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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是臺灣首

度主辦國際級的聖火傳遞，並考量曾舉辦過

世大運城市與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及觀光行

銷等因素，於 6 月 20 日先在世大運第一屆主

辦城市義大利杜林舉行母火引燃儀式，接續

傳遞於義大利拿坡里、泰國曼谷與韓國大邱。

世大運聖火傳遞回臺後首站將會到臺灣第一

高峰－玉山，接續以「ＬＯＶＥ」字型依序

至全臺各縣市進行傳遞，全程國內外的聖火

傳遞，是榮耀的任務更是艱辛的考驗。最後 8

月 19 日世大運開幕式，聖火傳遞進入臺北田

徑場聖火台點燃聖火，隆重宣告賽會開始。

在聖火傳遞尚未開始之前，國內民眾多

持觀望的態度，雖然世大運在舉辦前一年已

逐漸建立知曉度，但尚未能形成參與的力量。

從 365 天倒數活動之後，陸續舉辦不同形式

的藝文和運動文化交織的開放活動，於不同

場域接觸民眾行銷世大運。

而開閉幕節目醞釀多時，籌備階段對外

均嚴守保密節目內容，堅持要在最完美的狀

態下，對外呈現團隊的努力成果。凡此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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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市長親赴義大利杜林引燃母火（圖／世大運文化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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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其中的世大運組委會成員和民間團隊，

無不感受到肩負的使命和自我要求的壓力。

期許能透過成功的開閉幕典禮，創造市民的

榮耀感，並為整個賽會開啟神聖的時刻，在

全球的關注下彰顯與見證世大運的精神。

貳、世大運聖火傳遞新典範

為了凸顯與表現臺灣特色，聖火傳遞必

要的火炬設備，由曾獲得文創精品獎肯定的

桔禾創意整合公司辦理，該公司發揮創意與

整合力量，找到南投的工藝大師蘇素任老師、

臺中的玩火專家愛烙達股份有限公司（Iroda）

與中南部的製造廠商，把設計師張漢寧與協

同設計師吳協衡的創新設計具體實踐出來，

完成臺灣第一把結合當代科技、傳統工藝與

專利 LED 燈，並符合大型賽會規範的現代化

火炬。

聖火傳遞需要火炬手服裝，由國內時尚

設計師黃嘉祥設計，突破傳統體育服裝制式

樣板，採時尚運動俐落剪裁、展現勾勒速度

感的 3D 立體印花與科技感線條，呼應運動員

在運動場上的奔馳奮戰、以漸層色塊創造協

調視覺。服裝材質選擇環保科技咖啡紗布料，

創造兼顧實用性與當代時尚感的視覺印象。

在聖火傳遞路線上，國外部分 10 天內橫

跨歐亞 4 個城市，超過 1 萬公里的行程進行

傳遞，在傳遞籌辦與執行過程中與各國外城

市建立友好交流關係。國內部分，突破以往

國內傳統順時鐘的傳遞方式，聖火首站來到

東北亞第一高峰與臺灣重要精神地標－玉山

（3,952 公尺），象徵聖火由臺灣最高處照亮

全臺，接著代表著「愛與和平」精神的聖火

會以 L、O、V、E 四個字母串連全臺 22 個縣

市（將「臺北」的中文字形巧妙地轉化為英

文字 LOVE（臺北 =LOVE），各縣市傳遞路線

以「人文、生態、產業」為主軸，將臺灣特

色介紹給全世界。過程中跑過臺灣重要知名

景點，同時運用了包含熱氣球、風帆、西式

划船等創意形式進行傳遞。

歷時將近二個月的時間，臺北藉由完成

聖火傳遞達到城市互動與交流的目標，感謝

協助與配合臺北世大運聖火傳遞的國際城市

與國內各縣市，以及 240 名火炬手、210 名

▲世大運聖火傳遞（玉山攻頂）（圖／世大運文化處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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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火隊員共同參與，成就臺灣有史以來舉辦

過規模最大的聖火傳遞任務。

參、開閉幕創意直逼奧運等級

2017 世界大學運動會開、閉幕式分別於

8 月 19 日、30 日登場，節目內容涵蓋臺灣歷

史文化、臺北城市意象、科技力量，以及多

元之流行音樂文化，吸引全球注目，獲得觀

眾高度肯定，充份展現臺灣表演、音樂、視

覺設計等領域文化軟實力。參與之選手、市

民、國內外貴賓達 5 萬人次，現場氣氛熱絡，

觀眾及選手歡呼讚嘆聲不斷，充分說明成果

非常豐碩。因應票房的熱賣，開幕式也有市

府廣場第二現場等多處戶外轉播，以及國內

外的電視轉播和網路直播，成功將臺北世大

運推向各界矚目的焦點。

這次世大運開閉幕活動有許多創新值得

紀錄，包含新生代創意團隊、技術的運用、

儀典的創新以及學生的參與數。創意導演群

平均年齡 35 歲，在舞蹈、戲劇、科技藝術各

有擅長，他們的工作模式呼應其中一位導演

說的：「現在已經不是一個英雄的時代，而

是共創的時代。」具世運及聽奧經驗之資深

顧問團以及國際顧問的帶領指導，讓演出受

國際肯定，這一仗，達成了世代及經驗傳承。

技術部份，國內首次運用 1200 平方公尺

LED 地屏螢幕作為演出舞台，視覺圖像完全

由國內藝術家設計，搭配轉播呈現三度空間

的立體展演，成功為 2017 臺北世大運留下經

典畫面。空中懸吊設計也是首次嘗試，開幕

演出高掛的「囍」字，原民鞦韆、空中飛人

▲開幕式舉旗手集體揮旗向大會致意

  （圖／世大運文化處提供）

▲開幕式 陳金鋒揮棒點燃聖火台

  （圖／世大運文化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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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爬 101 及臺北街頭畫面，皆藉懸吊系統實

現。此次田徑場視覺焦點「聖火台」亦由國

內頂尖藝術團隊打造，運用動力機械裝置，

創造出動態聖火台。

大型活動中的儀典由新生代導演設計

146 位舉旗手排成放射狀半圓，輕輕揮舞造

成旗海飄揚，搭配地屏呈現世界一家圖像，

場面壯觀，令人動容。升旗手邀請國際青年

志工擔任，藉由世大運，讓世人看見青年對

世界及人類之貢獻。點燃聖火橋段，請出棒

球先生陳金鋒揮出火球，燃起賽會最高精神

象徵的聖火，也燃起全民對棒球共同的回憶，

對體育隱藏的熱情。火球的擊發、聖火的燃

起、音效及煙火之搭配亦是技術團隊精心設

計，成就永傳的經典。

開閉幕活動最令人感動的是學生的參與。

此次開閉幕典禮由來自臺灣 18 所藝術表演專

業學校系所、超過 1000 位學生參與演出。代

表團舉旗手、舉牌手及儀典人員則來自 27 所

學校超過 300 位同學擔任。完美演出其實面

臨三大難題：最大的敵人 -- 天氣、最大的限

制 -- 時間，最大的挑戰 -- 場地。此次使用臺

北田徑場作為開閉幕場地，同時也是田徑賽

事場地，跑道都是重新鋪設並經競賽端認證，

為保護跑道及草坪，開閉幕進場裝臺，無法

如一般表演場地盡情發揮。事前必須研擬一

套保護措施。又為了讓草能曬到陽光，必須

鋪四天就拆開曬三天。再者，車輛無法上跑

道，所有重物必須人工搬運，皆需先鋪設地

毯再鋪塑膠板才能施工。又拆裝台時間有限，

所有工程都在夜間不斷電進行。表演人員僅

有極少時間於現場彩排，但開閉幕活動仍順

利進行完畢，選手及觀眾現場的歡呼聲說明

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肆、世大運行銷城市文化

世大運文化活動主要包括賽前與賽事期

間文化活動。賽前文化活動主要對象是國內

民眾，希望透過文化活動能夠吸引民眾認識

世大運，對世大運有感，進而認同世大運。

賽事期間的文化活動則著重國外代表團認識

並體驗在地文化活動。

世大運文化活動從開幕前一週年開始， 

一直到賽事結束選手村閉村為止，總共持續

▲閉幕式選手現場歡樂場面（圖／世大運文化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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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 天，初期因尚未有明確行銷主軸，各處

組仍在低頭籌備階段，可提供的奧援有限的

情形下，仍須達到以下幾項重要的目標：

一、 以活動擾動民眾日常生活，提高世大運

知曉度。

二、 透過活動規劃，尋找可長期合作的伙伴，

累積賽事期間活動資源。

三、 提供世大運志工及早熟悉文化志工服務

需求的機會。

四、 在賽事安排外，建立與國外代表團的友

誼接觸。

五、 提供各項籌備工作階段性成果呈現的機

會。

進入 2017 年後，配合世大運行銷宣傳的

展開，其效益慢慢扭轉，而每次活動精心規

劃的酷卡蒐集與胸章兌換的小活動，更預告

世大運即將到來。當歷屆世大運得牌選手參

與 6 月 17 日為選手喝采的活動時，朱木炎、

陳天文與黃怡學主動以跆拳道、跨欄，甚至

騰空後翻等招牌動作賣力出場時，引爆加入

為選手加油的民氣。

為了讓國外年輕選手，能有機會瞭解在

地文化，在選手村餐廳進出口旁設置了「文

化聚落」，規劃多場文化展演與體驗活動，

有學用毛筆寫中文名字、操演掌中戲偶、試

穿原住民服飾、藝術拼貼摺扇、彩繪運動插

畫線稿等；對方塊字的好奇，再加上學寫自

己的中文名字，「在選手村學寫中文名字」

竟然是村內詢問度最高的一件事。

除了文化體驗，每晚也安排原住民舞樂、▲在書法老師指導下，選手們展示學習成果

  （圖／世大運文化處提供）

▲文化聚落拚貼畫（圖／世大運文化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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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樂舞、傳統武術雜

技、傳統音樂演奏、精緻

掌手戲偶演出等，令人印

象深刻的是扯鈴表演，由

於林口風很大，表演團隊

表演高難度技法時失手幾

次，現場選手們紛紛鼓勵

表演者再試一次，直到成

功時也不吝報以熱烈掌

聲！

真正能體現世界一家

的活動，其實是最讓人擔心現場音量飆高的

Party Night DJ Show。當看到穿著不同隊服，

來自不同國家的年輕朋友，不分彼此，手拉

著手圍圈跳舞時，很難想像在白天賽場上可

能還是競爭對手呢！

伍、結語

由於此次聖火傳遞在義大利杜林舉行母

火引燃儀式精彩萬分，受到國際大學運動總

會 FISU 的高度讚賞，自此將成為未來世大運

辦理的模式，無疑也是對策劃主辦單位的一

大肯定。

開閉幕是每一個運動盛會最受矚目的焦

點活動，開幕成功，世大運就成功一半！開

幕現場雖遇突發狀況導致選手未按照原訂時

間進場，但經應變得宜，化危機為轉機，成

功凝聚國人對世大運之關注，並替賽事打了

一記強心針，觀眾化感動為行動，踴躍買票

進場觀賽，為世大運選手加油。中華臺北代

表團也打出漂亮的一仗，破記錄及得牌數皆

創新高，不枉多年的籌備及努力。

「今日場上好手，未來世界領袖」這是

國際大學運動總會揭櫫的賽事活動宗旨，藉

由國際綜合賽會的舉辦，我們以熱情款待，

用文化交流，從而與全世界的年輕人建立永

久的情誼。在天時地利人和條件下，相信透

過 2017 臺北世大運的各種文化饗宴，已搭起

未來全球認同並支持臺灣的友誼橋樑。

   ▲閉幕式國外選手入場持布條感謝臺北 （圖／世大運文化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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