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歌月徘徊

回
想我剛過 11歲生日時就加入臺南市博愛國小少棒隊，從威廉波特

（Williamsport）打完世界少棒賽回來後又進入金城國中青少棒隊，前後4年

非常密集專業的棒球訓練之後，在升上國三的前夕，多位長輩為了不樂觀的前途勸我

放棄了當時的最愛。考上臺南一中以後，我發覺學校沒有棒球隊，以為這一輩子從此與棒球難

再續前緣了，沒想到進了臺大後發現椰林大道上臥虎藏龍，於是在報到的第一天，行囊剛搬進

男13舍的床位後就立刻加入了臺大棒球隊。現在回首來時路，驚覺棒球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樣，

原來一輩子從來沒離開過我，即使是在我睡覺的時候。這樣想著時，我自己也就不覺得奇怪，

為什麼我現在會在這裡向你解釋這本書的由來與其他種種。

這本書的起源其實是本身也喜愛棒球的《臺大校友雙月刊》執行主編林秀美小姐的提議。

我在雙月刊寫專欄，雖感覺如倏忽之間，卻不知不覺地已邁入了第七個年頭，我自己都難以置

信。我在專欄裡難免因為自己的經歷與喜好，常常會談到棒球，她於是就建議我乾脆編一本談

臺大人與棒球的書。現在你在看這本書，當然已經知道結局了，只是它背後有個崎嶇的誕生過

程，從我太小看這件事的難度而很快的答應了以後，卻不知如何著手開始，然後是漫漫長夜的

摸索之旅，甚至感覺不得其門而入。而我自己在學校又兼行政職務，案牘勞形，編書的事幾度

中斷而延宕多時，頗為汗顏，不得不向許多人求助。還好秀美一直從旁協助鼓勵，而臺大棒球

隊眾多的學長學弟也不吝拔刀力挺，讓我得以在錯誤中慢慢學習，緩步前進，終於能完成這一

本書。這本書的完成，除了歸功於她與書裡所有列名的作者外，臺大棒球隊校友會的郭宜昭學

弟花了很大的力氣幫我聯繫協調其他學長學弟、整理稿件與相片、催稿等，若沒有宜昭的協助

恐怕這本書的付梓將遙遙無期。

至於書的內容，是經過許多的討論與內心的掙扎，最後才以現在的面貌呈現的。一開始我

向臺大棒球隊校友會的學長學弟徵稿，也請當中的幾位協助向特定的對象邀稿，反應也很熱

烈；其中張成發學弟幫了最大的忙，能聯繫上洪騰勝學長、黃鎮台學長與袁定文博士並進行訪

談，靠的都是成發的機智、誠懇與堅持。稿件陸續進來以後我發覺才華洋溢的臺大人每個人都

有獨特的寫作風格，而對於主題訴求與表現方式也各自都相當堅持，因此要集合諸多才子的作

品而編成一本有明確主題與內涵，有較大的讀者市場，且風格一致的書著實不易，實在讓人傷

透腦筋。我既然必須負全責，最後也不得不下定決心選擇一個較具市場接受度的主軸，再挑選

可以配合主題與訴求的文章。對於花心思與時間寫稿而卻無法納入本書的學長學弟，我除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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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他們的支持，也感覺非常的抱歉，希望他們不要介意。其實其中有一些文章寫得很好，適合接

觸更多的校友讀者，因此雙月刊也協助分期陸續刊登它們。

我在2014年8月1日受洪騰勝學長邀請，與秀美及成發到新莊棒球場參加臺灣棒球名人堂協會

舉辦的臺灣棒球名人堂第1屆棒球名人授證典禮，並有機會與洪學長聊到了他在臺灣職棒草創之

初不為人知的默默耕耘與付出的許多細節。過去30幾年來眾所皆知的是他對棒球的熱愛，但是我

相信很少人對於他當年無私的奉獻、敏銳的判斷、堅定的毅力、準確的執行與過人的膽識有足夠

的了解來評斷與感念他的貢獻，因為他異常的低調，在卸下第一任中華職棒聯盟秘書長職務以

後，他就幾乎不再接受媒體訪問，也不出現在公開的場合，而他的兄弟象職棒隊卻是從職棒元年

開始到他決定退出職棒戰場的24年期間，一直是以最低成本經營，但卻擁有全國最多、最熱情球

迷的球隊，更是唯一締造過兩次3連霸的球隊。他既不花大錢買明星球員，也不付他認為過高的

薪資，如何留住優秀球員？如何締造輝煌戰績？如何鞏固廣大球迷的向心力？這對大家一直都是

個謎，問他時他永遠只說10個字：「苦練決勝負，人品定優劣。」這本書既然是要記錄熱愛棒

球的臺大人的點點滴滴，我當然要把在臺灣棒球發展的歷史中厥功至偉的洪學長擺在中心，除了

介紹他的豐功偉績外，也要探討他成功的秘密。

本書定名為「椰林大道的棒球傳奇」，主要談的當然是臺大人的棒球情緣。一般人不會把

臺大與棒球聯想在一起，因為有名的棒球選手、教練或職棒明星通常與臺大無直接關係，而臺大

沒有體育相關系所，所以對臺灣的棒球運動發展或政府施政亦無直接影響力。但是，如果你覺得

棒球是臺灣人的基因的話，你應該也同意臺大人體內多有棒球的基因，會很自然的因為我們的球

隊在國際賽的表現出色而熱血沸騰，因為他們的表現不佳而傷心難過。但是即使如此，臺大人的

棒球魂仍然不容易被察覺，這是為什麼我要編這本書的原因。我把本書分成兩部，第一部便是以

洪學長為核心。當然我不得不說，激起洪騰勝學長一輩子永不磨滅的棒球魂的關鍵因素之一是在

臺灣的職業棒球運動條件還沒有成熟之前已蓬勃發展的三級棒球運動，而臺大校友當中不只有3

位打過少棒、青少棒、青棒的國手，更有臺灣棒球歷史上第一位體育主播與棒球主播，盛竹如先

生。他在1968年8月轉播的臺東紅葉少棒隊與日本少棒明星隊的比賽開啟了往後三級棒球運動的

熱潮。儘管後來紅葉少棒隊陷入該比賽有超齡學童冒名頂替的不名譽事件中，全國各角落的棒球

活動已如野火燎原般的迅速蔓延開來，連澎湖與金門都不例外。往後幾年盛竹如先生坐鎮大部分

的重要棒球比賽的主播台，至今球迷仍然津津樂道。職棒運動在臺灣生根後，臺大校友當中又出

了一位一開始跌破大家眼鏡，後來卻變成家喻戶曉的球評與主播，袁定文博士。他的傳奇的球評

生涯雖然稱不上轟轟烈烈，卻也足以在特立獨行的臺大奇葩之列占一席之地了，所以我們當然也

要談談他的故事。臺灣的職棒界另一位跌破大家眼鏡的重量級人物毫無疑問的就是原來完全不懂

棒球的黃鎮台學長了，在他長期的學界與政界傲人的資歷之後，2013年3月在眾人懷疑的眼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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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任中華職棒大聯盟的會長，並且在短短不到兩年5個月的任期內讓臺灣的職棒從奄奄一息變成

充滿希望。當時困難的環境條件，他做的重大的改變，以及他的心路歷程應該都是本書的讀者很

想知道的。在這幾位名人之後，我也想讓讀者們了解臺大棒球隊的校友們在臺灣棒球運動也有不

為人知的另類的貢獻，那就是推動成立了大專校友棒球聯盟，至今已十幾年，發展越來越蓬勃。

要寫這篇文章就非趙慶隆學弟莫屬了，原因如何你看了就知道。

談完臺灣的棒球，特別是職棒後，我們在第二部裡把焦點移到臺大棒球隊來。我在臺大棒球

隊的4年當中，亦師亦友的棒球隊教練是陳國華老師，我請他回憶一下棒球在他的一生當中對他

的影響。陳老師很清楚的在他的短文中闡述了棒球如何影響他的個性與處世態度，他的文章幫

你簡單點出了棒球魂與運動精神，並簡述了他帶隊期間完成的臺大棒球隊隊史。接著我們就談談

在陳老師時期，棒球隊的校友中3位打過少棒、青少棒、青棒的國手的趣事，包括孫金鼎（青少

棒），我自己（少棒），以及黃清輝（少棒、青少棒、青棒）。除了金鼎、我跟清輝自己執筆寫

自己以外，林宜敬學弟也大力幫忙，他的文章原來在雙月刊已刊過較簡短的版本，不過我請他把

原文拿出來收錄於此，讓本書更為完整。既然談到國手，我們也該介紹一下棒球隊的國手教練，

康正男先生（少棒、青棒）。康教練的訪談由王乙徹學弟負責，而何維深學弟則把康教練帶隊的

影響表現在他的文章裡，非常感謝他們的用心。寫完國手後，我們又繞回到洪騰勝學長的棒球魂

中，雖然執筆的還是我們棒球隊的學長學弟。其實不要說臺大人，就連臺大棒球隊的學長學弟們

恐怕也很少人知道洪騰勝學長曾經在大一時也想加入臺大棒球隊，並曾到校隊參與練習，可惜後

來因他本身與其他隊員相比在中小學時期並無棒球基礎，因擔心受傷而放棄。他的「苦練決勝

負，人品定優劣。」座右銘其實講的是運動精神，而運動精神的認知與展現雖然因人而異，但

是卻有一個相當大的公因數，這也許可以從宜敬的文章看出個端倪。臺大棒球隊臥虎藏龍，除了

幾位國手外，外籍球員也是一大特色，因此我也請幾位外籍球員校友記錄了他們當年在臺大棒球

隊的點點滴滴。為了讓大家了解這個特殊的棒球隊以及它對臺灣棒球發展

的努力不為人知的一面，我也請慶隆學弟做了詳實的記錄。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棒球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樣一輩子

跟著我，它喜歡看我打球就像它喜歡聽我唱歌一樣。但是當它看著我

編這本棒球書顯現的零亂的思緒與過程時就如同它照出我零亂的身

影，不知道身為讀者的你是否能諒解舞者的不純熟的舞技，而願

意盡量去欣賞本書諸多歌者的另類歌聲？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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