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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零的國手飄零的國手

2009-10-04  記者 徐念慈 報導

北京奧運時，盧彥勳奮力擊敗世界第六強，他能力出眾，但在台灣政府的漠視下，

他過得比一班選手還艱辛。（圖片取自:news.xinhuanet.com）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工」，國手的心聲有誰知？身為運動員，誰都想在國際賽中順利摘下榮

耀的桂冠，在台灣，這些國手都是體壇中的箇中翹楚，但投入全球這個大競技場後，他們爭王稱

霸之路顯得艱辛，除了需要保持精神力對付環伺的強敵外，還需分神應付龐大的訓練費用、聘用

教練的金錢等；該有的訓練他們一個都不能少，但國家給予的協助卻處處不如人。台灣選手這麼

努力，但政府仍然抱持消極的態度對待國手的培育。

 

 

要馬兒好要馬兒好 又要馬兒不吃草又要馬兒不吃草

台灣目前體育界面臨最大的問題，不是選手不夠優秀或努力不足，而是政府對體育消極的態度，

以女網好手張凱貞為例，她2009美網公開賽打進女單第二輪，而泛太平洋女網賽更擊敗世界排名

第一的俄羅斯好手莎菲娜，這樣運動界的台灣之光，卻讓家中背負累累，許多訓練費用需由家中

支付。要成為一流的選手花費之鉅，訓練費每年就需要新台幣七百萬元，家中必須靠媽媽賣魚才

能補足訓練費用。她在球場上贏的風光，背後卻失了家中經濟。

而台灣男網實力派小將盧彥勳，2006年二月Davis Cup 亞太區第一輪的比賽缺席，就被政府與

媒體聯合批判「不愛國」，但盧彥勳缺席的原因其實是為了多替自己爭點獎金，才選擇缺席參與

其他競賽，卻被政府這樣無端的指責。政府不願意多花心思在球員身上，平時訓練任他們自生自

滅，但提到代表國家出賽時，卻一個比一個傲慢的希望球員為國家爭光，若不從或表現不佳，就

是「不愛國」！

政府對於球員漠然，從盧彥勳聘請教練的拮据我們就可以知道，教練與體能師對於一個選手有十

分大的重要性，盧彥勳能在奧運有如此傑出的表現，跟教練的培訓得宜有關係密切，但台灣政府

光喊出培植奧運選手口號，每年給他一百二十萬的補助，卻要求自費請教練等，但傑出的教練、

體能訓練師，周薪就要約台幣10萬元，盧彥勳就曾公開表示：「要不要請教練，每次都很掙扎。

等於這一年賺到的獎金，全都要拿來「繳學費」。」 於是，盧彥勳只好邊打球，邊參與募款餐會

。

一個傑出的選手發揮自己所長去為國爭光，政府身為國家領導就應該給予他們最大的協助，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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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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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門運動「巧固球」，但其實台

灣在巧固球有十分傑出的表現。

（圖片取自:epublication.kcg.

gov.tw）

 

 

應該讓他們在與強敵環伺的賽場還需煩惱生計問題。不願透露姓名的交大體育室職員就表示：選

手培養應該從國小就開始，而到了國手的階段後，政府就應該負責國手訓練的所有費用，畢竟運

動國手代表國家出去，是國家的門面、是一種國體象徵，就目前她自己的經驗來說，目前台灣政

府還是太漠視體育項目，編給的預算還是太少。其實可以參考日本模式，政府與大企業一同培養

國手，這樣可以讓政府負擔沒麼大，且台灣政府對國手的訓練狀況，雖然有成立國家集訓中心，

但訓練期也只包含大型國際賽前，並未有通盤有系統的對選手訓練。從以上言談就可發現政府除

了對運動規畫漠視外，著手處也處處顯露其目光短淺。

 

 

政府無保障　運動員生存難政府無保障　運動員生存難

台灣目前政府政策，主要是：有贏賽事才有錢拿，對於選手未來，政府規劃不多，以體育界的撞

球項目來說，當初國手吳珈慶想退出台灣撞球界入新加坡，就是出於台灣政府對於國手規畫多抱

著例行公事的消極態度，成績出眾就給錢，但當選手狀況不佳，如：受傷、復健期等，沒辦法有

出色表現時，選手就只能吃之前獎金的老本，職業生涯從未給予明確保障，只能靠自己，吳珈慶

最後為了生計也只好選擇離開台灣，想加入賞金制較佳的國家，但卻倍受「愛國言論」批判，而

政府為順應民意對選手進行慰留，但卻依然沒有思考選手為何想走的幕後主因，這件是真的很讓

人心痛。 

交大體育室職員繼續表示：「以台灣獎金制來說，其實台灣獎金都給的算十分豐厚，但其實大部

分的球員來說，他們寧願選擇退出體壇後的未來能有份收入穩定的工作。」台灣市場不夠大，加

上政府又沒有積極經營，能給予球員的薪水或補助基本上都無法與國外相提並論，而能順利轉成

為教練的球員，在職缺不多的情況下，多少需要一點運氣，很多球員如:、林岳亮在賣雞排、林增

益在賣燒烤，甚至做直銷保險或走入勞工界的選手所占不少。

而對於台灣基層體育教職僧多粥少，體育員多，但教職少的現象，交大體育室職員就建議：「台

灣退休運動員出路，應該可以建立成績制，成績越好的選手越有機會成為學校的教練與聘僱人員

，如奧運國手等，如果成績真的不佳那最後轉職成為勞工或一般雇員，那也只能說是能力不夠了

。」

 

 

漠視冷門運動　　國手何去何從漠視冷門運動　　國手何去何從  

就拿世運男女雙料冠軍的巧固球來說，巧固球可說是 台灣目前少數大

幅領先國際的運動項目，其他國家都以台灣為技術學習榜樣的國家，

但諷刺的是很多台灣民眾很多都是在世運後才知有這個運動項目，想

當然，巧固球的經費始終拮据，甚至曾因經費不足無法參加2007年在

巴西舉辦的世界杯。

  

一個運動熱不熱門，從媒體報導頻率與篇幅就可看出，台灣媒體大多

只著重報導國內外職棒或NBA、SBL等籃球比賽，報導多寡決定觀眾

人數，而觀眾人數又與贊助密切相關，冷門運動始終無法獲得有利的

資源，形成無奈的循環。多元的運動可更豐富人的視野，但資源有限

時，往往只有熱門運動才能拿動足夠的經費，目前在台灣除了棒球與

籃球外，其他運動似乎都只能自求多福。

昔日光輝燦爛的國手，掌聲過後隨著歲月與體能極限淡出運動界，「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的感慨，他們可能比一般的上班族，更能感同

身受；體育可說是一個國家的國本，台灣政府如果不能更積極重視體

育的發展，不只害了這些選手，也丟了國家的面子。政壇在爭論台灣

統獨問題鬧分裂之際，更應該重視的是如何為台灣在國際爭一口氣，

而不是讓好國手紛紛外流甚至面臨生計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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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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