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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母兼嚴父  大愛無人比

蔡長啟
蘇嘉祥／前民生報體育新聞中心主任

台體之父  人人關心

現在台中的「國立台灣體育學院」（簡稱

台體）師生們，有很多不是蔡長啟任職校長時

進校，但是不管誰一進這所學校，老前輩師、

生們都會細心提醒小學弟：「有一位對我們學

校很有貢獻的老校長，還會常來學校，要把他

當做自己的父親……」

蔡長啟老師在體育界的大愛故事幾乎人盡

皆知，民國86年，他獲得「教育部一等教育文

化獎章」。民國89年他是繼徐亨之後，第二位

獲九九體育節「終身成就獎」的得主，由行政

院長唐飛頒獎。

蔡長啟50年來從事教育工作，徹底推翻一

般世俗認為體育人粗魯的看法；50多年前，他

到彰化中學報到，擔任體育老師的第一天起，

以愛心帶學生、用行動代口號，更不可思議

地，長達30年、40年、50年的時間「以校做

家」。讓不相信的人，瞪大了眼睛，活生生地

看到一位老師如何犧牲奉獻，將自己的一生全

部給了學生、給了學校、給了體育。

目前蔡長啟老司長住在台中市，一直未

婚，當然也沒有親生兒女，已逾80歲，但是許

許多多他教過的學生，都自許是老師的兒子和

女兒，天天有人打電話到家問好請安。

蔡長啟當過運動選手、教練，教育部體育

司長、國立台灣體院校長，但是年紀大了，最

←圖1  蔡長啟老校長站在台體校區內，有如一

棵校園大樹。（蘇嘉祥／攝影）

近10年兩度在出門健走時，被汽、機車撞傷，

使得蔡長啟行動較不方便，但堅持「天天運

動、時時運動、處處運動」，就像他當年推展

「全民體育」時的呼籲。

他住在台中市區的大樓裏，但閒不住，到

處趴趴走，每天清晨4時，大家還在睡覺時，他

已在街頭健行。他喜歡走路，但只要出遠門，

就有許多學生爭著開車來帶他。

一星期有四天到台中市雙十路上的台體，

和幾位「徒孫級」的學生打羽球。有時星期

天，住在霧峰的林鴻仁會開車來帶老師到郊外

走走，這一周到泰安泡湯，下一周到阿里山看

櫻花……。民國100年3月上旬，他應學生陳

博釧邀請到新北市淡水、三芝看天元宮、賞櫻

道似錦繁花，和學生們遊山玩水、享受人生。

他是體育司剛成立時的第一任副司長，草

創10年期間負責研究、制定影響台灣體育最

深、最久的「中正體育獎章」、「國光體育獎

章」規劃及設置。台灣今天在奧、亞運奪牌，

在世界錦標賽揚威，都是這些世界最優厚獎勵

辦法，激勵選手奮進。

當過1 3年的教育部副司長級以上高級

長官，當過大學校長，平易近人，記住許多

同事、學生、朋友的生日，還幫他們「做生

日」，一生沒有缺過錢，但留下來的沒有豪

宅，只有一間公寓小房，一個「駱駝教育基金

會」，及無數講不完的感人故事。

彰化中學  少見的本土訓導主任  

蔡長啟常講他這一輩子，要分成三個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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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第一個三分之一就是在彰化中學。

彰中是他的母校，他的初中、高中都在彰

中完成，師大體育系畢業後，第一份工作也在

彰中，讓他覺得對人、對學生、對教育、對這

塊土地要完成許多工作，要捨自我，完成大我

的志業，這份心意都是在彰中醞釀、發酵、熟

化。

民國44年蔡長啟從師大體育系畢業，回

到彰中擔任體育老師。他原本就有體操、足

球、拳擊，及長距離賽跑專長，擔任體育老師

行有餘力，也兼任行政工作。

他很負責，在別的老師都下班後，還獨自

在校照顧體育場的學生、自修趕功課應付大專

聯考的應屆畢業生。他帶足球隊參加全省高中

足球賽，從以前未能晉級複賽，到打進八強、

四強、決賽，最後成為全省冠軍。最不可思議

的是，在那個年代，升學率不錯的彰中，居然

連續六、七年全省冠軍。現在是南部、北部私

立學校稱霸。

蔡長啟很年輕就當上體育組長，他上課和

同學「打成一片」，他不但會打籃球、示範難

度體操動作，也可以教拳擊。拳擊一直是彰化

地區的傳統運動，蔡長啟是輕量級拳擊選手，

也可以和學生「打」在一起，示範動作毫不馬

虎，既有愛心，也有威嚴，人見人畏，他馬上

又成為訓導主任。

五○年代，一位台灣籍老師，要成為台

灣公立中學，又是地方名校，職司管理學生

行為、意識，還要帶許多軍訓教官的「訓導主

任」相當不容易，但是蔡長啟用愛心及耐心，

化解很多不可能。

當時彰中的校長就是有名的翁慨，他治

學、治校相當嚴謹，後來雖有些波折，但彰中

校史上他留有許多正面評價，他大膽打破傳

統，破格任用這位在下班後，還會騎著腳踏

車，在彰中附近大街小巷巡視的訓導主任。

他當體操、拳擊選手時迅若遊龍，帶足球

隊南征北討時，霸氣十足，長年封王。但是看

←圖2  民國89年行政院長唐飛

〔左〕頒發「體育終身成就獎」

給蔡長啟教授。（蘇嘉祥／翻

攝）

學生營養不足，學費繳不出時，

他則心軟如綿，魔鬼教頭頓時成

為嚴父兼慈母，四、五十年來，

他幾乎將每個月薪水提撥一半，

作為學生的獎學金、營養費、急

難救助金。

送老師的人太多  火車延遲離站

這時的蔡長啟，已經萌生將教育當「終身

事業」理念，他參加省政府教育廳的留日公費

考試，四十多人赴考，他以第一名考取，負笈

日本教育大學研究一年。回到母校後，他並沒

有用很多時間在兒女私情或同齡青年時尚的遊

戲上，用薪水幫忙運動團隊加菜，買鬧鐘給早

上起不來的學生。彰中有一位很不一樣老師的

傳聞，這時在彰化、台中地區傳播開來。

民國55年，蔡長啟要赴日本東京留學暫

時離開彰化中學時，並沒有大勢張揚，但彰中

的老師、學生都覺得不捨，來自埔里的「太空

人」體育老師鄭文洲，發起一個送蔡主任的活

動，他張貼海報，寫著「今天下午三時，蔡長

啟主任要搭火車到台北上飛機了，大家一起去

車站送他……」。

結果那天下午三時，彰化火車站發生一件

前所未見的事，火車沒有故障，但發車時間到

了卻不能開車。

原來是彰化車站黑壓壓的一片，前來為

蔡長啟送行的老師、同學太多，在教官不知道

的情況下，連樂隊也來了，他們將整個車站擠

滿，送行的同學都想和老師握手，車站大廳秩

序頓時大亂，許多搭乘這班火車的旅客，想上

車的動線被打亂，上不了車，大叫大吼。

教官一直勸樂隊回去，樂聲卻大作，有人

點燃鞭炮，要搭飛機的蔡主任也還沒上車，列

車長不敢舉手示意開車，於是這班火車延遲發

車，第二天還見報，成為那個年代少見的感人

故事。

第一位體育副司長  天天晚歸

民國63年，行政院通過在教育部增設「體

育司」，留學美國的蔡敏忠博士獲蔣彥士敦聘

為首任司長，蔡敏忠考慮體育司初成立，急需

一位苦幹實幹，通曉國內體育文化，又具有大

家信服、饒富清譽的學者，他第一個就想到在

台中的蔡長啟。

←圖3  蔡長啟在彰中當體育老師時照片。（蘇嘉祥／翻攝）

↑圖4  老校長蔡長啟常到台體打羽球，羽隊學生熱情陪打。（蘇嘉

祥／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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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體育副司長  天天晚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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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蔡長啟在彰中當體育老師時照片。（蘇嘉祥／翻攝）

↑圖4  老校長蔡長啟常到台體打羽球，羽隊學生熱情陪打。（蘇嘉

祥／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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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長啟此去「進京」，在台北一待就是

20年，這是他人生的另外三分之一，「當

官」的年代。

體育司雖然成立了，但全司只有11人，

人力不夠，經費也不充足，第一年只有400

萬元，但是大家很拚，體育界期待很高，不努

力不行。

除此之外，國內也出現民意逐漸高漲，

各項人民體育團體及學校體育活動漸多，也希

望獲得政府補助，如何滿足國民運動的權利，

同時達到強化全民身體健康，在全國各地普

設體育場館、設備，都是這個教育部新生嬰兒

──體育司的首要任務。

蔡長啟在56年到58年間，在台灣省國民

體育委員會，擔任駐會委員，對規畫地方體育

業務，及監督、考核工作並不陌生，早期在體

育司的工作著重在全民體育、學校體育及運動

設施三大塊，他日以繼夜地苦幹，做出許多成

績。

他在當時極力推展「運動從本身開始」，

身為推展全國體育業務、制定國家體育政策的

體育司同仁，都要參加運動，他帶頭打羽球，

成立「教育部羽球隊」，提供器材給同仁，找

人來教球，還參加清晨盃及中央部會羽球賽，

到如今，教育部羽球風氣展高不下，都是當年

蔡長啟締造出來的。蔡長啟打羽球歷45年不

斷，其間兩度眼睛被同仁打到受傷送醫，還是

樂此不疲，目前還常到台體羽球場打球。

體育司積極規畫「聯賽制度」，希望藉

由社會單項協會和大、中學校的協調，建立一

個全國性的「年度聯賽制度」，大家在前一年

就將次一年的比賽全盤排定，錯開各種可能撞

期的時段，讓選手在平和順利的環境下接受訓

練，參加比賽。

這時的蔣經國總統也意識到，要大幅提升

我國運動實力，一定要加強對選手的鼓勵，民

←圖5  修體育館、制定

獎勵制度，蔡長啟為體育

做出貢獻。（蘇嘉祥／攝

影）

國69年在嘉義市舉行區運會時，開幕典禮上，

蔣經國總統授意行政院長孫運璿宣布：「只要

破全國紀錄，獎助金5萬元。」這就是很有名的

中正獎助金5萬元的由來。

中正獎章是針對有客觀比賽紀錄的運動種

類，如：田徑、游泳、舉重、射箭、射擊、自

由車、健力等運動設計。至於其他非客觀運動

成績，則規畫設計「國光獎章」，讓出國參加

各式國際比賽成績優異的選手，依比賽成績頒

贈獎章、及獎助金。

數度重新評估，中正獎章後來廢除，國光

獎章也經過數度修正，更符合當前世局，也積

極鼓勵選手用心苦練、奮勇爭光。民國93年雅

典奧運，中華台北終於奪得兩面金牌。

蔡長啟在體育司擔任10年副司長後，蔡敏

忠司長於民國73年卸任，蔡長啟也希望離開，

結束「雙蔡體系」，但教育部長朱匯森強力挽

留，原只答應代理三個月，俟找到適當人選即

離開台北市，但是後來推不掉，司長一代就是

四年，成為設司以後第二位司長，每天早出晚

歸，上班時間超過10個鐘頭，體育司每天最早

上班，最後一位下班的人，肯定是司長。

省體專到國立台灣體院

民國58年到62年，至體育司任職之前，

蔡長啟曾在台中省體專任教，民國79年他又回

到省體專，待到85年退休，從過去的省體專，

到現在的台體共待了10年，這是他人生三個三

分之一的第三篇。

蔡長啟是個完美主義者，不做則已，要做

就要做到盡善盡美。他在台中市雙十路上這所

學校留下許多人間美和善的記憶。

第一次到省體專時，是講師，只有40歲，

充滿幹勁，他永遠比學生還要早到課堂，上課

認真，講課材料必定是精心整理過，每年加上

許多新素材。體專有許多全國最優秀的國手級

運動員，很強調清早的「晨操」，一般學生很

不願意參加這個六時開始的訓練。

蔡長啟每天上午四時半起床，六時不到

一定守在運動場等候學生，他帶的第一班班長

鄭國平，後來留在母校任教，退休以後在私立

中國醫藥大學續任教授，他回憶當時以班長身

←圖6  前台灣體專、現台體，到處有蔡長啟蹤

跡。（蘇嘉祥／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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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每天必須點名，偷懶愛睏的同學，每每看

到導師已經等在場地，三、四次以後，也不敢

再遲到。

鄭國平這一班還有後來成為橄欖球國手、

教練，目前成為國內「蒙多跑道」專業跑道建

造師的陳博釧；打敗過日本、韓國，成為「世

界軟網球王」的黃建賓；長跑名將張金全、梁

素嬌等人。他們都認為蔡老師絕對是世界上再

再難找到的最好導師。

當他知道學生有人來自貧困家庭，生活

費、學費有問題時，他瞭解體育科系學生不一

樣，三餐吃得多，沒吃飽根本跑不動。他在上

班沒多久，就將每個月薪資提出一半，捐給需

要幫忙的同學，給他們加菜，幫他們添製運動

服，這個義舉實施了十多年，傳為體育界的一

段佳話。

有了參與國家體育政策制定，學校體育規

劃、國際體育邀訪比賽經驗，他在省體專期間

的校務營運駕輕就熟，並且不斷提出建構高級

學府、教學卓越、建設升格，競賽突破個人最

佳的計畫。

大膽聘請大陸教練 

在體育司長任內，多次看到大陸體育的長

足進步，及新穎的訓練觀念，他認定引進大陸

教練是一個可行的方法，同文同種，教學更方

便，吸引更迅速，他在省體專期間最早請來大

陸游泳教練孫紅標、張雄、林莉，也請來韓國

金牌射箭教練金亨鐸，都是開風氣之先。

蔡長啟回到台體，看到這個被侷限在台中

市中心的學校，已經無法滿足多元文化、廣域

學術的探討，台灣各地大量增加的體育系，也

拉走許多資質不錯的學生，在學術領域及競賽

成績，都不如北部地區學校，於是他立下要急

起直追的目標。

他一方面延聘優秀的老師來校任教，增加

預算設立科學研究室，擴充圖書設備，另方面

並設立獎學金，鼓勵學生在大專運動會、區運

會、世大運爭奪佳績，並且親自到場監督團隊

訓練，到餐廳和學生一起吃梅花餐。

到校七個月就遇上在民國81年的大專運

動會，他是大會籌備會主任，但在公平處理各

校競賽及接待下，仍在相隔多年後，再度拿到

男子田徑團體冠軍、女子第三名。男子隊得到

六面金牌，周明富五千、三千障礙雙料金牌。

蔡長啟年年盯得很緊，第20屆還是零金

牌的台體，從第23到27屆，連得五次團體總

冠軍，他擔任校長期間，學校教練、學生都咬

牙為他拚命，年年總冠軍。說也奇怪，他退休

離校後，冠軍又變得很遙遠。

在他刻意盡心地經營下，當年的省體專走

過黑暗期，脫胎換骨似地迎向更新，民國85

年獲准升格為國立台灣體育學院，同年10月

他以年滿65歲屆齡退休，全校師生列隊在校

門口，黑壓壓人群依依不捨地送這位三分之一

生命放在學校的老校長。

蔡長啟退休後，台體的領導風格不一樣，

學校發生許多風波，甚至有校友、學生發起運

動，希望老校長再回來領導。

視師生如同自己親人 以校作家

蔡長啟沒有結婚，所以沒有親生兒女，但

是他將所有私人時間，放在他身旁的學生、同

儕、朋友上，他有一項很特別的獨門功夫，他

博學強記，身邊的人只要將生日告訴他，他就

可以記得清清楚楚，「3月30日是阿博仔的生

日，5月18日要在長榮幫阿仁過生日……」，

和他談話中提起的學生、老師們，名字一講

完，馬上可以說出生日，即便他在最近10年遭

遇兩次車禍，腦部開刀，但他還是沒有忘記。

他有每天晨起運動的習慣，退休後早睡早

起，晚上七時，他家的電話一概不接，凌晨二

時半他已經起床。

蔡長啟和學校老師保持良好互動，現任

校長蘇文仁父親在民國97年過世，大家一起

到北港致祭，蔡長啟在吃有名的北港飴時，突

然感覺咬到一塊特別硬的內餡，以為是特大號

花生，仔細一看還有黃金色澤，還以為這甜飴

居然包黃金色內餡。再仔細一看原來是自己的

黃金假牙掉了。他在遭遇車禍時，連牙都掉光

圖8  蔡長啟校長從台體榮退時，送行到校門

口的許多老師、學生依依不捨。（蘇嘉祥／翻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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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難找到的最好導師。

當他知道學生有人來自貧困家庭，生活

費、學費有問題時，他瞭解體育科系學生不一

樣，三餐吃得多，沒吃飽根本跑不動。他在上

班沒多久，就將每個月薪資提出一半，捐給需

要幫忙的同學，給他們加菜，幫他們添製運動

服，這個義舉實施了十多年，傳為體育界的一

段佳話。

有了參與國家體育政策制定，學校體育規

劃、國際體育邀訪比賽經驗，他在省體專期間

的校務營運駕輕就熟，並且不斷提出建構高級

學府、教學卓越、建設升格，競賽突破個人最

佳的計畫。

大膽聘請大陸教練 

在體育司長任內，多次看到大陸體育的長

足進步，及新穎的訓練觀念，他認定引進大陸

教練是一個可行的方法，同文同種，教學更方

便，吸引更迅速，他在省體專期間最早請來大

陸游泳教練孫紅標、張雄、林莉，也請來韓國

金牌射箭教練金亨鐸，都是開風氣之先。

蔡長啟回到台體，看到這個被侷限在台中

市中心的學校，已經無法滿足多元文化、廣域

學術的探討，台灣各地大量增加的體育系，也

拉走許多資質不錯的學生，在學術領域及競賽

成績，都不如北部地區學校，於是他立下要急

起直追的目標。

他一方面延聘優秀的老師來校任教，增加

預算設立科學研究室，擴充圖書設備，另方面

並設立獎學金，鼓勵學生在大專運動會、區運

會、世大運爭奪佳績，並且親自到場監督團隊

訓練，到餐廳和學生一起吃梅花餐。

到校七個月就遇上在民國81年的大專運

動會，他是大會籌備會主任，但在公平處理各

校競賽及接待下，仍在相隔多年後，再度拿到

男子田徑團體冠軍、女子第三名。男子隊得到

六面金牌，周明富五千、三千障礙雙料金牌。

蔡長啟年年盯得很緊，第20屆還是零金

牌的台體，從第23到27屆，連得五次團體總

冠軍，他擔任校長期間，學校教練、學生都咬

牙為他拚命，年年總冠軍。說也奇怪，他退休

離校後，冠軍又變得很遙遠。

在他刻意盡心地經營下，當年的省體專走

過黑暗期，脫胎換骨似地迎向更新，民國85

年獲准升格為國立台灣體育學院，同年10月

他以年滿65歲屆齡退休，全校師生列隊在校

門口，黑壓壓人群依依不捨地送這位三分之一

生命放在學校的老校長。

蔡長啟退休後，台體的領導風格不一樣，

學校發生許多風波，甚至有校友、學生發起運

動，希望老校長再回來領導。

視師生如同自己親人 以校作家

蔡長啟沒有結婚，所以沒有親生兒女，但

是他將所有私人時間，放在他身旁的學生、同

儕、朋友上，他有一項很特別的獨門功夫，他

博學強記，身邊的人只要將生日告訴他，他就

可以記得清清楚楚，「3月30日是阿博仔的生

日，5月18日要在長榮幫阿仁過生日……」，

和他談話中提起的學生、老師們，名字一講

完，馬上可以說出生日，即便他在最近10年遭

遇兩次車禍，腦部開刀，但他還是沒有忘記。

他有每天晨起運動的習慣，退休後早睡早

起，晚上七時，他家的電話一概不接，凌晨二

時半他已經起床。

蔡長啟和學校老師保持良好互動，現任

校長蘇文仁父親在民國97年過世，大家一起

到北港致祭，蔡長啟在吃有名的北港飴時，突

然感覺咬到一塊特別硬的內餡，以為是特大號

花生，仔細一看還有黃金色澤，還以為這甜飴

居然包黃金色內餡。再仔細一看原來是自己的

黃金假牙掉了。他在遭遇車禍時，連牙都掉光

圖8  蔡長啟校長從台體榮退時，送行到校門

口的許多老師、學生依依不捨。（蘇嘉祥／翻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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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目前滿口假牙。

接任台體的第二年，他有感於需要幫助

的學生和選手太多，乃成立一個「駱駝教育基

金會」，自己率先捐出大部分錢，許多畢業校

友事業有成，也響應老師愛心踴躍捐輸，成立

時有1000萬元，是當時教育界少見異數。駱

駝是台體的吉祥物，創校校長周鶴鳴指定的，

蔡長啟要大家感念周校長的用心，不必另起新

名，就以吃苦耐勞的「駱駝」為名。

這個基金會每年固定核發獎學金，給成績

優異的清寒學生，辦理中部地區跆拳道、路跑

賽，還不定期接受學生的「急難救助申請」。

九二一地震後，基金會對房屋全倒的黃明祥老

師，及半倒的十多位老師、同學，緊急捐贈

五千到六萬元的救助金。木蘭女足柳瑞宏同學

罹患大腸癌，龐大醫療費用沒著落，基金會登

高一呼，募集24萬元，捐作醫藥費。

蔡長啟退休時，學校仍請他開講座教授

課，他謙辭，只願當基金會董事長，幾乎天天

到學校看看有什麼需要幫忙的。鄭國平開刀割

掉膽囊，誰家兒子在美國拿到博士……，他都

知道。

目前在學的台體學生都認識蔡長啟，也對

老校長執禮甚恭，他走路不方便，以小碎步走

進校門口時，看到的同學都主動前來攙扶，他

是台體的父親，在這裡，大家看到體育及教育

的光輝。

圖7  蔡長啟有三分之一人生，貢獻給台灣體

大，帶來許多榮耀。（蘇嘉祥／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