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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中華職棒歷年例行賽觀眾人數 

 

年度 總場次 總觀眾人數 平均單場觀眾人數 

職棒元年（1990） 180 899,955 5,000 

職棒二年（1991） 180 1,050,405 5,836 

職棒三年（1992） 180 1,238,063 6,878 

職棒四年（1993） 270 1,600,549 5,928 

職棒五年（1994） 270 1,607,677 5,954 

職棒六年（1995） 300 1,646,361 5,488 

職棒七年（1996） 300 1,364,424 4,548 

職棒八年（1997） 336 685,832 2,041 

職棒九年 （1998） 315 690,089 2,191 

職棒十年 （1999） 278* 496,433 1,786 

職棒十一年（2000） 180 301,671 1,676 

職棒十二年（2001） 180 337,707 1,876 

職棒十三年（2002） 180 532,304 2,957 

職棒十四年（2003） 300 958596 3195 

總   計 12,451,470 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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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999 年原訂 300 場比賽，因 921 大地震取消 22 場。  資料來源：中華職業棒球聯盟網站1 

 

 

附錄二：中華職棒歷年球季總觀眾人數 

 

                                                 
1 參見 http://www.cpbl.com.tw/html/cpbl.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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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中華職業棒球聯盟網站 

 

附錄三：台灣大學不良牛牧場 Dragons 板選取分析文本列表2 

                                                 
2 編號乃依據原始文章發表時間依序排列，生命週期為首篇到末篇回應文章經歷時間。為求方

便，後文中在分析時，將回應文章依照回應話題及回應次序再行編號，例如編號 14 篇的原始文

章以「14 」代表，第一篇回應文章則以「14 -1」代替。此外，為求真實呈現，文章中若有錯別

字將不另作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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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編號 

討論 
話題 

原始 
日期 

回應 
篇數 

生命

週期

1 Re: 龍迷朋友們 你們支持兄弟的可能性??????? Jun 18 27 7 
2 Re: 老龍迷看OB的感想... Jun 21 7 2 
3 Re 龍隊的最後11分鐘... Jun 23 0 1 
4 Re: 『黃文博』是因為什麼原因消失的呀？ Jun 23 1 2 
5 味全有史以來最強的巨砲是誰啊 Jun 24 87 36 
6 什麼是龍魂？ Jun 24 5 2 
7 請問一下郭建霖 Jun 25 8 1 
8 蓋瑞哭了~~真可憐~ Jun 28 20 3 
9 Re: 請問大家喜歡中職各隊的理由？味全龍 Jul 1 2 3 
10 [GAME]味全龍復活^^ Jul 1 25 59 
11 新龍牛 Jul 2 7 5 
12 黃平洋還是愛龍喔 Jul 4 37 8 
13 味全龍要復活其實很簡單.. Jul 9 22 6 
14 還想龍嗎 Jul 11 5 2 
15 泰山的第一轟..永生難忘阿-.^ Jul 11 8 13 
16 龍隊復活？ Jul 15 31 9 
17 有誰還記得  Jul 18 24 4 
18 問 Jul 19 9 16 
19 再過十年.... Jul 19 2 1 
20 大家覺得龍隊的最佳先發九人是哪幾位ㄋ??? Jul 20 20 7 
21 不好意思 我想問龍隊解散問題 Jul 21 36 14 
22 曾華偉 Jul 25 11 5 
23 [閒聊] 味全龍解散原因 Jul 27 22 5 
24 聽說今年要出味全龍隊的回顧寫真集了耶 Jul 30 11 8 
25 最強的救援王~~賈西!! Aug 8 37 9 
26 老龍迷們.. Aug 9 45 20 
27 龍迷??牛迷?? Aug 10 35 7 
28 閒聊：一場球賽 Aug 15 1 7 
29 想到-談談職棒球員的廣告 Aug 16 38 4 
30 又一個紀錄沒了... Aug 20 25 17 
31 歷史上的今天 Aug 21 2 1 
32 看完大家文章好想哭歐~~味全龍我愛你 Aug 21 2 8 
33 龍隊洋將最佳九人 Aug 28 27 5 
34 有誰記的廖述仁..... Aug 28 6 6 
35 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Aug 28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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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請問一下坎沙諾跟賈西... Aug 28 5 8 
37 偽龍迷leon...請滾出龍版... Sep 3 33 4 
38 Re: 王勁力怎麼跟黃平洋比 Sep 3 3 1 
39 多力 Sep 4 44 14 
40 說到多力就不能不說到達瑞! Sep 4 4 3 
41 真是龍魂不滅阿！ Sep 5 2 1 
42 有沒有人記得勝投終結者？ Sep 6 4 2 
43 職十封王戰 最後一任投手是..... Sep 9 4 1 
44 羅世幸從職棒明星變巡路員 Sep 9 5 2 
45 試問龍迷會比象迷少嗎? Sep 10 151 29 
46 對百力..?? Sep 11 13 3 
47 這裡是偽龍迷版嗎~~早就變成牛副版了吧 Sep 13 13 2 
48 哈哈...這裡是回憶的好地方 Sep 14 11 3 
49 請版主把Exhaustion這個來鬧的浸水桶啦！！ 煩?… Sep 14 19 4 
50 各大版主 Sep 14 1 1 
51 正義獲得伸張 Sep 14 2 1 
52 說真的~~味全龍隊消失在中職是很爽的一件事 Sep 14 18 5 
53 就算板主砍個不停..龍隊也回不來摟 Sep 14 11 2 
54 看到泰山想起狂龍 Sep 15 0 1 
55 請各位大德對這種文章「視若無睹」... Sep 15 9 6 
56 限定龍迷回答-你現在轉支持哪一隊？ Sep 16 120 33 
57 現在的中職水準 = =" Sep 18 30 7 
58 今天各大報紙的頭版 Sep 18 12 3 
59 轉載 味全年營收 五年增至 200 億 Sep 21 20 4 
60 龍迷教召！網路發出紅海動員令 Sep 23 71 11 
61 我是龍迷 Sep 24 23 5 
62 10/6-10/10 總冠軍回顧 Sep 25 14 9 
63 忽然很想味全龍... Sep 30 14 4 
64 用力賀下去!!!!!!!!!!!!!!!!!! Sep 30 3 1 
65 龍魂不滅 Oct 2 18 6 
66 太陽李逸楠引退 Oct 3 27 2 
67 如果 Oct 6 2 9 
68 龍迷彩帶拋太早了 Oct 6 5 2 
69 終於又讓我 Oct 6 8 3 
70 昨天看龍鷹... Oct 7 3 1 
71 [閒聊] 現在播的 98 年冠軍戰...... Oct 7 3 1 
72 許聖杰 Oct 7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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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大帝士 Oct 7 9 2 
74 YA~~~~封王啦~~~~~二連霸達成~~~~ Oct 7 19 2 
75 1998 年中華職棒總冠軍 味全龍隊 Oct 7 3 12 
76 [影片下載] 味全龍 98 年冠軍戰 第 1-7 場精華篇 Oct 7 53 11 
77 味全東山再起!!! Oct 8 5 1 
78 今天仔細的看!!! Oct 8 15 8 
79 c c Oct 8 3 1 
80 [閒聊] 紅絲帶....紅絲帶 Oct 8 0 1 
81 好想哭 Oct 8 7 1 
82 靠 我哭了 Oct 8 24 9 
83 kimi 用安打向和信說再見~~!! Oct 8 0 1 
84 那一瞬間  我覺得我感到好驕傲 Oct 10 4 1 
85 Re: 少了味全都不知要支持哪隊???? Oct 13 17 4 
86 Re: 請問一個問題... Oct 13 2 2 
87 Re: 請問泥們記不記得? Oct 13 1 1 
88 Re: 味全當時如果沒有解散...會不會再連霸下去..... Oct 13 1 1 
89 為甚麼呢? Oct 13 2 1 
90 龍魂精神 Oct 14 3 2 
91 Re: 興農給根本比不上味全 Oct 14 3 1 
92 請大家改一下 龍魂不滅 只是?? Oct 14 6 1 
93 討論主題： [文件]那個看板好明顯喔~幹的真是好阿 Oct 14 23 2 
94 [問題]誰能比較賈西和世界勇的差別呢?? Oct 16 30 3 
95 是龍魂 龍魂降臨了!! Oct 16 1 1 
96 看到今年兄弟想到當年味全... Oct 16 0 1 
97 各位龍迷!! 這場比賽彷彿就像龍魂撐起最後一線?… Oct 17 17 2 
98 真希望味全龍再回來 Oct 17 0 1 
99 如果龍重新組隊的話 Oct 17 19 1 
100 一寫就停不下來 >_< Oct 18 9 1 
101 龍隊完美的回憶 Oct 18 1 1 
102 感覺 Oct 18 1 1 
103 我想念味全龍 Oct 18 3 1 

 

附錄四：深度訪談題綱內容 

 

1. 什麼時候開始支持味全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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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以談談對龍隊解散的感覺嗎？ 

3. 龍隊解散之後，是否從龍版獲知龍隊的相關訊息？ 

4. 瀏覽 BBS 龍版的頻率以及發表文章的數量？ 

5. 當你在龍版瀏覽或發表文章時，可以談談那一刻的感覺嗎？ 

6. 當你在龍版上看到某些龍迷描寫關於龍隊的事蹟或是對龍隊的情

感，可不可以談談你的感受？ 

7. 就個人經驗而言，你覺得最常出現在龍版的話題是什麼？你對味

全龍印象最為深刻的又是什麼？ 

8. 龍迷常說龍隊雖然消逝，但是龍魂永遠不滅，對你而言，龍魂的

意義是什麼？ 

9.  BBS 龍版會影響龍魂的延續嗎？你覺得龍版重要嗎？ 

10. 你覺得 BBS 龍版有必要存在嗎，為什麼？ 

11. 請你以具體的東西形容龍版對你的意義，你會說它像什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