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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緊光燈轉移到竹塹地區的舞台上，在這裡，一場體能與智力的競技甫於令

年三月上旬落幕，參與競技的主角則是兩個以科技發展為重點的小圓。根據竹塹地區

書老的口述回憶:每年兩國之間舉行的競技戰況均激烈異常，非得拚出高下才肯罷

休。而這種亦敵亦友的情況已超過四分之一世紀了!

話說四十幾年前，先後從外地來了兩個族群。其中一國為「梅國 J '另一國為

「竹國」。未落地生根於竹塹之前，兩國鮮少往來，或許是上天有意的安排，一連串的

巧合，使得兩國塵埃落定後竟成了鄰居，彼此之間往來頻繁。民國五十五年，兩圈子

民還曾辦過技藝對抗賽以強健體魄呢!

話說民國五十七年某日，兩國子民在做學術交流時，竹國代表不自覺地談起其在

番邦的見聞。「盎格魯薩克遜有兩個民族叫牛津和劍橋，每年總要派出族中最強壯的

少年，組矇扛船搖槳到河上決門，藉此培養族中優秀人才，建立兩族族人友誼。」與

會一位代表突發奇想道 r咱們兩國耽鄰而居，何不也來辦個正式的體育交流磨練磨

練! J 一語既出，眾人皆鼓掌贊成。會後，竹國代表即把構想上呈國師，國師一聽立

刻函發請帖請梅園使節到竹國一談。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七日，雙方相談甚歡，一致

同意次年舉辦一場正式的體育交流。

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竹國派使節團到梅國百齡堂商討籌辦事宜，也是

兩國瑜亮情結白熱化的開始。兩國使節為了交流活動的名稱困擾不已。兩國大使議論

紛紛， r 交清盃」、「華通盃」等奇怪組合都被提了出來，卻沒有一個獲得共識。後

來會場中不知何人冒出一旬， r何不用『梅』來代表我們梅國呢? J 緊接著又有人

說 r 咱們竹國也可以『竹』來做代表。」大家一聽，高興地點頭稱是。問題的解決

終於踏出了第一步。然而，更棘手的問題又出現了一哪一國排在前面?

此時，一位反應頗快的梅國使節說話了 r這場交流比賽講的乃是君子之爭，梅

蘭竹菊自古即有四君子之稱，如今既缺蘭菊，目留梅竹，這場比賽當然應該稱為梅竹

父 賽。」生'I生木訥的竹國使節一時語塞，又氣又急，心想:難道令日我就要這樣愧對竹

大 國最高領導人與眾子民們嗎?頓了數分鐘後，竹圓使節靈機一動，說道 r松竹梅乃

友 歲寒三友，現獨缺松，故應稱此賽為竹梅賽才是! J

聲 梅園ir吏節聽了哪肯委屈?於是兩邊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唇槍舌劍，互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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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後。-{立梅國列席長官見雙方爭吵不休，起身說道，-且聽我老見一旬，如果諸位

信得過我，就讓老兒做個主，以擲幣來決定孰前孰後! J 當下會場鴉雀無聲，只見這

位梅園官員從長袖中揮出一只銀色古幣，古幣一面刻著梅花，一面刻著幣值，說道:

「若擲出來是梅花向上的話，就叫做『梅竹賽dJ '皮之就是「竹梅賽dJ 0 J 隨手便將古

幣往上一拋， r 噹哪」一聲，眾人簇擁而上，梅國大使眉開眼笑，猶如中了愛國獎券

特獎一般，在喊，-天意啊!天意! J 竹國使節一望古幣，頓時心涼了一半，強顏歡

笑，不得木接受這個事實。

這個兩難的問題，最後總算在「一家歡樂一家愁」的情況下落幕了。兩圈子民也

不再對這件事爭執下去，積極挑選國內優秀的于民們加入竹軍與梅軍，施以嚴格的體

能與學藝訓練，此外更組織了陣容最堅強的智囊團，做為兩方軍隊最好的後援，以期

來年自己的子弟兵能有最佳的表現。

首屆梅竹賽由竹國主辦，在民圓五十八年三月八日下午一點三十分，由兩圓大將

軍在竹國舊地博愛圖書館三樓主持誓師典禮。這場比賽縱偶有爭議，兩圈子民們還是

J團罪口氣 7 互相禮讓，未料竹國一時大意，竟不小心讓梅園以10 : 4的成績贏去。第

二屆比賽轉由梅國主辦，竹國經過一年的生聚教訓後，穩紮穩打，以10 : 4的戰績重

新拿回勝利的寶座。此年的比賽氣氛已熱鬧非凡，而且引起了附近鄰國的注意，天朝

的史官還特地將這場盛會記載在名為「中央日報 J 、「中視新聞」的史問上。也就在

這個階段，梅、竹兩國素來友好的感情開始產生裂隙，雙方早已將當年的革命情懷放

在一旁‘每年時序愈接近三月，兩方戰鼓就愈加急促，比賽明言是切磋球枝，暗裡卻

是招招致命，欲置對方於無遺手餘地。

數年過去，北方「松國」峙起，豈見靚稱霸天下已久。松國宰相目睹竹、梅兩國相

爭，將鬍沈玲，-兩國感情不睦多年 3 老夫何不向國君獻計，加入梅、竹兩國戰局，

一來可趁機一統梅竹，建立起 T 桃竹共榮圈dJ '二來可讓本國子民藉此鍛鍊鍛鍊。」

松圓圓君聽策後，點頭同意，派宰相南向與兩國會談，提出願意擔下承辦重責，唯一

條件就是比賽名稱改為「松竹梅」。梅、竹兩國子民一聽，當然反對!當年為了「竹

梅賽-還是「梅竹賽」爭得面紅耳赤，松國一來，就想以「松」自居要當老大，那是

不可能的事。然則，來者是客，兩國子民亦不好意思斷然拒絕松國的邀請，遠在民國

六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辦了一場聯誼性質的賽程，比賽結果讓松國出師不利，原來竹

國實力不僅種竹，更精於檀松(按:竹圍著名的矩陣林即是一證) ，冠軍當然由竹國

拿到!至此，北方松圓多年不敢南哇，亦未再提出合辦之事。

兩國之間的戰況熱度節節高昇，民國六十八年終於擦槍走火，發生了足球場群毆

事件。據一位竹國資深官員追憶:當時兩方戰局進行到中場休息，竹國子民們為了幫 主

竹軍加油打氣，執旗繞場揮舞，不料卻被梅園一個拿旗桿的子民橫向撞斷，另?每團 由

于民又在執旗時傷及兩位竹國女性南胞，竹園子民見情勢不對，憤而扯下梅園旗幟， 三

兩方就幹起架來，場面一片混亂。風波既起，梅竹賽嘎然喊停，首度停辦。 1~
o~

難道兩國數十年的友誼，經不起一場誤會嗎?雙方經一年長考，痛定思痛，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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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兩國終於握手言和，決定於民國七十年復賽。連續三年的比賽中，兩國互有輸贏，

值得一提的是民國七十二年時，竹國以 10 : 1 的佳績力克梅園，竹國子民凱旋歸來

時，舉國狂歡，甚至有子民以沖天砲互射，整夜炮隆隆，為奇觀一也，而唯一敗北的

拔河選手，則全隊理成光頭向竹國全體人民謝罪，此為奇觀二。

有一就有二，隔年兩國因為對賽程意見紛歧，而決定停辦梅竹。此後三年，兩國

關係氣氛低迷，年年皆提復賽，年年無疾而終。民國七十六年，兩國元老級子民屢次

陳情上位者，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見識到梅竹兩國一年一度的盛會。在兩國籌備委員盡

心奔走下，終使梅竹再度復活 C 然而，桌球比賽進行時，一支沖天砲射入清大觀眾

席，引起軒然大波。此外，並傳有子民們以炮火攻擊「青椒小徑」路過商旅之情事，

爆發了激烈的衝突，梅竹精神從此豪上陰影。雖然竹國接下來三年三勝，但兩國火藥

味的濃密，也為日後三度停辦埋下了伏筆。

民國八十二年一開始，兩國籌備大臣任命即波折連連，總辭、臨時裁兵換將相繼發

生，使得梅竹賽舉辦與否陷入僵局。後來籌備大臣名單底定，完成第一次籌備會議，梅園

都不滿意場地問題而要求重新翻案。比賽的前兩天，也就是三月三日，兩方談判破裂，梅

竹賽停辦 3 比賽當天兩國領導人共同發表聲明，表示遺憾，而兩國子民亦對籌備大臣們頗

不諒解。民國八十三年，再度傳出停辦的謠言，果然，賽前因規則爭議、比賽用球與場地

問題，雙方軍隊教練堅持不下，拒簽協議書，於梅竹賽前夕再度宣佈停辦。

「續辦梅竹與否」的議題在當年舉辦的梅竹公投民意顯示，贊成的人仍占多數。

加上兩國官員與籌備大臣多方奔走，懇求各軍協助復賽事宜，終於在八十四年雙方領

隊會議中，簽署了影響梅竹舉辦與否至鉅的單項協議書，除了少數軍隊之後才陸續簽

署外，多數軍隊均已簽下，使得梅竹幾乎能夠確定復賽，梅竹停辦的陰霾一掃而空!

這年，梅竹軟事傳到天車月，激起皇上觀禮的興趣。竹國一聽皇上要來，立刻將早已坑

坑濯淫的「大學之路」舖上平坦舒適的柏油，這條御用官道不但皇上來時走得舒舒服

服的，連何國子民都沾到好處，再也不必忍受路上的漫天風沙。(按:去年皇后駕臨

梅園時，梅國辦事大臣為誓死保護皇后安全，也曾將大禮堂的椅子拆掉數排，以防炸

彈威脅，不過梅園子民可就沒有這麼好運了，想參加音樂會就得站著。)

是年三月三日，梅竹閱兵大典時，皇上與他的隨侍服從、大大小小記載起居注的史

官、天朝諸位官員等一行人浩浩蕩蕩前來觀禮。「輸人不輸陣，輸陣歹看面 J '典禮開

始後，由梅園首先祭出發展多年的「太陽能電動車 J '梅國電動車外型雖然簡樸'但因

車體輕巧，繞場時速度感極佳:竹國自行研發的「太陽能車」氣勢也不弱，一出場後，

搶眼的流線造型即贏得不少掌聲，不過車子走到司令台時，卻自顧自的繼續前進，未能

π 暫停向皇上與貴賓們致意，因此引來一陣笑聲。兩國領導人非常珍情還得來不易的復

一 賽，為表示友好，更打出了「梅竹成功就是雙贏」的口號，不過其子民私底下似乎多不

去 以為然，覺得既然是比賽就要分出個高下嘛，結果這年梅園以6 : 5奪得錦標。

聲 民國八十五年適逢竹圓百週年慶，子民無不殷切期盼梅竹賽能得到勝利，為百年

國慶錦上添花一番，無奈兩國實力相當，加上足球踢和，結果5 : 5平手收尾，讓竹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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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民槌胸頓足不已。同年，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竹團智囊團與國內最大慈善團體

幼幼社舉辦了梅竹捐血活動，為了鼓勵子民們踴躍捐血，主辦單位還提供「勁竹凌風」

字樣的鑰匙圈送給捐血的子民。沒想到鑰匙圈在活動未結束前就送完了，令許多表面

上要救人一命，實則是想得鑰匙圈一個的子民們氣結。雖然如此，倒也反映出了子民

們對梅竹的熱愛。這年比賽同時也是竹國廣播電台的啼聲初試，或許首次轉播比賽的

經驗不足，播報排球時，梅國播報員總會搶去生性木訥的竹國播報員發言機會，未能

親自到場加油的竹國子民們守在收音機旁，聽來聽去總覺得竹國播報員必有二心，否

則怎會一面倒地說梅國好?一些愛國心強烈的子民憤而在梅國賽場外守候，差點演出

全武行。幸好雙方及時澄清真相，免去一場風波。

八十六年梅竹如期進行。梅國用兵策略仍是以沙場老將為主，而竹國深謀遠慮，

為了薪火相傳，主將自願將機會讓給新血輪，使得新進兵將也有上場為國爭光的機

會。終場梅國以7 : 3的成績奪下梅竹總錦標，梅竹賽也圓滿落幕。

數一數，梅竹二十九個年頭，轉瞬即逝。回溯在這之中的點點滴滴，竹梅兩國一下

子稱兄道弟，一下子又誓不兩立，過程中的分分合合、風風雨雨令人目不暇給，然而梅

竹賽依然有它的價值一比賽選手的努力練習、火力班的加油吶喊、後援會犧性自己的假

期奔走籌備，都各自緊緊地凝聚了兩國人民向心力，每年也唯有這樣的機會，子民們才

了解到自己有多愛自己的國家。參與梅竹的人或許年年不間，但梅竹的精神卻是不變。

梅竹賽大事紀年表

民國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交大勝 • • • • • • •
清大勝 • • • • • •
平手 •
停辦 O

民國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交大勝 • • •
清大勝 • • • •
平手 • •
停辦 000 o 0

主

資料來源:梅竹小站http://www.nctu.edu.tw/meicht的ndex.html 題

註1 :到民國 86年為止，交大十月奈，清華十月卒，三次平手，六年停辨。 探

註2: 民國 69年因籌委會對賽程及場地安排問題產生歧見，最後由兩校協商改為梅竹 討

社團聯誼週'梅竹錦標賽取消。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