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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志富副校長：

彭教授跟我們談的是教育過程中的

「教」人，教帶得走的知識，教蒐集資料、

分析、判斷、使用知識的能力，配合上何社

長說的企業用人的誠信、專業、創新及當責

的這些特質，教育培養的人才就能和企業所

需的人才相契合。

給體育界人士的一句話

鄭志富副校長：

最後，請兩位與談人給我們體育界一些

勉勵的話。

何飛鵬社長：

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體育是被忽視

的。各位是非常重要的人，如果體育繼續被

邊緣化，被知識犧牲的話，這個國家也不會

有前途。我們要能有健康的身體，才能有靈

台清明的思考面對所有的挑戰。

彭明輝教授：

少子化使得體育老師的缺越來越少，

傳統的出路已經萎縮了。我們體育界的先進

和學生們都應該把心胸打開，把體育看成運

動休閒產業。台灣在這個領域，在亞洲僅次

於日本，所以，去亞洲所有新興的城市看

看，思考台灣可以在這些地方能有什麼創新

和服務，透過全新的眼界，我們一定有新機

會和未來。

鄭志富副校長：

學歷是從學校到工作的一張門票，博

士學位拿的是飛機票，碩士學位拿的是高鐵

票，大學畢業拿的是火車票，高中畢業拿的

是站票。當你到了企業界，老闆不管你怎麼

來的，只在乎你有沒有發展的能力和潛力。

我們要培養什麼人才，要如何把人才和企業

留在台灣。企業要拓展高附加價值，朝頂尖

設計、創意去開發，讓其他國家無法取代。

因此，延伸出的議題則是

各級學校的教育是否能

從被動學習改變成主動

學習，讓學生學到終生

學習的能力，才是我們

未來努力的方向。

劉復基 民生＠報記者

台灣棒球魔術師──林敏政

台北市立體育學院的前棒球隊總教練

林敏政，有人稱呼他是點子王，也有人認為

他是點石成金的魔術師，其實林敏政最驕傲

的是，子弟兵繼承他的精神，在我國基層棒

球運動默默耕耘。

「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

道敏樹。」林敏政人如其名，深

諳帶兵帶心、以身作則的哲理，

他的棒球教練生涯留下不少傳奇

故事，最膾炙人口的是能迭創奇

蹟，訓練出許多一流的棒球好手。

台北市立體育專科學校（今

台北市立體育學院，簡稱北體）

棒球隊成軍時是雜牌軍，二專及

五專的棒球專長學生不多，林敏

政能把「北華興、南美和」篩選

過兩輪的五專球員，訓練成全國

青棒選拔賽亞軍的雄師，也能使

默默無聞的二專球員在他的嚴格

操練下，一舉贏得國家代表隊選

拔賽的冠軍。

北體棒隊球成立於 1968 年，即北體設

校的第一年，當時學校設施的設備非常簡

陋，學生人數也不多，二專只招收兩班共

100 人、五專一班 50 人，棒球專長的學生

只有二專蕭光遠、林子恩及五專陳榮山、歐

陽良楷等 4 人。

圖 1 林敏政老當益壯，投球架式依然相當順暢。

（圖片來源：劉復基／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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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學生棒球運動聯盟副會長的蕭光

遠指出，棒球隊成軍後都住在台北市立綜合

運動場（台北田徑場）看台下方的宿舍，每

天清晨 6 時的晨操，不管是颳風下雨，或

是天寒地凍，林敏政總是會比球員先到運動

場，專心訓練這批七拚八湊的雜牌軍，雖然

北體當時只能參加一些乙組的比賽，卻絲毫

沒有動搖林敏政的意志，也由於這樣的堅

持，北體棒球隊 44 年來從未間斷過。

蕭光遠非常感慨當年訓練的辛苦，北

體隊照三餐操練，有時晚間還會加強訓練；

晨操是體能訓練，最苦的就是跑階梯、間歇

訓練及一萬公尺長跑，在嚴格的要求下，有

時累得嘔吐不止，但是大家還得硬著頭皮接

受中午及下午的技術訓練，「除了球隊的練

習，學校每天還有術科的課程，我們就是這

樣日以繼夜的熬了過來。」

魔鬼訓練惹禍  16 部腳踏車遭殃

林敏政的嚴格訓練也付出代價。一些

苦不堪言的球員，拿林敏政的腳踏車出氣，

不是把車子弄壞、就是把車子偷走；林敏政

一發現腳踏車出了問題，回家後就趕緊到車

店再買一部，免得第二天一早沒有代步的工

具，結果不管新車、舊車，共有 16 部腳踏

車毀在學生手裡。

北體校友會副會長張滄彬從另一個角

度看林敏政的訓練，「我最佩服就是林老師

的精神，不管是內野或外野的接球練習時，

都是林老師一個人擊球，一名球員四、五十

球，十名球員就是四、五百球，自從我擔任

桃園縣新明國中棒球隊的教練後，我才體會

到教練的活動量，不見得比球員少。」

青棒震撼棒壇  成棒冠軍寫新頁

林敏政最引以為豪的是 1974 年的北體

青棒隊，「那時候台灣北部的華興中學、南

部的美和中學名氣響亮，網羅了全台灣的青

棒名將，可是我們的團體戰力最佳，原有機

會問鼎冠軍，不過晉級四強後就聽到一些傳

言，『北體打到冠軍，青棒國手難產』，我

原本不相信此事，結果裁判的誤判，說明了

真的有問題。」

北體當時的球員幾乎都來自台南縣市

及嘉義縣市，這些地方素質最好的球員，青

少棒時期就被華興或美和中學網羅了，剩下

的好手以嘉義縣東亞高工的隊名組成了聯

軍，北體可說是他們挑剩下的第三隊球員，

其實北體這些球員，雖然名不見經傳，可是

經過林敏政的嚴格訓練，球技已和他們相差

無幾，大家只是無法適應這種現象。

北體在 1974 年全國青棒賽分組預賽排

名第二，四強循環決賽時，北體 3：2 勝東

亞，不過他們先以 1：2 輸給美和，最後對

到華興時，2：1 領先到第九局，一出局後

華興強迫取分戰術失敗，黃宏茂被觸殺在本

壘前，郭源治應該也被觸殺在二壘，可是裁

判竟然判決安全上壘，接著華興就把比數追

平了。

選拔結果冠軍美和入選 8 人，華興、

北體並列亞軍，但華興選了 3 人、北體只

選上投、捕手彭仲達及王俊民，與東亞選的

高英傑、李來發兩人相同；林敏政不滿意選

拔的結果，但對球員打出的戰果極為滿意，

「這是我帶青棒隊下功夫最深的一屆，從默

默無聞到震撼棒壇，實在是北體的驕傲。」

1974 年我國青棒、青少棒及少棒等三

級棒球隊，在世界少棒聯盟的三級比賽都贏

得冠軍，寫下我國三級棒球史上的第一個

「三冠王」，北體隊在謝國城的運作下，爭

取到中華青棒的最佳投、捕手高英傑及李來

發，終於在 1976 年打出顯赫的戰績，贏得

中華成棒代表隊選拔賽的冠軍，林敏政也成

為中華隊的總教練。

1976 年的選拔賽有六隊參加，北體以

4 勝 1 敗的成績得到冠軍，並列亞軍的合庫

及台電同為 3 勝 2 敗，陸軍及可口奶滋 2

勝 3 敗、輔大 1 勝 4 敗，林敏政說：「我

不敢說是最好的棒球教練，不過我們球員的

體能與管理，絕對是其他球隊沒得比的，這

種團隊戰力就是致勝的本錢。」

主導奧運培訓  把棒運推向顛峰

1992 年西班牙巴塞隆納奧運棒球賽，

擔任全國棒協輔導組長的林敏政，獲得理事

長唐盼盼的信任，主導奧運棒球隊的培訓大

計，他與執行教練李來發攜手合作，兩度

擊敗亞洲首強日本，將我國棒球運動推向

巔峰，贏得我國唯一的奧運團體項目獎牌

（1984年洛杉磯奧運棒球賽非正式項目）。

林敏政在 1988 年擬定巴塞隆納奧運棒

球培訓計畫時，定出以四年為一期的長程計

畫，採取機動調整陣容的方式，一直執行到

圖 2 李來發（左）胸前掛著奧運銀牌，感謝恩師

林敏政相助（圖片來源：林敏政／提供）
圖 3 北體校長林鴻坦（中著西裝者）到棒球場來給球

員加油，林敏政與謝清文分別站在林鴻坦的兩側

（圖片來源：林敏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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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巴塞隆納奧運；初期選出將近 80 名

資賦優異的年輕球員集中培訓，並逐年汰換

與增補新血，保持培訓隊完整的陣容與良好

的狀況。

四年的培訓工作相當漫長，培訓過程

也有些波折，不過林敏政長於折衝，總是能

及時化解紛爭。林敏政也指出，巴塞隆納奧

運棒球教練團的李來發、高英傑、林華韋及

楊賢銘，都有到日本深造的經驗，非常了解

日本棒球的發展，抓住了日本棒球界的老大

心態，才能出其不意的兩度擊敗日本隊。

當年巴塞隆納奧運棒球賽，日本隊志

在必得，先後培訓了三年，奧運賽前更專

程到歐洲移地訓練，然後直接趕往西班牙

比賽；林敏政說：「這個模式是 1988 年中

華棒球隊兵敗漢城（首爾）的翻版，我們

有過這樣切膚之痛，所以在擬定培訓計畫

時就決定，達到移地訓練的效果後，先返

國休息與調整，再開赴奧運比賽戰場，以

免重蹈覆轍。」

林敏政是 1973 年中華民國棒球協會改

組成立時「入閣」，被理事長謝國城延攬

為訓練組長，爾後就一直在學校體育、社

會體育兩個不同的領域，齊頭並進的推動

棒球運動；當時他的父親林鳳麟擔任總幹

事（秘書長），父子兩人同為棒球運動效

力而傳為佳話。

林鳳麟是跟著「少棒之父」謝國城一

頭栽進棒球圈，雖然幫忙推展棒球，卻對林

敏政投入棒球運動持反對意見，「小時候父

親非常反對我打棒球，我都是躲著他去打

球，深害怕被他逮著，等到了師大體育系

後，他才有了開放的態度。」

林敏政的身世有些複雜，他的生父徐

灶生是台灣光復後的台中市參議員，爾後

擔任過副議長、議長及兩任台灣省議員；

圖 4

林敏政（左排第一人）曾獲選為

1964 年東京奧運聖火在台灣傳遞陪

跑的運動員，持聖火者是田徑名將

鄭洛成（圖片來源：林敏政／提供）

養父林鳳麟是他的舅舅，林鳳麟當時還沒有

小孩，他的母親、也就是林鳳麟的大姊林冬

柑，當時已生了四個子女，所以「老五」林

敏政一出生後就由林鳳麟收養。

林敏政是由大他八歲的哥哥徐迺輝啟

蒙棒球運動，「我的哥哥熱愛棒球，可是他

在省立台灣大學物理系讀書時，檢查出有心

肌內膜炎的先天性疾病，從此被父母親嚴令

禁止運動，他就把對棒球的熱情轉移到我身

上，不但買球棒、手套等球具給我，同時還

教我基礎的棒球動作，雖然哥哥不是名師，

不過確實促使我對棒球的興趣。」

高中時為了能打棒球，林敏政特別選

擇有棒球隊的台中市立第二中學（今雙十

國中）就讀，當時身材瘦小的林敏政並不起

眼，不過優異的速度與強壯的肩膀，終於使

他在游擊守備位置展現才華，原本合作金庫

棒球隊想延攬他加盟，但 1962 年高中畢業

後考進台灣省立師範大學體育系，改變了他

的人生，四年的體育專業教育，培養他成為

圖 6 林敏政與北體校友、在校生在平鎮棒球場合影（圖片來源：劉復基／攝影）

圖 5 林敏政與北體老校友餐敘，上排左起林錦輝、張

滄彬、莊林貴、彭仲達、蕭文勝，下排左起陳榮

山、范錦亮、林敏政及高英傑（圖片來源：劉復

基／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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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德兼備的運動長才。

林敏政表示，在師大體育系讀書是他

人生最快樂的時期，他說：「哪有那麼好的

事情，可以每天打球，根本不用上課。」他

的運動天賦也在這時完全發揮，雖然從大一

開始就被林德嘉老師拉到橄欖球隊，但在棒

球、田徑、游泳、足球及柔道等項目也皆有

涉獵，也曾代表學校參加比賽，在當時被同

學戲稱「六項全能」。

師大橄欖球隊練習非常辛苦，教練林德

嘉每天清晨 6 時一定到校。林敏政說：「每

天清晨只要聽到林老師腳踏車的剎車聲，我

們就會從宿舍驚慌失措的奪門而出，大家都

祈禱哪一天聽不到林老師的剎車聲，就可以

舒舒服服的睡個好覺，不過這個願望從沒有

實現過。」

林敏政在 1977 年一度放下教練工作，

可是就在 1978 年時，北體化身的亞洲信託

隊，在國內首次舉辦的甲組聯賽資格賽，

只打出 2 勝 6 敗的戰績，未能躋身七強而

降為乙組球隊，林敏政這時出面整頓球隊，

只留下 6 名二專一年級的球員，同時從五

專一年級選出 17 名沒有棒球基礎的「門外

漢」，從基本的傳球、接球及握棒、揮棒

等動作教起。

林敏政特別強調，北體新軍注重「精

神訓練」，不但要球員能表現出色的球技，

更要有抖擻的精神，所以引進了學長制的

方式，讓球員養成尊重教練、尊重學長，

以及尊重所有人的精神，這個制度一直延

續至今，成功的維繫北體校友與在校生緊

密的關係。

圖 7 林敏政（右）訓勉北體棒球隊球員要有雄心壯志（圖片來源：劉復基／攝影）

中國信託公司在 1991 年與北體建教

合作，是北體的實力迅速提升的關鍵。北

體與中信的建教合作完全是林敏政一手

策劃的，他曾先後五次向中信高層作簡

報，最後一次向中國信託董事長辜濂松

說明，辜董事長親自拍板定案；雙方

達成分三階段進軍職棒的目標，果然

中信與北體共創雙贏的局面，後來中

信鯨成為中華職棒第七支球隊，北體

也在 1995 年贏得成軍 27 年來的第

一個全國青棒冠軍。

由於林敏政的能力受到中信高

層的信賴，所以 2004 年 2 月他從北體退休

後，中信鯨職棒隊就立即聘請他擔任球隊的

領隊兼育樂公司總經理，「我答應擔任這個

職務其實是有使命感的，我認為以我的產、

學、經能力，應該可以創造一個很好的平

台，擴大社會體育的觸角，可惜最後落得悲

劇收場。」

2008 年 11 月 11 日，中信鯨職棒隊無

預警的宣布解散，給予林敏政最沈痛的打

擊，中信棒球隊是他一手催生的，「原本我

有計畫寫些東西，或是留下一些札記，但是

中信鯨的解散讓我心灰意冷，第二天就把所

有與棒球相關的資料都扔了；我最大錯誤是

太信任自己的學生，經過這個事件我決定徹

底退出棒壇。」

林敏政從事棒球運動 50 年，人生最菁

華的歲月都獻給了國家及北體，令他欣慰

的是，北體棒球校友是基層棒球運動教練

人數最多的一群，其中，桃園縣在北體棒

球校友會會長張滄彬的耕耘下，2009 年拿

下全國青棒、青少棒及少棒等三級棒球的

「三冠軍」，一掃台灣棒球沙漠的惡名。

在棒球界辛勤耕耘了三十多年，林敏政

退休後依舊勤於耕種，不過他耕種的田園不

再是棒球，而是一畦畦的菜苗果圃，「種豆

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

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

惜，但使願無違。」可以說道盡了林敏政現

在的心境。

圖 8 林百亨（右2）是改制三專後的第二屆球

員，李杜宏（左2）、江維漢（中）則分別

是二專及五專的球員，另一人是較年輕的

校友邱企彬（圖片來源：劉復基／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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