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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想從歷史資料中，將政治大學棒球隊自創立迄今，球隊

成軍過程、球員遴選制度、訓練、及比賽等重要紀事，系統化彙整分析。透過

早、中期隊員的質性訪談、不同時期留存的照片與文件，以時間縱軸為「經」，

不同事件為「緯」，縱向串接政大棒球隊不同階段所留下的歷史痕跡。相關資料

經系統化彙整分析後，導引出政大棒球隊整體發展歷程的脈絡，可為後輩依循

與傳承。建議在追求棒球場上榮耀的同時，也要保持球隊的核心價值與理念；

在帶領球員實現棒球夢想路上，亦能兼顧課業要求與社會群性的養成。球隊如

同社會、企業縮影，如何學習領導或被領導，都是一門學問，政大棒球隊提供

了一個很好的學習與體驗場域，冀望未來能成為人才培育的搖籃，孕育出更多

國家社會棟樑。 

關鍵詞：棒球選秀、大專棒球聯賽、領導統御 

 

                                                 
1王清欉，政治大學體育室，ctwang@nccu.edu.tw 





國立政治大學棒球隊隊史紀實 3 

 

壹、緣  起 

現代我們所熟知盛行於美國的棒球，被認為是由卡特萊特  (Alexander 

Cartwright) ，在 1845 年制訂 20 項簡易規則所奠下的基礎，包括「baseball」

一詞、球場形狀，及 9 個守備位置…等。而棒球何時由美國傳入日本則眾說紛

紜，根據維基百科日本棒球 (2014) 的記載，牧野仲顯在美國留學就讀大學期

間，受到大學棒球熱潮影響，學會了打棒球；於 1873 年從美國引進日本，同

年開始教導日本人打棒球，從此棒球在學校間即廣為盛行。1903 年早稻田大

學與慶應義塾大學（即早慶戰）的對抗賽，除在當時引起社會上很大關注外，

更促成 1925 年六所位於東京都的大學所屬棒球隊成立了「東京六大學野球聯

盟」。台灣的棒球運動起源日治時期，1895 年日本開啟了對台灣的統治，而同

一年亦是日本將美國傳入的 baseball 統一譯為「野球」，即所稱日本「野球元

年」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2006)。棒球是台灣最受歡迎及影響深遠的運動項

目之一，溯自日治時期 1906 年 3 月台灣成立第一支棒球隊起，至 1931 年嘉義

農林棒球隊 (KANO) 贏得「第十七屆全日本中等學校優勝棒球大會」(甲子園

大賽) 亞軍後帶動了一波全台棒球熱。戰後初期 (1945-1968) 台灣全境，歷經

空襲百廢待舉，但在台灣光復歡樂氣氛中，公、民營機構競相組織棒球隊，各

項棒球賽會成為當時台灣社會引領企盼的焦點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2006)。

1968 年台東紅葉少棒隊擊敗來訪的日本關西聯隊，掀起台灣另一波棒球熱潮，

並且奠定了隨後三級學生棒球三冠王輝煌成績的基礎。 

國立政治大學從戰後初期至現今，在台灣棒球運動發展史的脈絡中從未缺

席。政大棒球代表隊從 1958 年創隊，迄今走過了 56 個寒暑，在創隊學長們前

仆後繼、苦心經營下，不僅戰績顯赫，更開創了優質球隊組織文化，為後進者

遵循相傳，直至今日未曾間斷。然而，政大棒球隊從組成以來，隨著時間不斷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9%A7%E9%87%8E%E4%BB%B2%E9%A1%A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3%92%E7%90%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3%92%E7%90%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3%92%E7%90%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9%E7%A8%BB%E7%94%B0%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9%E7%A8%BB%E7%94%B0%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5%B6%E6%87%89%E7%BE%A9%E5%A1%BE%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7%A9%E6%85%B6%E6%88%B0&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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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流逝，昔日隊友共同攜手走過的足跡越來越模糊，加之資訊爆炸時代，讓我

們更容易遺忘；惟有從一張張泛黃的舊照片中，去追尋過往歷史的片段記憶。 

在我們所經歷的社會中，視界所及無不充滿著圖像。「它」是對可見世界

或社會情境的一種反映，現況研究趨勢有愈來愈多的議題探討與圖像研究結

合：如周婉窈 (2014) 所著「臺灣歷史圖說」、王御風、蔡博任 (2014) 所著「圖

解台灣棒球史」，及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2006) 所出版「台灣棒球百年史」…

等，都用不少珍貴圖像來呈現歷史風貌。由此可知，圖像或影像紀錄與歷史回

顧密不可分。英人彼得柏克 (Peter Burke) 在其所著「圖像証史」專書中即言：

「任何圖像都可當作歷史證據」。並且更進一步闡明：「圖像是歷史的遺留，也

記錄著歷史，更是解讀歷史的重要證據」。我們從每一張圖像中不僅能看到不

同時代背景所蘊含的意義，也能看到生活於當中的人。筆者於 1987 年至政大

任教，同時身兼球隊總教練，是政大棒球代表隊近 30 年來隊史的參與者及見

證者。基於此，本文從球隊成立過程及選、訓、賽重要紀事，採參與觀察法及

文件分析法，透過早、中期隊員 (如表 1、圖 1、圖 2 所示) 引導式訪談後，

再個別深度訪談以獲取可分析素材，以時間縱軸為「經」，不同事件為「緯」，

冀望能縱向串接勾畫出政大棒球代表隊不同階段所留下的歷史痕跡。 

 

表 1  政治大學棒球隊早中期隊員訪談名單 ( 2014.11.3 道南咖啡館 ) 

畢業年度 系  別 姓  名 職        銜 

1962 邊政系 林克昌 前行政院研考會主任秘書 

1965 財稅系 林昌辰 尚達貿易公司董事長 

1966 政治系 許重雄 前永琦百貨公司總經理 

1967 會計系 周朝慶 前奇士美化妝品總經理 

1968 財稅系 楊重華 前賦稅署副署長 

1971 統計系 李孟熹 零售連鎖業顧問 

1977 中文系 林志雄 現任安侯建業會計事務所執行副總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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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與早、中期隊員進行訪談 (2014.11.3)   圖 2  與早、中期隊員進行訪談 (2014.11.3) 

       ( 照片提供：謝啟豪 )                        ( 照片提供：謝啟豪 )  

貳、政大棒球隊成軍經過 

1954年政大獲准在台復校，首階段先行恢復行政 (後改為政治)、公民教育 

(後改為教育)、新聞及國際關係 (後改為外交) 等四個研究所，分別培養各機關

幕僚人員、中等以上學校師資、新聞及外交人才，共招收新生60人。1955年成

立大學部，設有教育、政治、新聞、外交及邉政五個學系；1956年奉令大學部

增加中國文學、東方語文和西洋語文三個學系；1957年大學部增設國際貿易學

系；1958年大學部除原有九個學系外，另增設財稅學系、銀行學系、會計統計

學系，合為12學系，學生人數近千人。同年冬季，學校在經費雖十分短絀的情

形下，為了安頓學生學習生活，仍然陸續完成男、女生宿舍、學生餐廳、行政、

辦公大樓、四維堂禮堂及大操場等重要工程。政大在台復校，原以為不久將返

回大陸，因此校園建設一切從簡，雖說「復校」實際與草創無異 (國立政治大

學，1989)。政大棒球隊就在這樣時空背景下創立。 

    1958年由柯加星 (教育)、許來 (邊政)、呂華山 (東語)、長儁德 (財稅)、游

寅藏 (國貿)、林克昌 (邊政)、廖達朗 (東語)、曾萬誥 (東語)、林克明 (財稅)、

張信雄 (國貿) 等人共同組成棒球隊，首任教練由體育衛生組焦祖謙老師兼任。

球隊主要練習場地與足球、田徑隊一起共用剛完工啟用的大操場上 (如圖3所

示)。1959年7月15日畢莉颱風，挟帶了280公厘的雨量，在短短七個小時以內，



6 國立政治大學棒球隊隊史紀實

 

使台灣北部六個縣市處處災情慘重。本校位處窪地，四面環山，當天晚上景美

溪水位陡升，在黑暗中校園被洪水侵入，一樓房舍全部進水，深度可滅人頂，

剛完成之大操場，放眼望去便是汪洋一片 (國立政治大學，1989)。在運動訓練

場地受損、器材極其匱乏，因陋就簡的當時球隊境況，可說雪上加霜。然而，

在創隊隊員帶領運作及後繼者：如1964年畢業林三合 (政治)、張龍雄 (西語)；

1965年畢業林昌辰 (財稅)、鄭博久(外交)、郭登吉 (東語)、陳光雄 (政治)；1966

年畢業許重雄(政治)、呂東英 (會統)、曾志郎 (教育)、朱三木 (銀行)、吳樹勳 (邊

政)；1967年畢業周朝慶 (會計)、吳敏雄 (會計)、吳必賢 (會計)、賴重男 (地政)、

廖國弘 (國貿)、李仲儀 (銀行)；1968年畢業楊重華 (財稅)、林國卿 (統計)、蔡

武作 (東語)；1969年畢業張漢英(國貿)、陳啟修 (銀行)；1970年畢業鄭麒麟 (東

語)；及1971年畢業林晉章 (法律)、屈良幹 (法律)、吳大維 (法律)、林文豹 (法

律)、林博德 (法律)、藍善德 (法律)、陳應龍 (統計)、李孟熹 (統計)、陳孟珍 (統

計)、陳碧昇 (企管)李柏鶴 (東語)；1972年畢業方立中 (地政)、楊登源 (外交)、

宋顯耀 (財稅)、張言成 (企管)；1973年畢業柯良榮 (企管)、聶台生 (民社)、余

光弘 (民社)、李慧庸 (民社)、呂應宏 (銀行)、林邦松 (企管) (政大棒球隊歷屆

校友名冊，1994) 等校友們的努力下，未受軟硬體設施缺乏的影響，仍本著對

棒球的熱愛，積極參與校內外訓練及比賽。球隊管理也在長幼有序學長制的互

動下，營造出高度凝聚力；參加校外競賽於1960年榮膺全省第八屆大專棒球錦

標賽冠軍，及1973年榮獲全國大專院校第八屆棒球錦標賽冠軍。如此輝煌運動

成績表現，不僅達到為校爭光之目的，並突破足球隊專美於前的慣例，同時也

引起校方的注意，讓學校重新檢視棒球隊存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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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960 政大足球場(翻拍自政大校史館)   圖 4  1968 另一個颱風 田徑場淹大水情形 

                                    (翻拍自政大校史館) 

參、志同道合齊聚一堂 

國際棒球總會執行長米蓋爾歐丁 (Miquel Ortin) 認為：「棒球是一種能讓許

多年輕人增長寶貴經驗的運動，做為團體運動，它需要九個人的合作和協調來

達成共同的目標；但是它也有強烈的個人色彩，來了解自己和考驗個人極限」(中

華民國棒球協會，2006)。棒球運動是強調團隊合作的項目，一人球隊無法贏得

勝利；棒球的魅力在於比賽過程充滿變數：守備、跑壘、投、打之間的鬥智，

不知下一秒鐘會有什麼變化；鍥而不捨逆轉比賽，更是扣人心弦，這些因素都

是吸引棒球愛好者，有志一同參與球隊訓練的主要動力。政大棒球隊成員，在

早、中期 (1958-1986) 年間，多半來自對棒球有興趣，自發性或同好相邀，及

少數有棒球根基的同學組成，由於政大學生總數不多，又屬文、法、商領域，

女生多於男生，常常難以招滿隊員，因此並無固定球員的遴選機制，這種球隊

組成現象持續至 1989 年筆者至政大任教初期。1990 年 3 月 17 日中華職棒開打，

開啟了棒球運動歷史新頁。職棒球團創新的行銷策略，使觀賞比賽的球迷不斷

地增加，這股風潮也吹進了大專校園，從棒、壘球課成為熱門選項即可看出端

倪。 

1991 年起，每年參加棒球校隊招生的學生越來越多，超出每屆固定選取 5

名的額度，因此有了初步遴選條件：如測驗臂力的「擲遠」、傳球姿勢與技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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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傳接球、速度的「50M 衝刺」及「他人拋球」的打擊技巧等。近幾年代表

隊選秀為了提升預測受試者潛能展現的各項細節，遴選項目有些微變更，如將

「50M 衝刺」改為從「本壘衝向一、二壘」，增加「接滾地球＋傳球」、專項測

驗有「投手投球」及「捕手牽制二壘」動作。進入棒球代表隊的管道，除參加

每學年舉辦 1～2 次選拔機會外，也有少數從筆者開授的棒、壘球課中被發掘，

經筆者鼓勵參加選秀後，成為球隊的一員。新成員確定後，為了讓他們能儘早

融入球隊運作，照慣例筆者會與新夥伴作詳細宣導與懇談，除介紹球隊簡要歷

史外，更闡述球隊管理、帶隊理念與具體作法。國內球隊大多採「學長制」在

運作，因此新進球員擔負繁雜隊務外，在意見表達上也較沉默，新進球員少說

多做、多看、多學習應是較佳的互動模式。當然！老二不會永遠是老二，也有

當家做主的時候。「倫理維上下，學長應提攜愛護學弟；互敬繫同儕，同梯要相

扶持共上進」，球隊在學長制的倫理制約，氣氛自然和諧，人際關係必也融合圓

順。不同科系聚集同一屋簷下，相互學習領導或被領導，是不可多得的經驗和

緣分；而比賽過程中，不同狀況機智應變的訓練，讓人的心智日趨成熟，反應

更加敏銳。凡此種種歷練均非一般課堂上所能得到，亦是一般性社團望塵莫及，

只有親身經歷方能體會箇中滋味。經筆者詳述球隊經營原則後，亦與新隊員充

分互動與解答，入隊後第一學期為適應期 (觀察期)，其目的是讓新生在隨隊練

習之餘，有充裕時間審慎思考自己課業、興趣、時間管理等因素，是否能勝任

並配合球隊的訓練計畫及比賽，學期末若通過球隊幹部及筆者的考核，即可登

錄成為正式代表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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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馳騁球場訓練印記 

一、早、中期 (1958～1986) 訓練狀況 

政大棒球隊從創立至 1986 年間，練習場地都以學校大操場為主，並與足球

隊、橄欖球隊、手球隊共用足球場地。1965 年財稅系畢業林昌辰：早期代表隊

訓練場地都在操場，但是足球隊可以優先使用場地  (王清欉，個人訪談，

2014.11.3)。政大在台復校初期有不少港澳生就讀，他們在僑居地原本就熱衷足

球運動，因此造就當時政大足球隊實力盛極一時；而棒球隊、橄欖球隊初成立，

尚無顯赫戰績致未受學校所重視。棒球隊的處境雖然未獲校方青睞，但正常的

訓練及友誼比賽並未受影響。1963 年在林昌辰的安排下，邀請台灣水泥公司棒

球隊，來政大操場進行了一場聯誼比賽。1966～1967 年，政大棒球隊有機緣接

受曾連續當選 5 屆亞洲盃棒球錦標賽國手，享有「游擊第一名手」美譽的陳潤

波先生的指導。1967 年會計系畢業周朝慶 (如圖 5 所示)：1966～1967 年間，當

時任職於合作金庫陳潤波，常常利用中午時間到政大操場義務指導大家；這段

情誼結緣於 1967 年畢業賴重男 (地政) 的牽線；賴重男師範學校畢業後，至台

北市太平國小當老師，教過陳潤波先生的公子，同時也擔任太平國小棒球隊的

管理員，陳潤波先生也多利用時間，到太平國小義務指導球隊，賴重男後來繼

續深造，考上政大地政系並加入棒球校隊，有一天回太平國小探視棒球隊，巧

遇了陳潤波先生，隨即邀請陳先生來政大指導 (王清欉，個人訪談，2014.11.17)。

陳先生至政大指導消息傳開後，不只棒球隊振奮期盼，也吸引不少女壘隊員慕

名而來求教，陳先生的棒球旋風，不僅帶來球技、觀念的提升，也更加凝聚了

政大棒球隊員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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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967 畢業周朝慶(會計) 政大操場       圖 6 1969 鳥瞰足球場(翻拍自政大校史館) 

     背景為紅樓(已拆除) 

1974～1977 年，是政大棒球隊之關鍵的年代，1977 年中文系畢業林志雄：

從 1974～1977 年，這幾年開始與上面學長有了密切互動，畢業後又能和學弟保

持情誼，扮演承先啟後的角色，並且促成政大棒球校友會的成立 (王清欉，個

人訪談，2014.11.19)。不僅如此，這幾屆也號稱是「政大體育系」，主要成員 (如

圖 9 所示) 有：楊一成 (東語)、楊仁煌 (民社)、俞祖庚 (民社)、仝智利 (公行)、

杜福珍 (東語)、陳俊錄 (國貿)、林志雄 (中文)、黃福順 (經濟)、邱福枝 (企管)、

何德新 (統計)、徐文秀 (統計)、田青山 (國貿) 及宋子堅 (民社)等，靈魂人物

是 1977 年畢業的黃福順。黃福順擔任隊長期間，球隊管理紀律嚴明，又具有棒

球科班底子，而伴隨他天生甘草型的人格特質，對棒球的熱愛近乎球癡，因此

一呼百諾，每天中午 12：30 時間一到，便在八角亭 (如圖 7、圖 8 所示) 集合

練球。在熱身、傳接球過後，趁橄欖球隊沒來之前先作打擊練習，等橄欖球隊

來到球場，再回到煤渣跑道打 toss、守備或投捕練習。這樣的訓練時間、內容

周而復始，隊員間自然培養出良好的默契與情感。林志雄：黃福順捕手牽制能

力接近甲組水準，每天中午過後就到八角亭旁的跑道練球，從中午到傍晚，接

著晚餐一起吃，常常續攤小酌到深夜。全隊感情深厚，為了維持平常生活開銷，

一到暑假全隊不約而同報名參加「陽明青果合作社」的工讀行列，到武陵農場

打工採收高麗菜；雖然上山打工，手套、球卻不離身，有空就相互傳接球，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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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也會用高麗菜當「球」，傳接入菜籃 (王清欉，個人訪談，2014.11.19)。1979

年林志雄、黃福順服完兵役，兩人對政大一草一木之情感仍眷念不忘，相約回

政大側門 (現為麥當勞原址) 開設「國泰冰果室」，當時不僅生意興旺，儼若成

了棒球隊校友、校隊及各系隊固定的聯誼中心。 

這段期間的棒球隊，不但以政大體育系自許，更創了一項空前絕後的紀錄

－與女壘校隊 (如圖 10 所示) 搭起聯誼之橋。1976 年大專盃棒、壘球賽在台南

市成功大學舉行，比賽結束後兩隊相約至虎頭埤旅遊，雙方開始有緊密互動；

回到學校仍持續保持交往熱度，不久又邀約遊阿姆坪露營。林志雄：當年女壘

隊員以文學院為主，又以中文系居多，有學長追學妹，也有學姊追學弟等佳話 

(王清欉，個人訪談，2014.11.19)。棒、壘球隊經過交流互動，最後有兩對修成

正果，有情人終成眷屬，喜結良緣。 

 

 

 

 

圖 7  1974 八角亭(地面填高後現為田徑場)        圖 8  1972 鳥瞰田徑場與八角亭                                         

           (翻拍自政大校史館)                          (翻拍自政大校史館) 

 

 

 

 

   圖 9  1976 號稱政大體育系眾好漢           圖 10  1976 大專盃棒壘球賽期間練完球合影 

        (照片提供：謝啟豪)                           (照片提供：謝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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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期 (1987～迄今) 訓練狀況 

1987 年是筆者至政大任教的第一年，學校規定運動代表隊每週至少練習兩

次，棒球隊練習時間為星期一上午 10：00～12：00；星期四中午 12：30～14：

00。由於棒球、橄欖球與足球隊練習時間常有重疊，又須共用田徑場地，訓練

情景屢見險象環生。為了解決此一現象，經與橄欖球隊協調後，錯開部分練習

時段，並使用政大堤外簡易橄欖球場 (如圖 11、圖 12 所示)。堤外簡易場地處

在河川高灘地，地質肥沃，球場草皮雖非人工植被，但經修剪後，一片綠草如

茵，土壤硬軟適中，行跑、跳、撲、滑等訓練，鮮少有發生運動傷害者 (王清

欉，2010)。1991 年位於體育館後方堤外「道南左岸河濱公園」闢建完成，此地

在市政府規畫之初，體育室即參與籌設，原本規劃橄欖球場設置在與指南溪平

行線的高灘地上，旁邊再設計一座棒、壘球場，然而此一構想未被市政府接受，

最後只留下棒壘球場 (如圖 14 所示) 。當道南左岸河濱公園棒壘球場 (慣稱政

大堤外棒球場) 興建完成，棒球校隊訓練地點，就從操場移往堤外棒球場。政

大堤外棒球場的產權為台北市政府，又屬開放性場地，為了避免使用上引起糾

紛，政大體育室每年依規定，向台北市政府水利局訂定認養契約，除負責除草、

圍網掛置、撤離外，基本的場地整理維護工作，就由棒球校隊負責，而各系球

隊在使用場地後也須負起復原整理的工作。 

 

 

 

 

    圖 11  1979 政大堤外橄欖球場狀況          圖 12  1988 政大堤外橄欖球場狀況 

          (翻拍自政大校史館)                         (翻拍自政大校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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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1991 操場棒球訓練比賽險象環生         圖 14  1991 道南河濱公園棒壘球興建完成 

         (翻拍自政大校史館)                        (翻拍自政大校史館) 

1992 年體育室為了提高運動場地使用效益，在田徑場及籃、排球場 (綜合

院館現址) 增設夜間照明設備 (如圖 15、圖 16 所示) ，讓冬季 7、8 節體育課能

在照明適度的戶外進行教學，同時也可增加夜間休閒運動人口。棒球隊星期四

練球時間，即從中午 12：30～14：00 變更為 18：30～21：30，地點改為田徑場；

除可延長訓練時間外，也能減少隊員中午練球結束，就須趕去上課的壓力，更

不影響聽課精神。 

 

 

 

 

 

圖 15  1992 田徑場增設夜間練球情形         圖 16  2003 田徑場夜間練球情形 

      (翻拍自政大校史館)                 

田徑場及籃、排球場增設夜間照明後，晚上運動人口明顯增加，尤其跑道

上有快跑、慢跑、散步者，川流不息交錯其中，常常需要工讀生宣導分流道次。

有此現象後，棒球隊猶如被人群圍在足球場內練習，若有傳球偏差進入跑道，

會被要脅以公共危險罪提告，從教練以降，個個無不戒慎恐懼，這樣情景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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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08 年才獲得改善。道南左岸河濱公園棒壘球場 (政大堤外棒球場)，經體育

室多年積極向市政府爭取裝設夜間照明，台北市政府於 2008 年，在內野區邊線

外設置四支夜間照明燈柱，共有 16 盞燈照明內野區 (如圖 17 所示) ；從此，棒

球隊星期四晚上練球就移往堤外專屬棒球場，免除了棒球誤擊跑步者的風險。

2009 年 12 月底，台北市政府在球場四周設置活動擋球網；2010 年 6 月，又在

左、右外野邊線外，各加裝 2 支燈柱，同樣有 16 盞燈照明外野，至此，政大堤

外棒球場雖屬簡易場地，但設施尚稱完備，教學、訓練及一般比賽，均能彰顯

功效。 

 

 

 

 

 

圖 17  政大堤外棒球場夜間練習情形           圖 18  政大堤外棒球場白天練習情形 

三、國內移地訓練狀況 

每年寒暑假期間棒球隊都會排定集訓時間，以求密集訓練，加速球技進步、

觀念提升，並培養更佳的團隊合作默契，地點多數以學校場地為主。集訓第一

天，依習俗必備餅乾、水果、飲料等在堤外棒球場敬謝場地諸神，祈求集訓期

間，球隊人員能平安順遂。從 1999 年起，這項儀式改以全體隊員從學校跑步到

指南宮，一則祈求庇佑，二則鍛鍊體能。木柵指南山麓屬多雨氣候，經常長時

間影響戶外運動，因此棒球隊寒暑訓必按比賽需要，調整計畫，作 5～7 天移地

訓練。101 學年度取得大專聯賽全國總決賽資格後，當學年寒假即安排球隊至嘉

義朴子集訓，早上在當地簡易棒球場做打擊及整體守備練習；下午則商得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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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的同意，借用該校鳥籠、內野區、田徑場作個人打擊、守備、及體能訓練 (如

圖 19、圖 20 所示) 。在集訓的後段，則安排與中正大學及東石高中進行友誼比

賽，藉以驗收集訓成效。在駐東石高中期間，得該校教務主任促成，安排政大

棒球隊與該校高三學生，舉行升學資訊及政大各系概況交流座談，隊員等各個

盡其所能介紹本科系，為自己的系作了很好的宣傳。 

最近一次暑訓移地訓練，於 2014 年 8 月到花蓮國福棒壘球場 (如圖 21、圖

22 所示) ，該場地位於花蓮縣立棒球場旁，臨近美崙溪，另一端是峰巒層疊，

陵線分明的砂婆礑山；際近中午，熾熱的太陽高高掛，暑氣逼人；午後雲層則

緩緩下降，漸漸地嵐隱山頭，站在國福棒壘球場邊堤防上，往砂婆礑山望去，

彷彿是一幅立體的山水畫。在高空中也不時有戰鬥機，一前一後，或兩機併排，

直行、迂迴、俯衝作飛行訓練，倘得其時，可近距離見戰鬥機從球場上低空掠

過。球場周邊設施雖然簡易，但乾淨清爽，是個上好的集訓場地。這次移地訓

練結合了臺灣師大及華梵大學，共同混合訓練、相互觀摩；上午做守備組合練

習，下午則進行打擊或分組比賽，晚上住宿於離球場約 1000 公尺距離的港天宮。

夜宿宮廟是很特別的體驗，白天在艷陽下吶喊行衝、打、投、撲等訓練，用完

力氣、流盡汗水，傍晚帶著疲倦的身體回到港天宮，迎面經聲入耳，即是嬝繞

宮中的梵音，行禮眾神，奉過茶水，身體雖疲憊，心靈卻是平靜、祥和、充實。

集訓期間若遇假日，校友也相約花蓮二日遊，白天球賽晚上與學弟餐敘，把酒

言歡聊聊棒球趣事。花蓮行是不錯的移地訓練選擇，唯一讓人裹足不前是，中

午的艷陽真是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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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2012 東石高中移訓 練完球整理場地    圖 20  2012 東石高中鳥籠 打擊練習 

 

 

 

 

 

圖 21  2014 花蓮移訓楊仁煌(右 7)蒞臨加油       圖 22  2014 花蓮國福棒壘球場 

四、國外移地訓練狀況 

移地國外訓練、比賽，從 2004 年 8 月起，由 1989 年心理系畢業校友，現

任職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的林伯修校友籌畫辦理，

成員結合了臺灣師大、政大、華梵大學校友及在校生，也有部分眷屬隨行，一

行人員約 30～40 人不等之間，目的地日本，迄今已進行 7 次。國外移訓主要目

的當然是訓練及友誼比賽，場地有商借當地社區球場，也有大學校園裡的棒球

場；聯誼比賽過的對象有牛久扶輪社、東京理科大學、筑波大學、中京大學等；

最特別是 2009 及 2014 年，分別租借東京巨蛋 (讀賣巨人隊主場) 與名古屋巨蛋 

(中日龍隊主場) ，由同行球員分成兩隊進行對抗賽。場地租借時間雖僅 2 小時，

但是，能站上日本職棒一軍比賽場地競技，內心除了驚喜之外，有更多的感動

與羨慕；球場相關設施之完善，讓人歎為觀止。由於團費支出比國內移地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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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且須自費，在校生都以自由報名參加為原則。 

在 7 次日本移地訓練當中，有 3 次到位於沖繩縣渡嘉敷島最高處「國立沖

繩青少年交流中心」 (如圖 23、圖 24、圖 25 所示) ，該中心類似台灣救國團青

年活動中心，除了有專屬棒球場外，尚有體育館、網球場、柔道館；生活起居

相關設施齊備，環境優美舒適安靜，其前身為美軍管治之導彈基地。球隊每天

早上 9 點開始練球，重點在打 long tee 與 free batting，以及內野基本動作練習；

下午進行綜合守備與三人一組，長傳攔截練習。球隊練習之進行有學長協助帶

領外，尤獲得土居章助教練熱情參與及傾囊相授。土居章助無論球員時代或教

練時期都赫赫有名，球員階段曾任日職國鐵燕子隊、日職讀賣巨人隊、日職大

每獵戶星隊；教練經歷有：日職羅德獵戶星隊、韓職樂天巨人隊、中華職棒兄

弟隊打擊教練、台灣大聯盟生活雷公隊守備教練。林伯修校友於 1996～1999 年，

任職雷公隊翻譯期間，開始與土居教練建立了深厚情誼，土居教練不僅在移訓

日本期間主動隨隊照應，花蓮移地訓練也曾受林伯修邀請親臨指導；雖已年過

70 高齡，對棒球的熱愛與傳承精神不減當年，是位令人敬佩的棒球前輩。到了

夜幕低垂，有時安排休閒運動打打籃球、羽球；亦或大家聚集一起，在沒有光

害的戶外，迎著涼爽的海風，喝個小酒，聊天、看星星；輪休時間則安排至附

近水連天，天連水的渡嘉志久海灘戲水烤肉。沖繩移地訓練的情景，是參與過

的人都很難忘懷的回憶。 

2013 年 8 月 3 日～11 日，日本筑波大學移地訓練 (如圖 27 所示) ，是在校

生參加人數最多的一次，隊員 11 人，球隊經理 2 人。筑波大學與政大締有姊妹

校關係，因此格外受到校方重視，集訓期間土居教練也隨行。早上在筑波大學

專屬棒球場，進行打擊、守備基本訓練，下午則與筑波大學友誼賽，或自己分

成兩隊對抗。筑波大學棒球隊成員有 100 多位，約每 25 位分成一等級；與政大、

臺灣師大聯隊，派出應戰的隊員是介於 3、4 軍選手，在實力尚有保留下，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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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勢如破竹，防守固若金湯，我方聯隊無力招架，難越雷池一步。比賽進行中，

筑波大學派員全程播報，完全仿效正式比賽情境轉播，一則可增加比賽臨場感，

二者提供學生實習機會；未下場比賽隊員隨侍在側，一有需要立即行動支援，

展現了棒球選手應有的團隊素養與態度。這次的交流比賽，讓大家親身見識到

日本大學棒球水準的震撼力，經此切磋不僅有助球技、觀念提升，也可增廣見

聞。晚上住宿筑波大學學生宿舍。集訓之餘也安排至西武巨蛋觀賞高水準職棒

比賽 (如圖 26 所示) 。 

 

 

 

 

 

 

圖 23  2011.8 沖繩青少年交流中心棒球場          圖 24  2011.8 土居教練親臨指導 

 

 

 

 

 

 

圖 25  2011.8 沖繩青少年交流中心相關設施       圖 26  2013.8 西武巨蛋觀賞職棒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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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7  2013.8.3～11 與日本國立筑波大學棒球隊友誼賽   地點：筑波大學棒球場 

伍、沙場征戰與榮耀 

一、創隊元老戰績顯赫 

政大棒球隊從成立迄今的發展歷程中，經歷了焦祖謙、劉齊、趙亭章、范

振鳳、方明營及王清欉等 6 位教練；在老師兼教練，及不同時空、背景、任務

需求下，帶領球隊持續成長茁壯。1960 年台灣棒球發展的重心，由六行庫支持

的銀行球隊，轉移到國軍棒球隊；同年，也是政大棒球隊成立的第三年，在創

隊元老：林克昌、林克明、呂華山、廖達朗、曾萬誥…等學長，無畏艱難，同

心協力下，榮膺全省第八屆大專棒球錦標賽冠軍 (如圖 28 所示) ，同年度大專

盃足球賽政大獲得第三名。獲得冠軍的隔天，劉季洪校長召見全體隊員，並率

同訓導長、總教官、體育衛生組鍾仁傑主任、及焦祖謙老師，於四維堂前合影

留念。1962 年邊政系畢業林克昌回憶說：民國 49 年得冠軍，隔天報紙體育版頭

條登出《大專棒球賽輸給黑馬 政大得冠軍》，劉季洪校長一早看到報紙便說：

為什麼我們得冠軍就叫黑馬，我們不能得冠軍啊！就叫體育衛生組鍾仁傑主

任，找全隊球員到四維堂集合攝影留念。並自掏腰包發給每位球員加菜金，大

家拿到加菜金後，隨即到當時美食集中地－木柵市場飽吃一頓 (王清欉，個人

訪談，2014.11.3)。1965 年 2 月 20 日，由中華日報與中華民國棒球協會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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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中華盃棒球錦標賽正式開打；參賽隊伍共有 38 隊，分台北、台南兩地進

行，首日台北的賽程由國華 B 對公賣局隊，土銀對蘇星隊，台灣師大對政治大

學。師大隊擁有科班甲組球員，政大雖有球速不錯的千辰煥 (韓籍研究生) 投

手，但控球卻不穩，最後仍然敗北。 

1973 年是台灣少棒、青少棒在世界盃棒球錦標賽中，贏得雙冠王，揚威國

際年度；半夜起來守在電視機前面，觀看球賽實況轉播，是很多 5、6 年級生共

同的記憶。在這一年，政大棒球隊也不落人後，相隔 13 年後，再度獲得全國大

專院校第八屆棒球錦標賽冠軍 (如圖 29 所示) 。同樣也獲得劉季洪校長的嘉

勉，並與劉述先訓導長、鍾仁傑主任、及趙亭章老師於四維堂前合影留念。至

此，棒球隊為校爭光的佳績，讓人刮目相看，也漸漸得到校方的重視；政大運

動代表隊的表現，不再是足球隊一枝獨秀。 

 

 

 

 

 

圖 28  1960 大專盃冠軍與劉季洪校長合影    圖 29  1973 大專盃冠軍與劉季洪校長合影 

(照片提供：謝啟豪)                         (照片提供：謝啟豪) 

二、台北六大專棒球錦標賽 

被台灣棒球界尊稱為「棒球之父」的謝國城先生，1934 年日本早稻田大學

政經系畢業，不久至讀賣新聞社擔任政經記者。1946 年自日返台，歷任台灣省

體育會總幹事、台灣省合作金庫協理、副總經理等職。1949 年台灣省棒球協會

成立，由謝東閔出任理事長，謝國城擔任總幹事，開始致力提倡棒球運動，其

後省棒協改組為全國棒協，仍任總幹事一職 (台灣棒球維基館，2014)。由於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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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城先生擁有日本學經背景，與日本互動密切，關係良好；1962～1966 年間，

引進日本東京六大學 (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慶應義塾大學、明治大學、法

政大學、立教大學) 棒球聯盟比賽模式，在台灣推動台北六大專棒球錦標賽。

這項比賽主要隊伍有：台灣大學、政治大學、台灣師範大學、中興大學、台北

工專等 5 校，幾乎每屆都參賽；東吳大學、中原理工學院、淡江大學、文化學

院、及政工幹校則分別參加於不同屆次。政大與台大實力雖相當，但都無緣於

冠、亞軍。前中信鯨領隊林敏政老師：民國 51～55 年，由中華民國棒球協會主

辦八屆 (分春、秋兩季) 台北六大專棒球錦標賽，由於謝國城理事長與日本互動

佳，日本社會人棒球聯盟，特別製作一個精緻大獎杯，透過當時家喻戶曉的棒

球名將王貞治，轉贈給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當作台北六大專棒球錦標賽冠軍獎

盃 (王清欉，電話訪談，2014.11.20)。連續獲得三屆冠軍隊伍，可永久保存該獎

盃，台灣師大八屆都得冠軍，最後獎盃由台灣師大留存 (林敏政老師當時代表

台灣師大)。 

三、台北市南區運動會 

1974～1977 年間，政大棒球隊除了號稱「政大體育系」外，隊員中有杜福

珍 (東語)、林志雄 (中文)、黃福順 (經濟)、何德新 (統計)、徐文秀 (統計)、

宋子堅 (民社) 等人，具有棒球科班基礎，其中杜福珍 (投手) 與黃福順 (捕手)

兩人球技，可媲美甲組選手水準。在台北市南區運動會棒球選拔賽中，第一場

比賽，即擊敗甲組勁敵師大隊，全隊上下，士氣大振。次一場比賽對戰另一甲

組勁旅，台北市立體育學院，該隊擁有高英傑、李來發、彭仲達、劉國明等選

手助陣；政大主力雖傾巢而出，奮力應戰，最後仍不敵對方強大火力攻擊，慘

敗於北體。1974～1977 這段期間政大棒球隊，無論團隊凝聚力、球隊紀律、整

體戰力水準，都堪稱一時之盛；被認為最有機會在大專盃棒球錦標賽中奪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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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伍，只可惜，當時有幾屆大專盃棒球賽，因故未舉辦，錯失為校爭光機會，

也留下些許遺憾。 

四、大專院校棒球聯賽 

大專棒球聯賽自 85 學年度開辦至今，已屆滿 19 載，一般組 (乙組) 球隊從

26 隊，至 103 學年度增加到 70 隊。99～102 年政府實施「棒球振興計畫」，及

103 年起，接續的「強棒計畫」，不但參賽隊數逐漸增加，一般組球隊在有經費

支持下，不斷地強化訓練內容、增加比賽經驗；致使各隊戰力漸趨伯仲之間，

比賽過程雖無甲組行雲流水順暢與波濤起伏之激烈，然而，攻守奮戰精神、場

邊加油聲，此起彼落，則有過之而無不及。各隊經年累月辛苦訓練，無不希望

在大專棒球聯賽中，能過關斬將，每戰必勝，留下永難忘懷的歷史紀錄。政大

棒球隊從 85 學年度大專比賽改成聯賽制度以來，參賽未曾間斷，並在 87 學年

度獲得決賽第六名；93 學年度獲得決賽第四名；101 學年度獲得一般組全國總

決賽第五名，其他年度也多數取得第二階段全國複決賽資格，結果詳如表 2 所

示。 

87 學年度獲得決賽第六名的同時，呂錦棠 (金融) 投手表現優異，榮膺大

會明星隊球員；101 學年度，在新竹棒球場與台灣大學爭奪決賽第五名時，戰況

高潮迭起；昔日政大與台大對戰紀錄中，政大處於劣勢居多，這次狹路相逢，

激起了全隊高昂士氣；在眾志成城信念下，攻守表現，可圈可點，而先發投手

王鴻儒 (日文) 犀利的變化球，加以捕手郭生瑞 (應數) 靈活配球，有效壓制對

方攻擊，接續救援投手的湯舜閔 (地政) 守成有功，終於擊敗勁敵台大；七局下

半，台大第三出局的當下，在休息室球員，飛奔衝向投手丘一起歡呼、吶喊 (如

圖 31 所示) 。除了參加由大專體總主辦的例行比賽外，在聯賽北區預賽前，也

會參加由台北市體育總會棒球協會主辦的秋季聯賽，以及由前兄弟象球團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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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巨蛋盃錦標賽，藉以驗收暑訓成效，並調整出最佳先發陣容。在大專棒球聯

賽 (一般組) 中，創造佳績，留下永恆紀錄，是所有參賽隊伍、選手共同的目標，

亦是各校年度比賽最重要的一役；對許許多多熱愛棒球，非棒球專長學生而言，

更是實現夢想的機會與場域。 

表 2  國立政治大學棒球代表隊聯賽比賽成績  

比賽名稱  地  點  比賽成績  

87 學年度大專棒球聯賽 
預賽：榮工球場 

決賽：北市立棒 
大學院校決賽第六名 

92 學年度大專棒球聯賽 
預賽：新生球場 

決賽：新莊球場 
第三級晉級前 22 強決賽 

93 學年度大專棒球聯賽 
預賽：鶯歌球場 

決賽：新竹球場 
第三級決賽第四名 

95 學年度大專棒球聯賽 
 預賽：重新、中山 

決賽：新竹球場 
乙組二級第一區第三名 

96 學年度大專棒球聯賽 
 預賽：重新、中山 

決賽：新竹球場 
乙組二級第一區第四名 

97 學年度大專棒球聯賽 
 預賽：重新、中山 

決賽：新竹球場 
晉級全國總決賽資格 

98 學年度大專棒球聯賽 
 預賽：重新、中山 

決賽：新竹球場 
晉級全國總決賽資格 

99 學年度大專棒球聯賽 
 預賽：重新、中山 

決賽：新竹球場 
晉級全國總決賽資格 

100 學年度大專棒球聯賽 
 預賽：重新、中山 

決賽：新竹球場 
晉級全國總決賽資格 

101 學年度大專棒球聯賽 
預賽：社子島 

決賽：新竹球場 
一般組全國總決賽第五名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黃麒宇 (如圖 32 所示) 2009 年 10 月就讀企管系，經遴選進入棒球校隊，是

一位對棒球運動既熱愛又認真、上進的球員，是球隊可期待的外野手。2011 年

1 月 5 日早上，於上課途中發生車禍，隨即被送至新店耕莘醫院加護病房，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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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 3。隔天，筆者帶領幾位隊友前往醫院探視，到了加護病房門口，周遭一片

靜寂；突然間，在門口的一隅，瞥見猶似黃麒宇的身影；頓時，心裡一陣悸動，

血脈驟升，心裡想著－怎麼可能？他康復了？經家屬介紹後，才知道是黃麒宇

攣生雙胞胎哥哥。隊友們穿上隔離衣進入病房，麒宇安祥地躺在病床上，床邊

持續播放著佛偈；黃媽媽：「大家可以對他講話，不要讓他一直睡，要他快一點

醒過來」，加護病房不能久留，隨即隊友輪流信心喊話。黃媽媽接著又說：「寒

假原本計畫全家到國外旅遊，可是麒宇說：你們去，我不去，我要留下來參加

寒訓，要保持全勤，備戰全國複決賽」。這時才知，麒宇為了棒球夢想，可以犧

牲與家人到國外度假的歡樂時光，大家又是一陣鼻酸。離去前，我再對麒宇說：

「麒宇，我是棒球隊王老師，你不可以這樣就放棄，我們球隊需要你，你要振

作起來協助球隊打贏比賽；只要你醒過來，3 月在新竹棒球場舉行的全國複決

賽，我就排你當先發外野手」；語畢當下，麒宇身體雖無反應，但，彷彿聽到我

的呼喊，緊閉的雙眼緩緩流出了淚水，此刻，大家已抑制不了內心的不捨，淚

水奪眶而出。2011 年 1 月 23 日，麒宇無法抵擋死神的召喚，離開人間，留下從

小即築夢，卻來不及完成的棒球夢想。 

 

 

 

 

 

 

圖 30  101 學年度大專聯賽北一區冠軍合影    圖 31  101 學年度大專聯賽全國決賽擊敗台大 

  黃麒宇 16 號外套陪伴各項比賽直到他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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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折翼的棒球天使 黃麒宇(小西瓜)       圖 33  99 學年度全國總決賽前為黃麒宇默哀 

五、薪傳盃大專乙組棒球邀請賽 

薪火相傳盃大專乙組棒球邀請賽，是由中華職棒大聯盟所主辦，主要邀請

參加中信盃、巨蛋盃、興農盃大專乙組棒球錦標賽優勝隊伍。2008 年 12 月 20

～21；12 月 27～28，第三屆薪傳盃在雲林斗六棒球場舉行，參加隊伍有：政治

大學、淡江大學、台灣科技大學、逢甲大學、交通大學、清雲科技大學、臺灣

體育大學(台中)、及虎尾科技大學等 8 所學校，其中政大與淡江是首次參賽。政

大隊職員名單：領隊王清欉、教練謝啟豪、經理陳怡均；球員：鄭中睿、蔡文

玄、李唐韶、李昆翰、江嘉祥、王慶義、李家誠、林永崧、曾聖瑋、吳佳翰、

鄭仲棠、謝立哲、林軒鋌、林鈺凱、山下晃司、李明峰、曾國勛、白豐碩、陳

俊宇、張炳善、阮柏緯、張瑋哲、程政康、湯舜閔、卓浚民。政治大學首場對

上交通大學，以 7 比 4 獲勝，次場對戰淡江大學，以 8 比 6 獲勝，準決賽對戰

逢甲大學，以 9 比 3 獲勝，冠軍戰對上虎尾科技大學，以 7 比 6 獲勝，四戰全

勝贏得冠軍 (如圖 34、圖 35、圖 36 所示) 。同時，山下晃司 (日籍廣電系) 2

場完投勝，2 場救援成功，主投 15.2 局，共三振 23 次，幾乎局局奪三振，表現

優異，獲得大會 MVP。山下晃司在高校時期，曾經代表日本長野縣松商學園高

等學校，於 2000 年打入甲子園高中棒球賽前 16 強。山下直球的速度可達時速

130 公里，變化球犀利、刁鑽，若非棒球專長球員，很難有效對應擊球。山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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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投球、打擊、守備能力屬上乘，臂力也超強；曾在政大校慶運動大會中，參

加壘球擲遠比賽，擲出 85 公尺 16 佳績 (如圖 37 所示) ，這項紀錄也形成「山

下障礙」，短期之內難有後起之秀能夠超越！ 

 

 

 

 

 

    圖 34  2008 獲得薪傳盃冠軍獎盃底座        圖 35  2008 獲得薪傳盃冠軍獎盃 

 

 

 

 

 

圖 36  2008 獲得薪傳盃冠軍合影       圖 37  山下晃司壘球擲遠紀錄 (攝自政大校史室) 

 

 

 

 

 

圖 38  校友回娘家 球敘活動             圖 39  校友回娘家 餐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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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  語 

政大棒球代表隊成員來自不同系別、不同領域，因愛好棒球而齊聚一堂，

經過有計畫的培訓後，每個人都有機會在各次比賽中，展現球技、為校爭光；

畢業後，則各自在不同職場發揮專才。政大棒球校友會於 1994 年 8 月正式成立，

除了作為校隊後勤支援，提供器材、經費、獎助學金外，也成立 OB 棒球隊、

高爾夫球隊，藉以延續棒球嗜好，聯絡感情；每年校慶，配合校友回娘家活動，

白天與在校生球敘，晚上在萬興里謝里長家倉庫辦桌，經驗交流也敘舊話家常 

(如圖 38、圖 39 所示) 。政大棒球校友會能順利成立及延續運作，芳鄰教練謝

啟豪及其家族是重要的幕後功臣，不僅出錢出力，提供固定聯誼場所，讓棒球

隊校友、在校生，每次參加校友會活動都有回家的感覺，猶如一個溫馨的大家

庭。政治大學名列國內頂尖大學之一，畢業校友分布於社會各個階層，尤其政

府中高階文官；對國家政策及社會典章制度的擬定，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政

大棒球隊更是臥虎藏龍，人才輩出；早期有：前資生堂廠長許來、前行政院研

考會主任秘書林克昌、前永琦百貨公司總經理許重雄、前證期會主委呂東英、

前教育部長曾志朗、前奇士美總經理周朝慶、前財政部賦稅署副署長楊重華；

中期有：前台北市議員林晉章、柯景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余光

弘、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與培訓委員楊仁煌，他也是史上第一位原住民籍的保

訓委員；跨領域成功典範，中文系畢業林志雄，靠著豐沛人脈，與超高適應力

勇闖職場，現任安侯建業會計事務所 KPMG 執行副總；近期則有立法委員吳秉

叡、及前文建會主委盛治仁…等，而在其他不同領域功成名就者，更不乏人。

從歷屆棒球隊校友進入職場與成就的趨勢，筆者以為，在追求棒球場上榮耀的

同時，也要保持球隊的核心價值與理念；在帶領大家實現棒球夢想路上，亦能

兼顧課業要求與社會群性的養成。球隊如同社會、企業縮影，如何學習領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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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領導，都是一門學問，政大棒球隊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學習與體驗場域，冀望

未來能成為人才培育的搖籃，孕育出更多國家社會棟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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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ed to document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Baseball Team founded in 1958. To achieve this, a series of important 

events regar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eam, player selection exercise, training and 

games was identified. Based on the events, deep interviews of critical alumni players 

were following conducted and archive photos and documents were widely collected.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review and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data,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re values of the NCCU Baseball Team were revealed and 

recorded. One of the team’s values is that on the way to pursuit glory of baseball, it is 

equally important to take care the team players’ sociability and academic capability.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value, the NCCU Baseball Team continuously provides an 

appropriate environment for players to learn not only baseball but also sociability 

skills and leadership. With the resultant document, it is anticipated to be of 

significant guidance for the younger team players to follow and inheritance. 

 

Key words: player selection exercise, University Baseball League (UBL), 

leader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