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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張生平

足球與交大之

淵源

交 通大學是國內

歷史最悠久的大學，創

建於民國前十六年（清

光緒廿二年， 18 96）。

初名南洋公學，「交通

大學」之名始於民國十

年（1 9 2 1）。儘管受到

清末民初政治動盪不安

影響，曾經造成校務中

斷或巨變，但是只要學

校可以正常運作，足球

運動即與交大緊密地關

連著。

足球與交大的第一次接觸是在

光緒廿七年（1 9 0 1）南洋公學時

代，緣起於上海聖約翰大學設立足

球隊，南洋首任校長唐文治先生也

接著倡導，次年即組隊成軍參賽，

是交大史上最早的校隊。

與聖約翰大學的對壘，是交大

第一個常態性的球類競技活動。南

洋與聖約翰的足球大賽是當年上海

一大盛事，自 1 9 02年開始到 1 9 25

年為止，年年舉辦不曾中斷，從校

長到場坐鎮觀戰，到全校學生投

入，組成啦啦隊、製作海報、隊呼

等等，在場外大打精神戰，受重視

的程度不亞於今日之梅竹賽事。在

許多早期校友的記憶中，足球賽是

全校總動員的盛事。像在前校長淩

鴻勛（竹銘）先生的回憶錄中，就

談到他在交大就讀時，儘管不曾參

加過體育活動，卻也因為文筆甚

佳，被聘為交大體育會的第一任書

記。淩前校長甚至清楚地回憶，當

年校隊已經分成甲乙兩隊，甲隊專

門對抗宿敵聖約翰大學，以及幾個

外國人所組的球隊。至於面對其他

學校的挑戰，由乙隊出馬即可。

足球為交大之校球足球為交大之校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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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兩校對壘發展成「華東六

（八）大學體育聯合會」，但是真正

精彩的還是南洋與聖約翰的爭霸

賽，採三戰兩勝制，兩校各在主場

互戰，第三場則選擇另一中立場

地。這樣的雙雄對決，從 1 9 14體

育聯合會成立到 1 9 25 停辦為止，

1 1 屆賽事中，南洋隊取得六次冠

軍。而另一位在民國十五年入學的

校友錢益先生，也說儘管他入學

時，體育競賽已不若前期興盛，但

全校對足球的狂熱絲毫不減當年。

每逢足球錦標冠軍爭奪戰，從盛大

誓師，到比賽時隊呼、啦啦隊的場

外較勁，比完後勝戰更是全校放假

一天，敗戰時則人人垂頭喪氣。這

樣的競賽影響力，對於交大而言，

形成自第一任校長起就重視學生體

育的傳統。淩前校長則是在任內時

大力興建體育館、游泳池等運動設

施，連民國五十八年與清華舉辦聯

合賽事時，也是以梅「竹」賽之名

紀念之。對其他學校而言，華東各

校競起效尤，組成聯會共同與賽，

無形中也帶動各校足球運動風氣，

到 1 9 2 2 年之後，甚至出現由滬

江、東吳、復旦等隊贏得聯賽錦標

的狀況。再擴大來說，民國廿年到

卅八年遷台之間，中國足球代表隊

中有十多位是交大畢業生，甚至擔

任國家隊的教練，進而在日後的中

國足球界裡擔任要角。可以說，在

中國近代足球史上，交大寫下了最

光輝的一頁。

這樣的輝煌歷史，延續到「梅

竹錦標對抗賽」。梅竹賽的比賽項

目與時推移，除了各種球類運動

外，早期有演講、辯論等，這幾年

連電腦遊戲都成為會外賽。但是不

管比賽的項目、輸贏結果如何，在

合作的基礎之下舉行比賽，共同籌

備活動，讓兩校菁英公平競技，梅

竹賽對交通、清華兩校而言，是凝

聚全校向心力的大型活動，充分凸

顯兩校合作又競爭的關係，一方面

希望兩校友誼永固，一方面也希望

在良性競爭下，設法締造出雙贏的

局面。這種從運動家精神延伸出的

文化傳統，成為交通、清華學生與

校友最引以為榮的特色。

輝煌的擴展─從足球場

到職場

歷史的延續不僅僅在於直線的

延伸，也在於廣度面向的擴展，這

是因為運動家精神向來不只在競技

場上發揮。交通大學在新竹復校之

後，一樣秉持重視運動的優良傳

統，鼓勵學生參與運動性社團。學

生在參加足球隊之中，可以得到課

堂上不能體會的感受。

學生在足球校隊中，因為要在

課業與私人事務外的有限時間中，

配合足球隊練習時間，以達到教練

要求，甚至能夠代表學校出外比

賽、為校爭光，於是施以嚴格的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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鍊，成為常態性的訓練。

足球隊隊員不僅要吃苦耐勞的

經歷訓練，還要學會與其他隊員相

互協調，從練球到戰術戰技，無一

不講究團隊合作。除了內部的吃

重，當球員面對比賽時，需調適內

心壓力，不因心理因素造成失常；

此外，還要將實力發揮到超過練習

水準，於是對於抗壓性的練習，成

為球隊成員必修的重要功課。

從以上可知，球隊隊員要面對

的壓力有多種，從體力上的鍛鍊，

到精神層面的修習。而這還僅是球

隊球員的普遍基本壓力，相較之

下，因為足球是人數最多的團體運

動，活動範圍又相當寬闊，不能像

籃球、排球等球類，由一兩位明星

球員就可提高全隊水準，想要贏得

勝利，就必須看所有成員的綜合實

力與通力合作，所以對於團隊的默

契與合作要求，足球遠高於其他球

類。

這些耐勞、合作、耐壓的精神

一旦發揮到職場，往往是企業主的

理想員工。事實上交大在各產業的

發展成就，早已經是有目共睹。在

美國矽谷有「交大幫」一詞，在台

灣，高科技產業界更是遍滿交大校

友。不止於此，像企業界中的代表

人物如：資策會董事長黃河明學

長、德州儀器總裁程天縱學長、漢

唐科技董事長王燕群學長、國碁電

腦董事長林家和學長、聯測科技董

事長蔡宗哲學長、威健電子董事長

胡秋江學長、豐毅電子董事長陳澄

芳學長、台晶科技總經理吳亮中學

長、矽統科技副總經理陳世和學

長。學術界如：交大電信系教授高

曜煌學長、電物系教授陳振芳學

長、管科系教授吳元功學長、中正

大學會計系教授林岳喬學長、應數

系教授王太和學長等⋯⋯，及電影

界名導演楊德昌學長。這些鼎鼎大

名的人物，皆都是當年在交大的足

球場上磨練，塑造了職場上的個人

特質，得以一步步邁向成功。

也因為如此緬懷在校時，時常

代表學校出外爭光，對學校遂產生

了榮辱與共的休戚情感，更感念學

校當年的訓練與照料，校友們牢記

「飲水思源」校訓，並將之落實。

這種校友對母校的熱烈回饋，在台

灣各大學中，交大絕對是佼佼者。

交大足球發展現況

談完以往令人緬懷的光輝歷史

後，關於交通大學足球發展現況，

可以分成三個部分說明：一是校隊

部分，二是活動部分，三是課程部

分。

一、校隊成員結構改變

在校隊的部分，最大的轉變在

於隊員結構上，本土學生球員人數

減少，僑生（澳門、緬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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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或許是因為本土學生礙於課業壓

力，無法配合一週三次的固定練球

時段；而且球員基礎不若以往，常

常需要從頭訓練。相較之下，僑生

球員基礎較佳，可是課業表現卻又

較本土學生為弱，而且囿於經濟因

素，常因在外打工而影響練習，這

是現今校隊發展之隱憂。

另外因為梅竹足球運動基金的

設立，校隊對外比賽增加，磨練機

會增加，練習狀況遠勝十年之前，

則是一可喜現象。

二、舉辦交大足球聯賽

在交大校園發展計畫的規劃

中，提升學生體能是五大方向其中

之一。在這個大方向之中，增加校

園體育活動是一個實施策略。依照

本人的規劃，每一學年會舉辦四場

大型競賽活動（校友盃、系際杯、

教練盃...等等）。本學期即舉辦

「交大足球聯賽」，為國內各大學

首創的足球聯賽活動，媲美英國超

級足球聯賽。

本屆聯賽共有十四個系參與

（僅外文、應化兩系未與賽），各

系隊幾乎都有校隊成員在其中，可

以說是藉著校隊隊員所帶動起來的

運動風氣。此風一開，每天晚上足

球場上都是練習的隊伍，不僅足球

風氣上揚，學生對足球的熱心程度

也相對提昇，校園的活力得以藉此

展現。

三、選足球課人數增加

在校方設立梅竹運動基金、體

育室極力倡導，加以本屆世界盃的

催化效應之下，體育課選擇足球的

學生明顯增多。加上為因應聯賽、

各系隊練球時間增加，足球重新引

起學生的熱烈參與，對足球運動是

一大利多。

結語

在前述足球與交大之淵源中，

以交大在足球史上所締造的光榮歷

史而言，對於「足球為交大之校

球」應無疑義，足球所鍛鍊出來的

運動精神，更使交大人笑傲職場。

只是在梅竹賽恢復以來，不僅交大

在足球賽程上一直未能延續過往之

赫赫功績，交大學生亦不清楚足球

對交大而言的特殊意義，在講述梅

竹賽的優良傳統時，未能將這段光

輝歷史繼續發揚，無形中失落了這

一段精彩的過往。筆者於此處提出

這篇小文章，希望能夠重新喚起歷

屆交大人對於足球的熱情，發揚運

動精神，找回這個代表性球類的光

榮。

張生平老師小檔案：

學歷 ：
l 台灣體育學院

現職：
l 交大體育室副教授兼任足球隊教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