺灣區運動會改革為

「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國內

賽會變化頻仍外，從民國 50 年代開

始，臺灣選手參與運動的「國際空

間」也經歷一連串的杯葛與打壓，直

到民國 70 年代中期重返亞、奧運會

場後，才略見改善。

縱觀臺灣運動會沿革及國際發

展空間的變易，複雜的時空、政、

經、社會發展，讓臺灣的運動賽會

走了一段漫長而曲折的路。參與賽

務多年的蘇金德回憶，很多時候，

臺灣運動會得考慮國內特有的「比

賽文化」，如摔角、健力、國術、太

極拳、劍道等比賽。

另外也得參照國際賽會經驗，在

「宏觀」的要求下，遵照國際比賽規

則，「順了姑意、逆了嫂意」，各方意

見舖天蓋地而來；走一步算一步，這

麼多年來，面對媒體「大拜拜」、「臺

灣笑話」等各式各樣譏評，也只能

說，「點滴在心、盡其在我」。

蘇金德說，現在常聽到的「與

國際接軌」，並非始於我國重返亞、

奧運會場，早在省運會時代，體壇

就有許多有識之人倡議，媒體也不

吝以他山之石、國際經驗指正。無

奈，許多時空背景、社會環境、場

館設施的限制，與國際接軌談何容

易。蘇金德不諱言，即使到今天，

臺灣已成功舉辦了「世界運動會」

及「聽障奧運會」，要求全國運動會

完全與國際接軌，仍有困難。

蘇金德從賽程、賽制、賽務三

大方向，解析國際化的困難。

首先在賽程方面，亞運會、奧運

會賽期一般是 16 天左右，奧運舉辦

28 餘種比賽，亞運約 35 種比賽。臺

灣的全國性賽會隨著經濟發展增加，

國際有的，國內想盡辦法增設，國際

沒有的，在舉辦縣市「獎牌取向」

下，私心運作增設所謂的「地主優勢

運動」，比賽規模一路膨脹，要在一

個星期內消化 30 餘種運動比賽，賽

程的安排就不能比照亞、奧運辦理。

而太多的運動同時舉行，比賽節奏鬆

弛，大會只求不要發生意外，安全順

利辦完比賽就算圓滿，媒體經常看到

不理想處，賽會也就難以擺脫「大拜

拜」之譏了。

再說賽制，蘇金德以舉重為

例，國際舉總舉辦的世界錦標賽，

每一量級頒給抓舉、挺舉、總和三

面金牌，亞、奧運會則只頒「總

和」獎項，競賽組為此每屆都要與

舉重協會協調多次。其他如桌球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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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賽、韻律體操等也都經過多年改

革，才確實與世界接上軌。

賽務方面就更複雜了，早期

沒有電腦協助，都採人工作業，單

單是大會秩序冊的編印就是繁重工

程，工作人員往往通宵達旦的編

輯、校對、付印，只希望能儘早印

出，以滿足媒體需要，急就章就難

免出錯，最常見的就是紀錄錯誤，

這已是蘇金德每屆必有的困擾。直

到民國 80 年代，中原大學舉辦大專

運動會，開始採用電腦作業，類似

問題才漸漸減少。

參與了那麼多屆的賽會競賽組工

作，蘇金德不免遇到許多抗議事件，

許多時候，蘇金德需要出面召集審判

委員會議，處理過各式各樣的抗議紛

爭。而經過這麼多年的考驗，蘇金德

總能圓滿解決，做出讓各方服氣的裁

決，靠的就是他從任事之初，時時磨

練累積而來的高度 EQ。

蘇金德在教學、處世方面非常強

調「同理心」。他說，唯有以同理心

站在對方立場思考，才能靜下心來聆

聽對方意見，進而釐清事理，再參考

國際賽會最新判例，與對方充分溝通

體育園丁
8月號

蘇金德─謙沖為懷、全力以赴

圖8　 蘇金德到美國科羅拉多奧林匹克訓練中心，考察美國奧運級的訓
練、競賽方法（圖片來源：蘇金德提供，蘇嘉祥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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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園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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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能尋求出最佳解決方案。

處理抗議事件，蘇金德也有一

套標準作業程序，就是請大家先坐

下來，吹吹冷氣，喝口涼水，保持

微笑，先讓對方盡情發言，找出抗

議焦點，再慢慢溝通。

有一次臺灣區運動會國術比

賽，某位國術界大老抗議，並揚言

要修理競賽組長，蘇金德老師並不

因此避不見面，反而主動邀請那位

大老到競賽組會議室，泡茶、聊

天，讓他痛快發言，最終和平解決

紛爭。從此以後，兩人見面，那位

大老再也不曾大小聲了。蘇金德

說：「所謂伸手不打笑臉人，甚麼事

都先站在對方立場想，才能有最好

的溝通。」

民俗體育的催生者

蘇金德老師一生奉獻給了國

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推展校務、

作育英才；在社會體育領域，成功

扮演國內、國際溝通橋樑之餘，另

一項成就則是為傲視國際的臺灣民

俗運動催生，有「臺灣民俗體育之

父」美譽，正所謂「君子不器，德

圖9　 蘇金德教文儒雅，愛校也愛家（圖片來源：蘇金德提供，蘇嘉祥翻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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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四方。」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多姿多

采，民間盛行的民俗技藝種類繁

多，例如扯鈴、踢毽、跳繩、舞

龍、舞獅、放風箏、抽陀螺等，都

具有深厚文化內涵及觀賞價值，但

過去從無人加以整合。隨著社會經

濟日漸發展，孩童忙於課業，讓這

些民俗技藝出現傳承危機。

民國 70 年代初期，當時的省府

主席謝東閔先生鑑於上述民俗技藝

日漸消失，責成省府國民體育會研

究如何推展。蘇金德老師當時受聘

為省府「國民體育會研發組長」，接

下這個重擔。

蘇金德回顧推展民俗體育歷程，

不同於引進國外已有建制發展的運

動，譬如跆拳道等。民俗體育屬於中

華文化，代代師徒相傳，從來沒有固

定的訓練制度，更談不上比賽制度

了，一切得從頭來，「無中生有」。

蘇金德接下任務後，連續出任

中華民俗體育運動協會副秘書長、

秘書長，協同基隆中正國小廖達鵬

校長、李秉彘校長等人，一方面收

集各項技藝運動人口、器材、場地

規格、現有比賽方式等相關資料，

一方面溝通各級政府，建構全國、

省、縣市三級組織，並在此三級組

織架構下，開辦三級裁判，教練講

習，訂定各級比賽競賽規程。

至於比賽規則方面，蘇金德老

師以他對各種運動豐富學養基礎，

比照現代的競技體操、韻律體操等

依動作難易度評分的運動，為各種

民俗運動訂定動作難度表，再從動

作執行的串連實施訂定加分表等。

國內民俗體育在蘇金德領航

下，很快在全國各地的各級學校間

獲得廣大迴響，各地學校民俗體育

班遍地開花，校際、縣級乃至全國

比賽贏得民眾熱烈喜愛與掌聲，進

而組團赴歐洲、美、加等地宣慰僑

胞。民國 81、85 年，蘇老師率領臺

灣青少年民俗體育訪問團，赴歐美

洲巡迴公演，歡喜收成民俗體育甜

美的纍纍果實。

現在，蘇金德老師雖已 下臺

體副校長職務，但退而不休，除了

每天游泳、保養身體外，他目前仍

帶領著臺體游泳隊的訓練工作，並

受聘任各級運動競賽審查委員會職

務，繼續為臺體校務、國家體育政

策奉獻心力。他畢生投入體育，競

競業業、孜孜矻矻，其所展現的體

育人風骨，著實為後學之模範。

體育園丁
8月號

蘇金德─謙沖為懷、全力以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