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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柔道運動在世界上已經是家喻戶曉的運動，關於柔道運動的歷史

眾說紛紜，在「古事記」中建御雷神與建御名方神的決鬥（註 1），「日

本書紀」中記載日本垂仁天皇時期野見宿彌與当麻蹶速在神前利用關

節技與投摔技巧的格鬥比賽（註 2），而流傳演變成日本柔術與相撲

的起源，其中柔術更演化成今日的柔道運動。另外也有人說是中國明

朝末年陳元贇授命至日本借兵以反清復明，因借兵不成，陳元贇留在

日本傳授中國傳統武術，其中擒拿術與捕人術的中國武術（註 3），

在日本人的研究發揚之下，成為今日傳遍世界各國的柔道。 

    雖然有關於柔道運動的起源說法意見分歧，但是在所有的文獻記

載中，現代柔道運動能夠有今日的發展，其中最重要的功臣就是嘉納

治五郎，嘉納治五郎因幼時身體孱弱，常受同伴欺侮，為鍛鍊身體因

而立志學習柔術（註 4）健身強體，後來因覺得柔術技巧中有太多傷

害性的技術，並不適合廣泛大眾學習，因此嘉納治五郎融合各流派柔

術的精華奧秘，去除危險性動作，並制訂規則，再加入「勝負、體育、

修心」練習的三個目的（註 5），嘉納治五郎先生曾以「柔道是心身

的力最有效的利用」，而後更以「精力善用、自他共榮」8個字定義

為柔道的精神（註 6），創出今日家喻戶曉的柔道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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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的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的動機 

    筆者在四、五年前曾經帶著富春國小幾位學生參加日本東京地區

邀請比賽，在這次的比賽中，富春國小的選手獲得不錯的成績，這讓

筆者想到，為何台灣的所有運動，包含棒球、網球、柔道等選手在青

少年時期的運動水準表現，會優於鄰近幾個體育大國，如：日本、韓

國、大陸等幾個國家的同年紀的選手，賽後，筆者透過同行的東京教

育大學博士周禪鴻的嚮導，參觀日本講道館道場，在這個柔道發祥的

殿堂，筆者自認為找到我要的答案，因為在講道館中，除了可以參觀

日本柔道場的宏偉規模之外，還可以看到日本許多關於柔道的書籍雜

誌，在眾多書籍雜誌中，筆者看到許多有關於柔道的書籍，除了柔道

運動的技術動作、訓練方法等書籍，筆者還看到許多有關柔道歷史、

哲學、藝術等方面的書籍，而且數量還不少，這或許就是日本柔道之

所以強盛的原因吧？因為筆者感覺到在日本，柔道不只是一項運動，

更是一項學問，因此除了技術動作、訓練方法等書籍之外，還有如此

多的柔道相關書籍的呈現。 

    反觀台灣，柔道運動就只是柔道運動，除了動作技巧、運動訓練、

成績表現的關係之外，就與其他歷史、哲學、藝術、教育等學科不相

關，因而無法讓柔道運動成為一門學問，進而去研究柔道運動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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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柔道運動的好處，使柔道運動更深入台灣人的生活中。 

    在現今台灣柔道運動的發展中，通常看到都是上級長官要求在國

際正式比賽賽事中拿到成績，因而導致國內研究柔道運動的書籍都是

以動作技術、訓練方法為主，鮮少看到有關柔道歷史、哲學、教育、

藝術等的書籍問世，造成台灣許多人對柔道運動的一知半解，筆者在

帶隊的經驗中，許多學生家長都認為柔道運動只是一種摔來摔去的運

動，沒有讀書來的重要，因此反對學生參與柔道運動的練習，所以筆

者體認到要在台灣推展柔道運動，必頇將柔道運動當作一門學問深入

探討研究，才能了解柔道運動的真正意義，進而深入國人生活中。 

     另外在台灣所接觸到的柔道文獻，都是以講解柔道技術與規則

的書籍居多，鮮少有相關台灣或各縣市柔道運動發展的相關資料書籍，

又因為筆者在台中縣自小就開始接觸柔道運動，對此感到相當可惜，

故對此一研究的興趣非常濃厚，期望藉此研究能夠讓更多人了解台中

縣柔道運動發展的過程與辛苦的一面，讓更多人支持與幫助台中縣柔

道運動的發展。 

二、研究的目的 

    筆者從事柔道運動多年，自從小學時代開始就接受台中縣柔道前

輩的指導，今日擔任台中縣柔道運動教練一職，深感教練工作的辛苦

與無奈，覺得必頇讓所有台中縣柔道運動參與者知道以往柔道前輩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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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辛苦努力與奉獻，根據以上的研究動機，蒐集有關的文獻資料，並

加以閱讀後，歸納出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瞭解柔道運動的起源。 

（二）、瞭解台中縣柔道運動的發展經過。 

（三）、瞭解台中縣柔道運動成績興衰的過程與原因。 

（四）、提供台中縣柔道運動未來發展的參考。 

第二節  研究的重要性 

    歷史是以往過去發生過的事件或活動，足以作為後人的警惕或參

考，筆者身為台中縣柔道運動教練，這幾年帶隊的的經驗告訴我，運

動訓練的工作只有一群有恆心、有毅力，能夠完全奉獻自己的人才能

成功，就像台中縣柔道運動的發展，國小、國中、高中一連貫的升學

管道，讓選手在求學的問題上無憂無慮，可以專心參與柔道運動，能

夠有今日亮眼的表現，這都是以往台中縣柔道運動前輩、老師的恆心、

毅力以及無私的犧牲奉獻，才有今日的台中縣柔道運動發展。 

    而且記得唐太宗在＜貞觀政要＞中說過一句話：「以銅為鏡，可

以正衣冠：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這句

話說的是以銅片當作鏡子，可以整理自己的衣物，以別人的行為當作

自己的鏡子，可以明白自己的過失在何處，以古代歷史做為鏡子，可

以知道興盛衰敗的原因。就像現在台中縣柔道運動的發展過程，也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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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在過內國中、小拿過十幾連霸的優異成績，但是在近幾年的表現卻

無法與以往相比，筆者身為台中縣柔道運動教練，自認在動作技術、

訓練方法、知識與對柔道運動得熱誠都不比台中縣的前輩老師差，為

何會有如此的結果，期望能藉由此研究的過程中找到的這個問題的答

案。 

    另外，最近幾年台中縣柔道選手的外流問題受到台中縣政府教育

局長官的關切，筆者所知道的是外縣市學校利用優渥的條件吸引台中

縣優秀的柔道選手，造成選手外流的結果。這樣的結果不能怪任何人

或是開出此優渥條件的學校，因為就筆者所知，台中縣許多柔道選手

都來自於單親家庭，家庭經濟不是很富裕，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是為

家庭減輕經濟負擔的考量，不能去責備選擇外縣市就讀的選手，可是

台中縣柔道老師的付出，也是必頇肯定的，所以希望藉此研究的結果

讓所有參與台中縣柔道運動發展的長官、老師、選手知道台中縣柔道

運動發展的辛苦過程，教育局長官能夠不要再苛責選手外流的問題，

選手能夠體諒老師、教練發展台中縣柔道的苦心，能夠在家庭能夠負

擔的情況下，留在台中縣的學校繼續發展台中縣柔道，更希望台中縣

柔道老師、教練能夠不要因一時的挫折就放棄發展台中縣柔道運動，

讓大家再次為台中縣柔道運動的蓬勃發展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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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的意義 

一、本研究的意義 

    透過歷史的研究意義在於透過研究的過程探討發掘事實的真相

與前人辛苦努力無私無我犧牲奉獻的精神，並藉由了解歷史的發展與

過程，作為後人警惕效法的依據，筆者研究台中縣柔道史的想法也是，

希望藉由相關文獻探討與實地訪問的過程，找出對台中縣柔道發展有

幫助的人、事、物，並藉由了解台中縣柔道發展過程的辛苦，勉勵自

己與未來從事台中縣柔道運動的人士，不要忘記前人辛苦的耕耘，才

有今日台中縣柔道運動的蓬勃發展。 

    筆者在經過相關文獻的探討與實地採訪過程中，認為研究台中縣

柔道歷史的意義有以下兩個。 

（一）、目前台灣柔道運動的研究與歷史相關的文獻甚少，所涉及的

柔道運動研究，都是以技術教學、訓練過程為主，有關歷史發展的研

究都是內容極為簡 化，甚至出現意見相左之結論，因此筆者以台中

縣柔道歷史為主題，並且藉由探討過程深入研究，期望能找出台中縣

柔道發展的真相與無私無我奉獻的柔道前輩，對於台中縣柔道的發展

有其意義與必要性。 

（二）、目前台中縣柔道運動正處於發展的高峰期，其中一些好的選

手受到鄰近縣市挖角，造成選手外流，使得台中縣柔道運動發生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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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雖然這是運動的現實面，選手也可能因為家庭環境等因素而選

擇至外縣市就讀，可是筆者身為一個台中縣柔道運動基層教練，有責

任與義務告訴選手「飲水思源」的道理，並了解台中縣柔道運動發展

的辛苦過程，以提供選手做為參考，選擇是否接受外縣市重金挖角，

而遺忘台中縣柔道前輩栽培的無私付出。 

 

第四節  名詞解釋與規定用語 

一、名詞解釋 

（一）、柔術（Jujitsu） 

柔術為日本傳統武術之一，在日本「古事記」建御雷神建御名方 

神的競力比賽（註 7）與「日本書記」中記載野見宿彌與当麻蹶速的

神前對決，相傳為日本柔術與相撲的起源（註 8）。在文獻的記載中，

最早的柔術流派為天文年（1532年）中作州津山波賀村人竹內久盛

所創的竹內流柔術，稱為小具足、捕手（註 9），後來在明朝末年陳

元贇傳入擒拿術、捕人術等中國武術（註 10），造就柔術另一番盛況，

才有後來柔道運動的誕生。 

（二）、柔道（Judo） 

柔道國際聯盟總會規章第一條說明：「國際柔道聯盟承認，柔道 

為嘉納治五郎所創之柔道」（註 11），柔道運動是一種利用平衡、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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桿原理、以及時機掌握摔倒對手的運動，透過大肌肉的力量對抗，來

達到健身與防衛的功能，並透過艱辛的鍛練過程學習培養刻苦堅忍的

堅強意志力，是兼具身心健康的良好運動（註 12）。 

    嘉納治五郎以「精力善用，自他共榮」與「柔能制剛」為柔道宗

旨，其中「柔」是指「柔能制剛、以柔克剛」之柔，且順應對手的力

量與技術來求取制服對手的意思（註 13）。而「道」指的是一種形式

上的原理，是一種規律、一種理則、指標或典範（註 14），嘉納先生

並希望藉由柔道運動來達到強身健體與自我防衛的功能，並透過艱難

辛苦的訓練過程，培養學習者刻苦耐勞、堅強勤奮的決心與意志力，

柔道運動是兼具了訓練與促進身心健康的良好運動（註 15） 

二、規定用語 

（一）、用語：本研究中所使用的用語是根據當時所使用的語言為主，  

           並在其後加註現代用語，以讓閱讀者能更清楚了解本文 

           的內容與柔道運動的意義。 

（二）、年代：本研究中提及有關柔道運動的起源歷史年代，均是以 

          原著作中所使用之年代為主，並在其後加註西元年或  

          者是台灣所用之民國年，期望讓讀者能夠更清楚有關 

          柔道運動的發生歷史時間並與其年代作比對，更清楚 

          西曆、民國與日本年代的時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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