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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奉獻中華棒協的副理事長全心奉獻中華棒協的副理事長全心奉獻中華棒協的副理事長
壹、前言

1989（民國78）年，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以下簡稱中華棒協）召開會員大會，唐盼

盼理事長獲得連任，敦請林鳳麟先生再續任

副理事長，82歲高齡的林鳳麟以促進棒球界

新陳代謝，提攜後進的理念婉辭副理事長之

職，中華棒協通過會員大會禮聘林鳳麟先生

擔任名譽理事長，創下中華棒協史上首例，

而卸下服務棒壇35年自嘲自己是「四朝老

兵」的林鳳麟（註1），在至感輕鬆的心境下

回憶道：「一頭栽進棒球世界，可說非始料

所及，只因當年謝國城先生一句『這裡需要

你』，我便捨棄法律事業，全心奉獻棒壇，

或許這就是老輩讀書人的傻勁吧！」（註2）

林鳳麟

鄭秀貴

註1 林鳳麟歷經第一、第二任謝國城、第三任嚴孝章

及第四任唐盼盼理事長任內均擔任副理事長，中

華棒協歷屆卸任的理事長，依照慣例都擁有「名

譽理事長」之頭銜，林鳳麟卸任後被禮聘為名譽

理事長為棒協之首例。詳見臺灣棒球維基館，    

〈中華棒協歷任理事長〉，<<http://twbsball.dils.tku.

edu.tw/wiki/index.php/%E4%B8%AD%E8%8F%AF%E

6%B0%91%E5%9C%8B%E6%A3%92%E7%90%83%E

5%8D%94%E6%9C%83>，2016.10.21檢索。

註2 林鳳麟口述記錄，臺北市：自宅，1994.03.01至

1994.05.04。轉引自許雪姬、曹金蘭，《口述歷

史－日據時期台灣人赴大陸經驗》，第五期，    

「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編，1994，230。

圖1　1937（民國26）年林鳳麟擔任哈爾

濱地方法院推事與友人在法院前合

影（照片來源：林敏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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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林鳳麟任職合作金庫總務長，

因中學時期加入過棒球隊，因而兼任合庫棒

球部部長，督導加強合庫棒球隊的實力與

陣容，使合庫隊成為國內的棒球勁旅，生命

中也因此與棒球結下半輩子的緣，1957年全

國棒球委員會（以下簡稱棒委會）成立，由

謝東閔先生擔任主任委員，謝國城先生擔任

總幹事，林鳳麟深受謝國城先生對棒球的熱

忱與知識份子也能投入運動報國的新思維所

感召，出任副總幹事支援協助會務，策動熱

愛棒球的合庫員工義務在棒委會擔任幹部，

共同推動提倡臺灣社會及各級學校的棒球運

動，每年訂定籌辦全省社會組織賽、大專學

校棒賽、中學校棒賽及少棒賽，每逢欲派隊

出國比賽，卻又在面臨經費短缺的窘境之

下，林鳳麟和謝國城兩人即成「借錢搭檔」

，向金融界借貸以利球隊順利成行，達成以

棒球運動拓展臺灣與國際的互動關係，由於

棒委會上下一心的努力耕耘，當年我國即正

式加入亞洲棒球聯盟，奠立了臺灣四級棒球

隊進軍國際的基石；1962年林鳳麟續任棒委

會副總幹事，繼續輔佐總幹事謝國城籌措資

金，每年舉辦「社會盃」、「主席盃」、  

「中學盃」、「學童盃」等全省性的棒賽，

促使棒球運動從成棒普及至少棒；1968年，

臺東紅葉少棒隊在全國「學童盃」棒球錦標

賽中榮獲冠軍，接著又與剛獲世界冠軍的日

本關西和歌山少棒隊在臺灣進行友誼賽，結

果竟以7比0大勝和歌山隊震驚棒壇，全面激

起國人對發展少棒運動的狂熱，隔年我國即

加入美國賓州威廉波特少棒聯盟，棒委會縝

密籌劃透過臺灣四個區域的選拔賽，取8隊角

逐全國少棒賽，在比賽中精選32名球員，經

由集訓再選出最優秀的14名球員為國家代表

隊，林鳳麟即委請在臺北體專（今臺北市立

大學）任教的長子林敏政先生，策劃動員合

作金庫優秀球員組成義務教練團，協助訓練

我國第一次組成的國家少棒代表隊──臺中

金龍隊，金龍少棒代表隊在遠東區比賽中，

出乎大家預料之外的竟然贏得冠軍，獲得進

軍美國威廉波特城參加世界盃決賽的資格，

此時赴美經費卻無著落，身在國外的謝國城

則急電林鳳麟，要其速與駐臺美軍顧問團長

戚烈拉先生商洽資助金龍事宜，戚烈拉團長

即發動全團官兵捐助，共募得35萬元義助金

龍代表隊，金龍小國手也不負眾望的榮獲第

廿三屆世界少棒錦標賽冠軍，開啓臺灣四級

棒球運動的蓬勃發展。（註3）

1973年，棒委會改組為中華民國棒球

協會（中華棒協），謝國城當選為首任理事

長，林鳳麟則擔任總幹事率領中華代表隊遠

征義大利，參加第一屆「洲際杯」棒球錦標

賽，並前往梵蒂岡晉見教宗保祿六世；1977

年謝國城續任理事長，林鳳麟當選為副理事

長兼總幹事跟隨謝國城左右，兩人相輔相

成，憑著一股傻勁為推動國內外棒球運動而

打拼，尤其在1971至1980年間臺灣正遭受退

出聯合國、與美國斷交的重大挫折，中華棒

協在不畏國際政治動盪的局勢下，依然照常

帶領國家代表隊參加在美國舉行的世界少

棒、青少棒及青棒等國際比賽，創造出無

數次世界冠軍的輝煌成就，在國際間贏得

「臺灣－棒球王國」的榮耀，達到為國爭

註3 詳見林敏政，〈棒運推手林鳳麟口述歷史〉，《

國民體育季刊》，30.4（臺北，2001.12）：111-

116。

註4 1974至1984年間，成棒球員譚信民、高英傑、李來

發、郭源治等人先後加盟美國、日本職棒球隊。

詳見許義雄編，《臺灣棒球百年史》，臺北：中

華民國棒球協會，2006，232-234。

註5 詳見林敏政，〈棒運推手林鳳麟口述歷史〉，《

國民體育季刊》，30.4（臺北，2001.12）：116-

121。

註6 臺灣公立臺中中學創立於1915（大正4）年，是

日治時期第一所培育臺灣青年的學校，1921（大

正10）年改稱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等學校，並改

為五年制，1945年臺灣光復後易名為臺灣省立第

一中學，2000（民國89）年改制為國立臺中第一

高級中學。詳見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學校

簡史〉，<http://www.tcfsh.tc.edu.tw/editor_model/u_

editor_v1.asp?id={1A6323A5-3A56-4B97-9733-

E6BEC5862AD8} >，2015.07.13檢索。

光、宣慰僑胞及建立友好體育外交的重大使

命，1980年12月29日謝國城理事長心臟病突

發猝逝，林鳳麟暫代理事長堅守中華棒協，

隔年7月，在激烈競選中，第三任理事長由

榮工處處長嚴孝章先生接任，林鳳麟則續任

副理事長，運用與借調榮工處棒球成員支援

中華棒協事務，全力輔助嚴理事長，落實嚴

理事長提出的爭取工商企業界支持、加強國

際賽事聯繫、少棒普及發展、全面整修臺北

市立棒球場之工作目標，積極選拔代表隊出

國參加歷屆亞洲盃、世界業餘成棒錦標賽、

洲際杯錦標賽……等，在國際間提高我國成

棒球隊的名譽與身價，讓表現傑出的球員有

機會被網羅入國際知名球隊，開創臺灣球員

職棒生涯的永續發展（註4），1983年林鳳

麟先生擔任成棒代表隊領隊，率隊到漢城參

加亞洲棒球錦標賽榮獲冠軍，1985年林鳳麟

至馬尼拉參加會議獲選為世界軟式少棒聯盟

副理事長，1986年8月2日嚴孝章理事長心臟

病突發，驟逝於奧地利，棒界深感震驚與哀

悼，而林鳳麟暫代理事長職務再次鎮守中華

棒協，10月即改選由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唐

盼盼先生為第四任理事長，79歲的副理事長

林鳳麟有意退休，卻又再度被留任，調請中

廣職員協助中華棒協相關業務，為推動前三

任理事長的棒球理念而努力邁進，繼續為國

家為臺灣社會體育做出無私的付出與貢獻。  

（註5）

2005年，林鳳麟先生以98歲高齡於臺北

市立仁愛醫院安詳辭世，也意味著民國40至

70年代中華棒協副理事長推展棒球運動的經

驗與智慧，終將隨著歲月的更迭而消逝，因

此，本文以林鳳麟長期推展棒球運動的脈絡

為書寫主體，彙整林鳳麟口述歷史之文獻資

料，輔以當年代棒壇人士的回溯敘說，建構

出林副理事長借貸資金籌措旅費、推展國內

外四級棒球賽、參與國際賽事之情境故事，

賦予其棒球志業對臺灣棒球運動發展歷史的

意義。

貳、生平事蹟

1907（明治40）年1月29日，林鳳麟出

生於臺中市，從小天資聰慧，以高分考入臺

中州立臺中第一中等學校，於1927（昭和2）

年畢業（註6），通常中學畢業後，就必須

以考試的方式升讀臺北高等學校，而身處日

據時期的林鳳麟，由於生活中常目睹日本人

欺壓臺灣人的事件，對日本警察常以囂張氣

燄壓迫臺灣平民的作風，內心深感不快也極

為不平，因而不想留在臺灣考高等學校，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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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7 1932年3月1日日本在東北建偽「滿州國」立廢帝

溥儀為國君。詳見〈中國近代風雲人物－末代

皇帝溥儀偽滿州國〉，<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1jdUWy2WPE8 >，2015.08.20檢索。

註8 2013年臺灣長天傳播製作的歷史紀錄片〈臺灣人

在滿洲國〉第一集，由臺北市立體育學院（今

臺北市立大學）退休教授林敏政敘說與影像回

顧其養父林鳳麟，決定到東北滿州協助日本執

政編訂法律之心路歷程。詳見臺灣長天傳播，

〈臺灣人在滿洲1-1〉，<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xapWs4PkvXU>，2015.07.26檢索。

註9 太平洋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戰爭

爆發自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日本空襲美國太

平洋基地，美國對日宣戰，與日本交戰多年的

中華民國也跟著宣戰，直到1945年日本無條件

投降。詳見Discovery第二次世界大戰紀錄片，〈

太平洋島嶼戰爭-1〉，<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IFB0sjM2kjs>，2015.07.27檢索。

註10 合作金庫棒球隊成立於1948年，由時任合庫理事

長謝東閔先生的支持，以及一群愛好棒球運動的

合庫行員及同仁組成棒球隊，是國內數一數二的

棒球勁旅。詳見臺灣棒球維基館，〈合作金庫棒

球隊－球隊簡介〉，<http://twbsball.dils.tku.edu.tw/

wiki/index.php/%E5%90%88%E4%BD%9C%E9%87%9

1%E5%BA%AB%E6%A3%92%E7%90%83%E9%9A%

8A>，2015.08.01檢索。

逕自赴日考入第六高等學校，於1930年畢業

之後，進入九州帝國大學法文學部攻讀法

科，1933年3月畢業，取得日本的法學士學位

證書，受聘留校擔任法文學部的助教，並兼

九州小倉法律專門學校講師，任教一年後，

參加日本高等文官司法科的嚴格考試，順利

獲得百中選一的高等文官資格，林鳳麟九州

大學的教授即對其未來出路提出：「一、續

留校任教，逐步升等副教授、教授。二、至

日本司法省擔任推事。三、『滿州國』剛成

立，需要日本司法省制定法律，可赴滿洲任

職文官。」之建議，林鳳麟斟酌臺灣長期被

日本殖民統治，心想即使回到臺灣，也是扮

演殖民者繼續壓迫臺灣人的工具，而在日本

求學數年覺得自己被同化，處在不願回臺灣

也不想留在日本國族矛盾的糾結中，深思熟

慮之後，決定到土地遼闊同是中華民族的滿

州施展自己的抱負，經由大學教授向日本司

法省派滿州司法部推薦，1935年8月林鳳麟獲

日本政府任命為司法官的試補，派至「滿州

國」司法部服務。

日本在1932（昭和7）年以大清帝國的

末代皇帝──溥儀做為「滿州國的傀儡皇

帝」，在中國東北長春成立「滿州國」，為

能有制度的治理「滿州國」，因此設立「法

典制定委員會及民事法典起草委員會」主修

「滿州國」的法典（註7）。林鳳麟被安置

在委員會負責民事法典的編纂工作，1937年

被派任為審判官，先後到哈爾濱地方法院、

吉林高等法院擔任推事，在司法部任職期間

著述多篇論文，皆以日文、漢文發表深獲佳

評，1939年司法部欲編新法律，調派編纂經

驗豐富的林鳳麟擔任司法部事務官，專任法

律編訂及修改工作，為「滿州國」各種組織

法把關，隔年7月升兼司法部參事官，日本政

府為獎勵林鳳麟長年編纂法律的辛勞，特賜

勳階，為勳五位並賜景雲章，1943年林鳳麟

兼任長春法政大學教授之職，用心指導過很

多滿州及臺灣學生，而這些中國學生從法政

大學畢業後表現都很傑出。

滿州的氣候常常是零下二十度、三十

度，相當酷寒，林鳳麟居住的宿舍有暖氣設

備，因此居留滿州的十一年間，一直過著學

者般的生活，埋首於憲法、六法全書、民

事、刑事法的制定等等，當法律要提請審議

會做最後的討論時，林鳳麟和同僚們即須提

出報告，而溥儀則會出席參與；林鳳麟和司

法部同仁們的情感互動都非常的真誠，假日

常與三、五好友爬山，如逢兩、三天的假

期，就會互相邀約到國境內的哈爾濱、長

春、大連、旅順……等大城名勝遊覽，足跡

踏出山海關到上海，最北甚至到蘇聯邊境，

感受到中國就在腳下的深層情懷，也實現了

自己當初決定到滿州的期望與抱負。（註8） 

林鳳麟到滿州發展期間常回臺灣探親，

未料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註9）

，日本航行至臺灣的船隻，幾乎都被美軍的

飛機或潛水艇攻擊，航程非常險峻，因而長

達兩年之久未能回臺灣，卻心繫年事已高的

雙親，此時在臺灣的母親竟生了重病，怕自

己來日無多，想見遠在滿州的兒子最後一

面，囑咐家人聯絡上林鳳麟，告知母病危，

儘速返鄉之訊息，當時已進入戰爭末期，局

勢混亂，為探母病心急如焚的林鳳麟，想辦

法請「滿州國」的交通機構和日本交通機關

聯絡，預留日本福岡往返臺北的機位，即從

滿州先赴韓國再到日本，坐火車南下日本九

州，再從福岡搭飛機順利抵達臺灣和家人團

聚，返家每天看顧母親，與家人話家常。

三周後，接獲「滿州國」發出要林鳳

麟速回滿州的電報，內文為年底將近，經濟

部欲增稅，需修改法律條文，以備明年初實

施，林鳳麟赴總督府請求安排機位欲搭機，

但戰況危急無法成行，隔天正好有大、中、

小三艘船開航，但最大艘和中型船早已被軍

人、官員們訂滿，只好勉強搭上最小的一艘

船，家人知道林鳳麟要坐船，都很擔心，反

而林鳳麟覺得此趟返家探視母親克盡孝道，

既使坐船死了也無憾！夜晚登船天亮即出

航，約中午時刻，突然聽見「轟」的一聲，

大家看到最大的船，船腹竟然已中彈著火，

船上的人都跳下海，而中、小型船隻見狀立

刻火速前行，過一會兒，中型船船頭也中

彈，船身傾斜沈下，一陣慌亂間，有枚水雷

在距小船船頭約十公尺處「咻──」一聲射

出，幸好未中！倘若船稍大速度快些，林鳳

麟所坐的小船一定中彈，後來才知道這艘水

雷艇只有四個水雷裝置，第一發未中，第

二、第三發打中大型及中型船，第四發在小

船船頭呼嘯而過，當時小船並不知已無水

雷，只知儘速逃跑，而林鳳麟也大難不死的

安全抵達日本九州，再返滿州工作。

1945年8月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日本人

全面撤離臺灣，而日本關東軍扶植的「滿州

國」也瓦解，東北重回中國的懷抱，當時臺

灣方面和國民政府交涉，要求一列火車遣送

在東北的臺灣人回臺，林鳳麟即搭此列車到

上海，再自上海搭船返回臺灣。擁有豐厚法

學知識的林鳳麟返回家鄉後，1946年即被同

是九州大學的校友，時任臺中縣長宋增渠聘

任為省政府參議，1949年被時任臺灣省教育

廳副廳長兼合作金庫理事長的謝東閔延攬至

合作金庫擔任稽核主任。光復初期，臺灣金

融同業興起棒球運動熱潮，省屬六行庫──

合作金庫（註10），臺灣銀行、華南銀行、

彰化銀行、土地銀行、第一商銀均熱衷組隊

參加六行庫軟式棒球賽，臺北「六行庫」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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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林鳳麟（右1）、謝國城先生（左1）與回國旅日棒球名將王貞治賢伉儷合影

（照片來源：林敏政提供）

註11 1948年起，六行庫軟式棒球賽連續舉行了十二

屆，週六、日比賽時一定擠滿觀眾。詳見許義雄

編，《臺灣棒球百年史》，臺北：中華民國棒球

協會，2006，102。

註12 由於理事主席謝東閔以及謝國城、林鳳麟等合庫

員工，都是光復初期棒協運作的核心人物，就有

人戲稱合庫等於是棒球協會。詳見許義雄編，

《臺灣棒球百年史》，臺北：中華民國棒球協

會，2006，92-93。

註13 林鳳麟口述記錄，臺北市：自宅，1994.03.01至

1994.05.04。轉引自許雪姬、曹金蘭，《口述歷

史－日據時期台灣人赴大陸經驗》，第五期，「

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編，1994，223。

註14 林鳳麟口述記錄，臺北市：自宅，1994.03.01至

1994.05.04。轉引自許雪姬、曹金蘭，《口述歷

史－日據時期台灣人赴大陸經驗》，第五期，「

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編，1994，225-226。

球隊之間的對戰已蔚為風行。（註11）在1954

年創辦硬式銀行盃棒球賽後，各銀行球隊極

為重視比賽之榮譽，均積極網羅全省棒球菁

英以增強球隊實力，由於林鳳麟就讀臺中一

中學生時期曾加入棒球隊，具有接受過嚴格

棒球訓練的背景，因此兼任合庫棒球部部

長，負起加強調整棒球隊陣容的使命。1957

年，任職於合庫的謝國城先生擔任棒委會總

幹事，林鳳麟則任副總幹事，棒委會幹部多

為合庫員工參與，顯現出合庫人對提倡棒球運

動的熱衷與支持（註12），身為合庫人的林

鳳麟在歷經稽核主任、總務室主任、副總經

理、理事會常務理事等要職三十年間，除了

盡忠職守的協助合庫經營順利，業績成長之

外，憑著對棒球的熱忱跟隨謝國城先生投身

棒壇，負起推展臺灣棒球運動的重大使命。

參、重要成就與貢獻

一、棒委會「借錢搭檔」籌措經費及國際友人

的義助

1957年棒委會成立之後，經費極為短

缺，臺灣光復初期民生物資缺乏，而推展棒

球運動必備的球、球棒、手套和護具都得從

國外進口，且價錢非常昂貴；為能實踐臺灣

的棒球運動從成棒普及至少棒的理念，每年

積極籌辦全省性的「社會盃」、「主席盃」、

「金像盃」、「中學盃」、「學童盃」各級

棒賽以及中上棒賽……等，另為拓展棒運與

國際賽事的互動關係，棒委會也正式加入了

亞洲棒球聯盟，積極選派球隊至馬尼拉、韓

國遠征，每逢派隊出國比賽之際，而財務困

窘的情境之下，林鳳麟回憶道：

我和謝國城先生即需向委員們

募捐，不足數額就向銀行借，通常是

總幹事謝國城先生出面借錢，由我保

證，等球隊回國後再慢慢償還，那時

金融界雖對我們這對「借錢搭檔」十

分頭疼，但因為有借有還，所以每次

借錢時並未遭到拒絕，棒委會為錢傷

腦筋的處境，直到1969年金龍少棒揚

威國際，到球場爭看球賽觀眾增加，

門票收入勉強足夠維持棒委會的支

出，才獲得改善。（註13） 

1968年2月日本巨人職棒隊自東京飛抵

臺北，我國旅日棒球明星王貞治先生也隨隊

返國，機場掀起歡迎熱潮，當時我國的棒球

運動在棒委會長期耕耘之下，成棒業已普及

至少棒，所以巨人隊進駐臺中市棒球場進行

為期兩週的訓練時，每天均吸引大批的球隊

及球迷觀看，藉以觀摩臨場球技增進棒球新

知。林鳳麟副總幹事為了推展國內外棒球運

動的會務，常和國際棒球友人聯繫與互動，

對於日本少棒界人士對我國少棒球員的指導

與提攜之情銘記在心，林鳳麟回憶道：

自從日本關西和歌山少棒隊輸給

我國的紅葉少棒隊後，日本即常組隊

來臺灣友誼賽，探測我國的實力，這

對國內少棒球隊是有助益的刺激，同

時日本棒協的幹部在訓練選手時會施

以投、接、打擊之示範動作，臺北棒

球場興建落成後，日本棒協副理事長

率大學隊來臺比賽，發現球場設備不

當，馬上借鋤頭親自在本壘板周圍修

補，因為本壘板周圍高低不一，恐對

跑回本壘的選手造成傷害，而每次比

賽結束對球員必有嘉獎與鼓勵，對我

們非常友好。（註14）

1969年，臺東紅葉少棒隊榮獲全國「學

童盃」冠軍，接著又以7比0大勝來臺進行友

誼賽的日本和歌山隊，帶動起少棒球隊進軍

國際的信心，4月我國即成功加入美國賓州威

廉波特世界少棒聯盟，經由第一屆全國少棒

錦標賽精選出優秀球員，8月第一次組成國

家少棒代表隊──「臺中金龍隊」到日本參

賽，竟然出乎意料的贏得遠東區代表權，由

於事先未籌措少棒代表隊赴美國參加世界盃

的旅費，面臨此緊急狀況，林鳳麟回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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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的傻勁，不畏政治情勢的險惡，克服重

重困境，四處募資集結民間的力量，每年照

常舉辦全國各級選拔賽，集訓少棒、青少棒

及青棒代表隊參加世界杯錦標賽。在1971至

1981年「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當下，我

國少棒及青少棒隊分別各榮獲9次世界冠軍，

青棒亦獲得6次世界冠軍，以三級棒球輝煌的

成就，在國際間獲得棒球王國的美譽，凝聚

著國人對國家的認同與向心力，中華棒協兩

位「借錢搭檔」也實踐了以棒球運動報效國

家的志向。

二、率領中華成棒代表隊參與國際賽事建立友

好邦交

1973（民國62）年，棒委會改組為中華

棒協，林鳳麟擔任總幹事，當時期合作金庫

成棒隊的領隊是謝國城，副領隊為林鳳麟，

於1969年加入合庫隊的球員杜勝三回憶道：

圖3　1973年8月29日林鳳麟

（中立者）擔任領隊

率隊赴義大利參加第

一屆「洲際盃」成棒

賽晉見教宗保祿六世

（照片來源：林敏政

提供）

註15 林鳳麟口述記錄，臺北市：自宅，1994.03.01至

1994.05.04。轉引自許雪姬、曹金蘭，《口述歷

史－日據時期台灣人赴大陸經驗》，第五期，「

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編，1994，226。

註16 杜勝三，電訪，2015年12月28日，中午11點至12

點。訪問人鄭秀貴，美和科技大學運動與休閒系

副教授。杜勝三為1973年參加第一屆洲際盃中華

成棒隊員：投手、內野手，受訪時為合作金庫棒

球隊退休球員。

註17 林華韋，電訪，2015年12月26日，下午4點至4點30

分。訪問人鄭秀貴，美和科技大學運動與休閒系

副教授。林華韋為1976年參加第廿四屆世界杯棒

球錦標賽中華成棒隊員：內野手，受訪時任職國

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校長。

在經費苦無著落之際，謝國城打電話

給我，要我趕到駐臺美軍顧問團商洽

資助事宜，戚烈拉團長知悉即發動全

團官兵捐助，共募得美金7500多元義

助，使金龍少棒隊能順利成行並榮獲

第廿三屆世界少棒錦標賽冠軍，小將

們凱旋歸來舉國歡騰，而我的內心非

常感謝戚團長的襄助，數年後戚烈拉

團長退休訪臺灣，當年的小國手已成

為華興青棒球員，不忘當年義助之恩

情，均前往拜見與答謝。（註15） 

金龍少棒隊首次贏得世界冠軍後，帶

動起全臺灣人對棒球運動的熱潮，少棒隊如

雨後春筍般的在各地組織起來，鼎盛時期達

200隊之多，青少棒和青棒隊也紛紛組隊參

與國內外賽事。1971年臺灣宣布退出聯合

國，1978年與美國斷交，國家處在國際局勢

孤立及國內政治動盪的年代，中華棒協在理

事長謝國城及副理事長林鳳麟憑著一股熱愛

我是經由稽核主任林鳳麟召見

之後才加入合庫隊，那個年代合庫都

是吸收棒壇最頂尖最優質的球員，如

果不是打得很有名的球員是不可能加

入合庫的，球員要找工作第一優先就

是合庫、第二臺電，所以合庫隊的成

績是最優秀的，當時合庫球員都編屬

在臺北總行各單位，因為謝國城是合

庫理事較忙碌，將棒球隊事務都指定

交代林鳳麟處理，合庫隊獲選為中華

成棒代表隊參加過世界盃、洲際盃、

亞洲盃……等國際比賽，大都是謝國

城擔任領隊，林鳳麟為副領隊，球隊

集訓時謝國城來球場召集我們說：代

表隊是代表國家，要我們好好認真練

球，他沒辦法常來看我們，因為他要

去當乞丐四處募款，才有集訓與出國

比賽的經費。林鳳麟來看我們練球對

我們講話時，先在一張圖片上畫一支

打擊棒說：打球就要打在打擊棒的哪

個部位，球場守備空位很多，要我們

儘量打在無人守的空位，不要打在對

手容易接到的位置。以長官式的精神

鼓勵我們，希望每人上場都能打出好

位置的安打。

1973年林鳳麟擔任中華代表隊的

領隊，率隊參加在義大利舉行第一屆

洲際盃的棒球錦標賽，林鳳麟為人樸

實節檢，對球隊經費的支出均嚴格控

管，當時有一位電視記者希望能隨隊

同行，私下要求林鳳麟負擔他全部的

旅費，被林鳳麟拒絕了，比賽結束後

的成績是第七名，全隊到梵蒂岡晉見

教宗保祿六世，教宗做禮拜並以中國

話為我們祈福，緊接著我們就前往荷

蘭、英國、德國、丹麥……等國家進

行訪問比賽，充分的與歐洲各國建立

友好邦交。（註16） 

1976年參加第二十四屆世界杯棒球錦標

賽的隊員林華韋回憶道：

我在19歲讀輔大時期獲選為中

華代表隊準備到哥倫比亞打世界盃，

球隊在北投合作金庫招待所集訓，林

鳳麟是中華棒協副理事長會來看我們

練球並集合我們講話，以他獨特的棒

球觀點說「球場那麼大，你們打安打

有那麼困難嗎？為什麼要打去被人家

接，打去沒有人的地方就好啦！」雖

然他這樣講跟一般棒球的想法有很大

的差距，不過可以突顯出他對我們的

關心，激勵我們在比賽時能有好的表

現！（註17） 

1983年林鳳麟擔任中華成棒代表隊的

領隊，率隊到漢城參加第十二屆亞洲棒球錦

標賽榮獲冠軍，同時也首度獲得進軍洛杉磯

奧運的資格，讓臺灣棒球在國際舞臺發光發

熱，營造出臺灣棒球90、100年代百年歷史綿

延不絕的傳承與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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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鳳麟於1957年投身棒委會至1989年擔

任中華棒協副理事長時期，鼓勵合庫與榮工

處員工義務支援中華棒協各項業務，籌措經

費舉辦四級棒球賽，全面推動社會棒球運動

的發展；更在1980年與1986年中華棒協痛失

謝國城理事長與嚴孝章理事長期間，兩度負

起暫代理事長之職責，堅守中華棒協之行政

業務，順利遴選出新任理事長，帶領中華棒

協在動盪及傷痛的時日中穩定成長與茁壯，

林鳳麟長期對中華棒協的付出與奉獻深植在

棒壇人士的心中！

肆、結語

林鳳麟憑藉著讀書人對棒球的熱愛與

傻勁，在投身棒壇35年的生命裡、擔任中華

棒協副理事長期間，全心輔佐四任理事長度

過了向銀行借貸、募捐訓練及旅費、國際友

人義助資金、爭取參與國際賽事以及籌措整

修棒球場地經費之重重困境，積極推動並舉

辦臺灣四級棒球賽事，促使棒球運動普及至

各城鄉及機關學校，帶領歷任中華棒協幹部

縝密規劃建立選訓制度，培育出一代又一代

優秀的棒球人才，為臺灣棒運發展奠下厚實

的基礎，更在國際間創造出「臺灣－棒球王

國」的輝煌成就，實踐「體育外交」報效國

家的信念，也見證了臺灣民國40至80年代棒

球史實的永續發展。

圖4　1977年三冠王代表隊由棒協理事長謝國城（前中立）及副理事長林鳳麟（2排左1）

率領下至慈湖向總統陵寢致敬（照片來源：林華韋提供）

（本文的完成，感謝國立臺灣體育運動

大學林華韋校長、杜勝三先生及林敏政教授

的協助，僅此致上由衷的謝忱。）

圖5　1983年亞洲棒球錦標賽結束後，領隊林鳳麟（站立排右9）棒協理事長嚴孝章（站立排右10）

中華成棒隊與冠軍盃在漢城球場合影（照片來源：林華韋提供）

圖6　1983年林鳳麟（前排右4）

擔任領隊，率成棒隊參加漢

城舉行的亞洲棒球錦標賽榮

獲冠軍，返國後與教育部長

朱匯森（前排右6）棒協理事

長嚴孝章（前排右7）全體

隊員合影（照片來源：林敏

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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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林鳳麟大事記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1907 明治40 民國前4年1月29日出生於臺中市。

1927 昭和2 20 自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等學校畢業（今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逕自赴日考入日本第六高等學校。

1930 昭和5 23 日本第六高等學校畢業。

1933 昭和8 26 九州帝國大學畢業，取得日本的法學士學位證書。

1934 昭和9 27 考取日本高等文官資格。

1935 昭和10 28 獲日本政府任命司法官的試補，派至「滿州國」司法部服務。

1937 昭和12 30 擔任哈爾濱地方法院、吉林高等法院推事。

1939 昭和14 32 擔任日本司法部事務官，專任法律編訂及修改。

1940 昭和15 33 7月升兼日本司法部參事官，獲日本政府賜景雲章。

1945 民國34 38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投降，從長春市返回臺灣。

1946 民國35 39 擔任省政府參議。

1949 民國38 42 任職於合作金庫，擔任稽核主任。

1954 民國43 47 擔任合作金庫棒球部部長。

1957 民國46 50 擔任臺灣省棒球委員會副總幹事。

1962 民國51 55 擔任中華全國棒球委員會副總幹事。

1973 民國62 66
擔任中華民國棒球協會首位總幹事，率領中華代表隊參加第一屆「洲際杯」棒球錦標賽，梵蒂岡晉見

教宗保祿六世。

1977 民國66 70 擔任中華民國棒球協會副理事長兼總幹事。

1980 民國69 73 擔任中華民國棒球協會副理事長，謝國城理事長猝逝，暫代理事長。

1983 民國72 76 擔任中華成棒代表隊領隊，參加在漢城舉行的亞洲棒球錦標賽榮獲冠軍。

1985 民國74 78 獲選為世界軟式少棒聯盟副理事長。

1986 民國75 79 擔任中華民國棒球協會副理事長，嚴孝章理事長猝逝，暫代理事長。

1989 民國78 82 擔任中華民國棒球協會名譽理事長。

2005 民國94 98 1月20日凌晨安詳辭世於臺北市立仁愛醫院。

資料來源：許雪姬、曹金蘭，〈林鳳麟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第五期，「口述歷史」

編輯委員會編，1994，211-232；臺灣棒球維基館，〈林鳳麟〉，<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

php/%E6%9E%97%E9%B3%B3%E9%BA%9F>，2015.07.25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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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談資料

杜勝三，電訪，2015年12月28日，中午11點至12點。訪問

人鄭秀貴，美和科技大學運動與休閒系副教授。

杜勝三為1973年參加第一屆洲際盃中華成棒隊

員：投手、內野手，受訪時為合作金庫棒球隊退

休球員。

林華韋，電訪，2015年12月26日，下午4點至4點30分。

訪問人鄭秀貴，美和科技大學運動與休閒系副教

授。林華韋為1976年參加第廿四屆世界杯棒球錦

標賽中華成棒隊員：內野手，受訪時任職國立臺

灣體育運動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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