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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16  記者 楊廣培 文

棒球，是台灣的國民運動，從日據時代到今天，一直都是台灣最受關注的運動項目，其地位無可

替代。但對整個世界而言，最受歡迎的球類運動還是足球。

 

世界的足球世界的足球

足球在全球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從世界杯（FIFA World Cup）受到全世界球迷熱烈關注的情

況就能知曉，其觀眾人數遠遠超過了有二十多個比賽項目的奧運會。與同是世界性體育賽事的世

界籃球錦標賽（FIBA World Championship）相比，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獲得了世界大多數人的

關注，稱其為全球第一大體育盛事也不為過。而每屆世界杯主辨國的投票也是一大新聞，投票過

程也成為了國家之間的國力競爭。

足球之所以風靡全球的原因為各國都有舉辦頂級聯賽(如意甲、英超、西甲)，且各聯賽水準十分

接近，每一場比賽都是精采好球。在各隊實力平均的競爭下，足球的發展與成長自然更為穩定與

蓬勃。再加上每年定期舉行的歐洲冠軍聯賽和亞足聯冠軍聯賽等等，各個國家地區的球隊聚集一

地進行切磋，產生的火花讓足球的魅力更加無法擋。

以下是世界十大品牌價值體育球會：

排名   

         

         

  

名稱    品牌價值（美金）

1       

   

紐約洋基（棒球） 3.4億

2       

         

 

曼聯（足球） 2.69億

3      皇家馬德里（足球） 2.64億

4   達拉斯牛仔（美式足球） 1.93億

5      拜仁慕尼黑（足球） 1.79億

6       

   

波士頓紅襪（棒球） 1.73億

7     巴塞隆拿（足球）      1.72億

8       

        

阿仙奴（足球） 1.58億

9       

       

AC米蘭（足球） 1.47億

10 新英格蘭愛國者（美式足球） 1.46億

在十間球會中，足球以六支球隊佔了一半以上的名額，具有壓倒性的優勢。足球在世界上佔有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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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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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性位置無容置疑。而各國足球水平接近但風格各異使各地聯賽更有吸引力，如英超主打的高空

攻勢，對比於西甲的地面組織作戰，再加上不同國家優秀球員的外援，令比賽更添變化。

球員們出神入化的球技是俘虜廣大球迷的原因。（影片來源／YouTube）

 

台灣的足球台灣的足球

至於在台灣，本土的足球發展相信大家心底已經有個答案。台灣人對足球的認知，可能大部分都

是來自周星馳的電影《少林足球》。球員誇張的身手和導演搞笑的表演手法已經深深印在觀眾的

腦海中，但是又會有幾個人真的了解到足球的樂趣。

在台灣，棒球與籃球一直以來都是備受關注的熱門運動。足球的發展與起步相對慢上許多。棒球

在台灣已經有近一個世紀的歷史，而台灣少棒更在70年代開始揚威國際，遠征海外屢屢捧回冠軍

金盃，為當時在國際上孤立無援的台灣爭取到難得的關注。在這段期間，棒球已經不單單是一種

運動，更昇華成一種宣揚中華民族精神的工具。棒球在美國興起，隨著美國對世界的勢力拓展，

棒球運動傳入日本，而日本又在統治台灣的五十年裡將棒球的風氣帶入台灣，至此之後棒球漸漸

成為臺灣的「國球」。相對於棒球，早期只在歐洲發展的足球則因為世界局勢與歐洲在亞洲的影

響有限，只在特定地區有較為穩定的發展。

其實就場地而言，足球場和棒球場的大小差不多，參與的人數也是（足球一隊11個人，棒球9個

人），兩者也是有共同的地方。就此看來，足球也是有其生存的空間。有位交大足球校隊隊員表

示，在學校球隊裡面一共有二、三十個成員，但其中台灣人只佔十個左右，其他都是僑生跟外籍

生。他也認為足球在台灣是新興的運動項目，只要給它時間和機會發展，一定會變得愈來愈好。

至於足球在台灣無法普及的理由，2012中華台北奧運足球隊教練張生平先生表示，足球以前在台

灣也有過好的成績，但可惜的是出來踢的都只是香港的傭兵，台灣本地的少之又少。其後又因為

政治原因，香港政府禁止香港人為台灣出賽，再加上日本、韓國在亞洲的掘起，台灣的實力反而

退步，種種原因都成為了足球沒落的理由。

除了外援的退出，本地的風土民情也是因素之一。台灣的職業運動文化本身並不發達，就算是主

流運動的職業棒球聯盟僅僅只有支球四隊，其他聯賽則欠缺完整的職業化組織和規模。主要原因

是沒有大企業的支持，有些球隊必須自力培養球員，比賽的強度與精采度大打折扣，球迷自然不

願意進場看球與支持，造成惡性循環。在足球聯賽上，參與人口以大學生為主，社會人士佔的比

例不多，這絕對是不健康的發展。沒有好的聯賽與制度，就沒有好的球員。

棒球會想到王建民，但足球卻缺乏代表性的人物，也是說足球沒有辦法在市民大眾刻下標誌是十

分可惜的。一個成功的運動員是國家的代表，更是該體育運動的象徵，像是高爾夫球的老虎活士

（Tiger Woods）、籃球的姚明、網球的拿度等世界知名的運動選手。

 

看清楚世界看清楚世界

足球的盛行，不是這一、二十年才有的事，而是從1930年第一屈世界杯就掀起全球的熱潮。雖然

足球場上的精采表現並不代表國力強大，就正如足球王國巴西一樣也只是靠種咖啡豆為主要收入

，但對國家形象則有正面的幫助。重點是不要固步自封，不要只關心生活周遭的事，這樣一來就

等於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棒球的確是台灣本土文化，但走出去這個島之後，可能不會再有人知

道王建民是誰，最受歡迎的恐怕是梅西和C．羅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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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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位就是當前足球界上就灸手可熱的天星，可是兩位的年齡加來還未到五十歲。

（圖片來源／http://www.telegraf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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