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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園傳說—嘉義農林甲子園八十年之夢

　　中日甲午之戰，清朝政府戰敗，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給日本，臺

灣成為殖民地，被日本統治五十年，日本人將野球運動帶來臺灣。1919

年（民國8年）日本人為發展臺灣農業，選在嘉義創立了臺南州立嘉義農

林學校。日本於1915年開始舉辦全國中等學校野球大賽，1923年臺灣才

派隊參加，都由日本人子弟就讀的學校代表臺灣參加，也都沒有好成績。

1928年嘉義農林野球隊成軍，這時才有真正的臺灣人參與。「異軍突起

於臺灣某個角落的嘉義農林，在一群不容忽視的對手中，盡情地展現如獅

子般的奮勇精神，其無視於其他作戰經驗豐富隊伍的鬥志，真是令人讚不

絕口…而當夕陽餘暉下的日本甲子園球場，目送參賽的青年勇士們帶著

球場一把沙土離去時，嘉義農林（KANO）選手們在球場上奮戰的震憾場

面，都仍會一一浮現在我們的眼前，直到永遠…」。這是1931年日本球

評家飛田穗州對嘉義農林野（棒）球隊的評論。菊地寬（日本作家）在觀

戰記也寫有「我熱愛嘉義農林始自擊敗神奈川商之時。日本籍、臺灣籍、

高砂族（原住民）等不同族群以同一目標努力奮鬥的精神，令人感動。來

到甲子園球場，大部分觀眾都為嘉農隊加油聲援，曾收聽收音機廣播以為

隊員都是面目猙獰，但並非如此，全都是美顏的好青年，並抱有謙虛的態

度。」

    1937年6月12日，日本皇親東久邇宮到臺灣視察，特別指定要到嘉義

觀看嘉義農林野球隊的表演比賽。又「當火車經過嘉義站時，必定要叫醒

我，因為我要好好地看看這個地方，怎麼會訓練出如此堅強的野球隊—嘉

義農林」這是1942年—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軍由基隆港登陸搭

乘火車往高雄港，準備轉乘運兵船前往南太平洋作戰時，在火車上互相叮

嚀的一句話。又1995年日本名作家司馬遼太郎來臺灣採訪而出版「臺灣

紀行」也特別到嘉義農林操場跑一圈，體會在這個場地訓練出被稱讚為

「甲子園彗星」的球隊之訓練滋味。真是令人回味無窮，直到80年後的今

天，還令大眾懷念不已，今年是嘉義農林勇獲甲子園準優勝80週年。日本

高等學校野球連盟奧島  孝會長特邀國立嘉義大學李明仁校長率團出席重

回甲子園，在校友總會榮譽理事長蔡武璋博士負責與日本方面聯繫，精心

策動規劃下，李明仁校長領隊一行23位嘉農野球OB於8月2日出發，8月

7日圓滿凱旋歸來。經臺灣各種新聞媒體與日本朝日新聞社與日本運動新

聞社大篇幅報導之下，引起一陣陣的騷動，在日本來自各地的校友球迷，

高藏哲也、山口雅生、村上太輝夫、葉雅婷、岡本博志、岩本  力、伊藤

千里、燒山博次、內田雅也等等，紛紛趕來相會，還有以電話及書信來共

襄盛舉的，不管相識與否的日本人士，爭相稱讚嘉農精神的殊榮，尤其對

1931年甲子園準優勝盾及「天下之嘉農」「南海之青龍」兩顆紀念大型

球與嘉農優勝大旗的崇愛，紛紛要求合影留念，代表團也以「嘉農」球帽

與啦啦隊旗相贈，皆如獲寶。

　　嘉義農林野球隊於1928年成軍，隊員包含臺灣漢族、原住民、日本

大和民族等三族共和，不分族群，經過艱苦嚴厲的斯巴達式訓練，培養成

一支實力堅強的隊伍，曾在民國20年，22年，24年的春夏季與25年五次

代表臺灣出征甲子園總決賽，尤其在民國20年（1931年）第17回的決賽

中，更榮獲準優勝之輝煌歷史紀錄，博得「天下之嘉農」尊稱，其展現臺

灣人精湛球技毅力旋風及生命力，為臺灣人爭光，震撼日本至今八十年。

嘉義農林是唯一應邀的外國代表團，這種殊榮令全校一萬三千多位師生及

六萬多校友倍感榮耀，學校已落成一座嘉義農林甲子園準優勝紀念碑及

「天下之嘉農」棒球紀念碑，這是全臺灣唯一有資格的學校，前總統李登

輝先生及陳水扁先生，現任總統馬英九先生，皆親臨稱讚臺灣棒球始祖嘉

農對臺灣棒球的偉大貢獻，其意義非常重大。

    八月六日第93回日本高等學校野球選手權大會開幕典禮，嘉義農林代表

團身著印有「嘉農KANO」的運動服與帽子，手持印有「必勝，KANO」

三角形啦啦隊旗進場，引起一陣陣的好奇與騷動，被禮遇安排入座第一排

座位，當拉起「臺灣嘉義大學，嘉義農林甲子園準優勝80周年」及對日本

今年發生震災表示慰問與鼓勵的「日本加油」二幅大型紅布時獲得現場五

萬多位觀眾與在電視前的日本民眾熱烈的掌聲歡迎與感謝。當來自全日本

各地區49支冠軍隊伍進場時，選手踏著正步，精神抖擻，震撼的場面，

全場爆出熱烈掌聲，一時讓本團每位團員感覺到就像時光倒流到80年前

的嘉農隊又出現在眼前，令我心中澎湃洶湧百感交集激動不已，當直升機

飛臨球場上空投下大會旗與開幕球飄揚而下時，觀眾的熱情聲響達到了最

高點。典禮後首場比賽正式開打激戰，又讓我們想到當年嘉農勇士那種衝

鋒陷陣，勇往直前的劃面浮現在眼前，如吳明捷投手之被尊稱為「麒麟子

巨投」強而有力，變化多端，時速超過150公里球速一次一次三振對手，

蘇正生從外野把球直傳回本壘封殺對手的超強臂力，羅保農的全壘打與打

擊王，拓弘山的快腿盜壘，陳耕元及小里初雄，川原信男密不可疏，銅牆

鐵壁的防守，藍德和萬無一失的鐵捕，劉蒼麟似鋼鐵力道的投球。如吳昌

征飛毛腿人間機關車的跑壘與連番炮的安打，首創金雞獨立打擊法，榮獲

MVP進入日本野球名人堂的榮耀，嘉農之光，臺灣之光。藍德明被譽「不

世出的怪投手」首創下鉤低肩側投，讓對手打不到球，一一三振，又驚動

了日本球壇。吳新亨的盜壘王與投打皆佳球技，一幕一幕在我們腦海中浮

現，此時振奮士氣的「嘉農校歌」與「嘉農野球隊歌」再度在耳邊響起，

日本各媒體紛紛在現場採訪蔡武璋會長，蔡會長以近藤兵太郎教練形容甲

子園精神「純情，真情，有情」來細說嘉農精神，引起了共鳴而大幅報

導。由1928年成軍到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嘉農前後期孕育野

球勇士一百多人，到後來在日本打大學野球與職業野球二十多年間，他們

那種奮戰的精神，快速的跑壘，強力的肩膀，堅固的防守，鋼強的打擊之

高超球技，卓越的運動天賦，在臺灣及日本出盡鋒頭。臺灣光復後這些嘉

農棒球選手繼續使棒球在臺灣生根，成為臺灣人極為熱衷的全民運動而揚

名國際。嘉農先輩不朽功勛與偉大奉獻，具有時代之意義與價值，實在令

人敬佩緬懷。三族共和的特色精神，也產生了許多異國美人愛英雄的真實

愛情故事，如吳明捷與堀川紫末子，吳昌征與石井和子，吳新亨與荻原美

惠子的美滿婚姻，以及陳耕元（原住民）與漢族千金蔡昭昭小姐的結合，

都引為美談，也是將來拍攝電影的題材。

    此次代表團拜會感謝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由處長黃諸侯總領事

親自接待，以及朝日新聞社大阪本社和日本高等學校野球連盟，並獲贈兩

個大型紀念球繡有「天下之嘉農」與「南海之青龍」讓代表團如獲珍寶，

李明仁校長分別致贈紀念品感謝，蔡武璋會長分別贈送他所出版的「典藏

臺灣棒球史-嘉義農林」與「臺灣國立嘉義大學風景畫」這兩冊深具歷史意

義的嘉農，嘉大之寶，郭柏村理事長也致贈「阿里山烏龍茶葉」。而順利

完成重回甲子園80年之夢。中日雙方相約，七年後當甲子園高等學校野球

選手權大會100周年再會，真是一場非常具有歷史意義成功的國民外交之

行。

國 立 嘉 義 大 學 校 友 總 會   榮譽理事長  

嘉義農林（KANO）野球OB會  會　　　長

母校參訪團於日本甲子園球場前合照

　　2011年9月15日台灣嘉義大學校友會蔡武璋榮譽

理事長率團慰問患中風的南投蔡田龍校友並捐助新臺

幣15萬元醫藥費。

謝邦雄校友（左一）、郭柏村理事長（左二）、蔡武璋榮譽理事長（右二）及張孟
貴校友（右一）探望蔡田龍校友（中）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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