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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體育

第三章 體育 

第一節 文山區體育會 
　　臺灣早期屬於體力勞動的農業社會，體育活動觀念並未建立，因此並無體育性組織，體育活動只在校園裡進行，直至50年
代後期，都會區附近的鄉鎮開始設立，原來隸屬臺北縣的木柵鄉景美鎮，於民國57年劃入臺北市後，功能及活動力增強，木柵
區體育會成立於民國68年，張元成擔任理事長後，即積極發動全體理監事出錢出力，募得百萬活動基金，並廣增各項單項委員
會，包括巧固球、網球、羽球、桌球、籃球、排球、足球、游泳、山岳、田徑、柔道、早覺會、太極拳、跆拳道、空手道等，全
力配合政府推展全民體育，除了主辦區運、首創全區幼兒運動會、指南宮登階賽、拔河賽、趣味競賽外，並設優秀選手獎學金，
成果非凡，屢獲獎勵(註17)。 

註17. 資料來源：《木柵體育》72年7月、吳富德先生95.1.20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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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棒球 
　　國立政治大學棒球隊成立於民國47年，是文山地區最早成立棒球隊的學校，民國49年及61年曾經獲得全國大專院校棒球錦
標賽冠軍。
　　民國58年木柵國小成立文山地區第一支少棒隊，曾列入臺北市少棒四強之列。隊員林振南、張志雄於61年入選臺北市隊，
代表國家獲得世界少棒錦標賽冠軍。成立之初，由於經費有限，因此地方上許多熱心棒球人士，如謝金燦、張懋焜、鄭有卿、廖
振裕、謝江泉、鄭福連、杜詩填、高忠信、張元成等，出錢出力，支持木柵國小少棒隊，甚至有遠在美國之陳姓僑胞，從美國購
買棒球寄回臺灣，供木柵國小棒球隊訓練使用。由於地方人士的支持，棒球運動風靡了五、六年之久(註18)。

註18. 資料來源：張溪秀先生95.1.15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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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籃球 
　　45年前木柵的籃球場，除了政大、木柵初中、木聯(現在的實踐國中)外，還有國防部的指南山莊、恆光國小預定地－陸軍通
訊署72通訊兵群這兩個軍事單位，及溝子口的台電宿舍，此外球場很少。因那時外來的人口少，所以打籃球的人也很少，還好
有政大及兩大軍事單位的球場，開啟了木柵人打籃球的風氣。
當時木柵地區有兩個甲組球員，一位是陸光隊的張仁楷，一位是虎風隊的羅恆義。羅先生高中是文山中學校隊(全國前三名勁
旅)，受過正規籃球訓練，也影響其表弟羅恆武、羅恆強；木聯體育老師曾柳池在軍中也打過代表隊，在校內帶動籃球風氣；此
外木柵初中的籃球風氣也很盛。
　　民國 53年時由張福元及幾位同好組成木柵第一個籃球隊－「木風」籃球隊，時常到深坑、石碇、景美友誼賽，所向披靡。
53年9月代表木柵鄉至板橋參加臺北縣運動會籃球賽，60年景文中學也成立籃球隊，但只維持6、7年即解散。
　　民國 65年張福元在木柵國中時，開始組訓籃球隊，曾得過臺北市冠軍與全國第二名，也培養出三位國手、第12屆北京亞運
中華男籃的東方介德、陳忠強，還有名列第三屆亞洲青年盃男籃賽的三位校友：東方介德、汪尚愚、傅大武。在中學籃壇上，木
柵國中小有名氣，其校友多次代表木柵參加臺灣區運的北市南區選拔賽及乙組聯賽，成績不錯。
　　民國 66年木柵區成立體育會，總幹事吳富德邀請張福元擔任籃球委員會總幹事，開始舉辦中正盃籃球賽，邀請張振盛(註
19)、張港明擔任主任委員，從第1屆的8隊連打5天，到第27屆的48隊連打兩星期，來自北市、北縣的大專、高中、社會球隊分
成4組，場面熱烈，由於中正盃籃球賽頗有名氣，一到暑假，木柵國中也就成為北臺灣的籃球重鎮了(註20)。

註19. 張振盛曾為籃球選手，75年時移民菲律賓，故邀請張港明擔任主任委員。
註20. 資料來源：張福元先生95.1.20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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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網球 
　　民國64年木柵路1段中山村網球隊成立，活動地點在－青?。67年時木柵區網委會成立，首任主任委員為劉鼎龍先生，隸屬
於木柵區體育會，活動地點在實踐國中忠順街球場，同年實踐國小網球隊成立。74年木柵國小紅土網球場落成，在李克雄校長
全力支持下，網球隊同時成立。83年木柵、景美體育會合併為文山區體育會，文山區網球委員會也因而成立，第1任主委為高逸
松先生。
　　至民國90年為止，木柵國小培訓出劉虹蘭(世大運金牌、國光獎章得主，蒙總統召見)、翁子婷(亞運金牌、國光獎章得主、
女青年獎章得主，並蒙總統召見)兩位優秀選手，網委會並主辦過五次區長杯網球賽、一次區運網球賽及數次青少年網球賽(註
21)。

註21. 資料來源：蔡永賢先生95.1.17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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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游泳 
　　本區早期並無人工泳池，居民皆以清澈的景美溪、新店溪、?公圳為夏日戲水及水上活動之場所，50年代以後，學校及公私
立泳池相繼成立，逐漸培養本區游泳人口，近年三溫暖及SPA流行，更帶動全年的游泳運動。
　　文山區10多處泳池皆有泳會組織，而成立於民國69年、歷史悠久的木柵晨泳會，更足為典範，該會早期以政治大學泳池及
碧潭為主要活動場所，每日晨泳，一年四季皆不間斷，除舉辦區內競賽、訓練等活動外，更積極參加全國性活動及競賽，成為全
國成人游泳協會的創始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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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登山 
　　本區四面環山，早期山區為農、林、獵民生活場所，台灣經濟起飛後，成為都市民眾假日登山的去處，50年代臺北市政府
建設局積極開闢登山步道，由於晨間運動人口倍增，因此組織早覺會，中老年人晨起登山慢跑，蔚為風氣，而本區山林即成為最
佳活動場所。其後木柵區登山會及景美區登山會相繼成立，會員皆百人以上，除每週例行登山活動外，更遠征其他縣市及臺灣百
岳，活動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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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高爾夫球 
　　本區並無高爾夫球場，然隔鄰鄉鎮高爾夫練習場如雨後春筍般設立(景新、文山、碧潭、碧瑤、大新店、景文、遠東等)，高
爾夫球運動人口快速成長，預估有5000人以上，雖無社團組織，但運動風氣非常興盛。值得一提的是本區德高望重的張傳生老
醫師，自60歲接觸高爾夫球後，連續30年每週下午固定打球，從不間斷，直到90歲，可謂奇人奇事(註22)。

註22. 資料來源：吳富德先生95.1.20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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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龍舟競渡 
　　臺灣早期農業時代，人民生活艱辛，勞動生產、單調作息是主要的生活型態，娛樂休閒競賽等社會活動，只能透過傳統民俗
節慶產生，臺灣三大節慶中的端午「划龍舟」，向來是水域地區的一大盛事，景美溪寶橋附近水域，為本區居民每年舉辦划龍舟
的地點，每當媽祖遶境後，即開始籌劃龍舟活動，除了祭事分工、場地整理、龍舟必須向船家租借，當時以渡船、運砂石船、河
床採煤船臨時改造。
為划舟，並無龍舟頭尾之設置，各爐主自己找鄰居組隊、訓練，比賽時間多為一星期，少壯男子划舟，賽前掀江，賽後謝江，茶
水大家提供，唯女性不能上船，只能當觀眾做義工，準備餐點祭事，真為地方盛事，熱鬧非凡。
民國60年後，政府積極主導大型龍舟競賽(註23)，各地活動轉型為組隊參加競賽，木柵景美區隊及後來文山區隊，皆以區民為
隊員組隊參加，並經常名列前茅(註24)。

註23. 北區在碧潭、淡水河舉行。

註24. 資料來源：吳富德先生95.1.20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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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桌球 
　　木柵桌球委員會成立於民國66、67年，首任主任委員由謝江泉先生擔任，幾任後由其子謝啟峰接任。謝氏父子對於地方上
桌球運動的推行，不遺餘力，除了支持學校球隊，如東山高中桌球隊、明道國小桌球隊外，更經常舉辦比賽，促進喜好桌球運動
者切磋球技。其後由曾經是國家代表隊選手的陳銀烈先生擔任主任委員，繼續推展桌球運動(註25)。

註25. 資料來源：張溪秀先生95.1.15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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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足球 
　　臺灣足球運動，早期皆賴南洋的華僑組軍進軍亞洲，後來來臺就學的僑生主導台臺的足壇，當時國家代表隊台灣選手只有
一、二名象徵性的點綴，本區的政治大學向來是僑生眾多的學校，因此亦帶動了地方的足球運動，木柵國小最資深有名的劉山銘



校長，其三個公子都是當時足球好手，老大劉鵬圖為國家臺聯代表隊，老二劉鵬志是陸光及南僑足球隊名將，因此木柵國小亦為
足壇的搖籃。60年代全國青少年足球運動正向下紮根，在多位校長老師及東南工專足球隊協助之下，國小組：博嘉、指南、木
柵、實踐，國中組：北政、實踐，六所學校皆組足球隊，尤其是女子青少年組更屢獲全國冠軍，區域性的足球賽亦舉辦多次，接
著景文中學男女高中足球隊成立，本區足球運動得以延續，由此產生多位國家女子代表隊木蘭隊隊員，如車秀芳、劉蓮花、彭欣
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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