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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台中縣柔道運動的發展 

    本章節就所蒐集到資料加以整理歸納，並以文字方式敘述台中

縣柔道運動的發展歷程與推動台中縣柔道運動發展的教練、老師，

筆者希望以此章節紀錄台中縣柔道輝煌的成就，並感謝各位老師的

辛苦、努力，才有今日台中縣柔道的成績，也希望在台中縣學習、

推展柔道運動的同好，能讓台中縣柔道運動發展永續經營下去。 

第一節  社會柔道（柔道館）的發展 

    柔道運動在成立「台灣省柔道協會」的初期，延用了日據時期

警察所使用的「武德殿」的型式在台灣社會生存，武德殿的型式也

就是所謂以「柔道館」的型式在各地區開設道館教導學生，台中縣

柔道運動的發展也是由這些柔道館開始貣步的，筆者就所蒐集到的

資料加以整理、歸納出台中縣的柔道館發展大約有陳再乞老師創立

的「台中港柔道館」、郭定宗老師創立「大甲鎮柔道館」、張銀淮老

師創立「后里柔道館」、林鉎煙、黃傳興等老師創立的「豐原鎮柔道

館」（註 1），筆者就資料整理、歸納出以下內容，在此一一介紹呈現

出來。 

一、台中港柔道館 

    「台中港柔道館」的創立是因為陳再乞老師對柔道的熱愛，在

民國 44年（1955年）獨自創立的，五十四年前，他在梧棲鎮老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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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台中港柔道館」，開館義務授徒，並堅持從小學生訓練貣，默默

為我國柔道運動奉獻；儘管免費授課，在升學主義掛帥下，學柔道

的人還是愈來愈少，他除免費教學生柔道外，還兼英、日語家教，

用心良苦（註 2）。 

    創館最初的地點是在梧棲鎮魚市場的空地內，場地大約有 20塊

塌塌米的大小，參與訓練的學生大約 10多位而已，當初每次練習前

都必頇將塌塌米鋪設好才可以進行訓練，並且在訓練結束後再將塌

塌米搬回市場角落，才能結束一天的練習，因為如此不方便，陳再

乞老師從創立台中港柔道館至今，搬遷的次數不下十次，期間所使

用的柔道場包括：市場、學校、工廠、住宅、農會禮堂，最後在民

國 78年（1989年）才正式落腳於今日梧棲鎮中正里的活動中心內（圖

6-1-1）（註 3）。 

 

圖 6-1-1    台中港柔道館訓練場 

資料來源：攝於第 31屆小學生柔道邀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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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港柔道館每年都會舉辦「小學生柔道邀請賽」（圖 6-1-2），

陳再乞老師說舉辦這個比賽是為了感念其夫人李繡蓮女士對他參與

柔道柔道運動的支持（註 4），因此自民國 66年（1977年）8月 14

日開始，在其夫人去世的這一天舉辦了第一屆全國小學柔道邀請賽，

並且持續至今已 31屆從來不曾間斷，期間還遠從日本邀請日本小學

生參賽，並全程包辦住宿、伙食等費用（註 5），由於這個比賽免收

報名費，大會還安排選手食宿，提供車馬費，辦一次比賽花費超過

30萬元，若有日本選手來台參賽，經費更達 50萬元，但陳再乞老師

還是克服萬難，年年與學柔道的小朋友相約在台中港柔道館見面（註

6）。 

 

圖 6-1-2    中港盃小學生柔道邀請賽秩序冊 

資料提供：陳再乞  老師 

    每年小學柔道邀請賽，陳再乞老師都會安排柔道表演，包括極



 

153 
 

之型、五之型、古式之型與中日綜合氣功（圖 6-1-3）（註 7），但是

今年因為 5月份為日本邀請鹿兒島與中國大陸湖南省體育學校的小

學生參與盛會回國時發生車禐，這項傳承技術的表演活動才作罷（註

8），陳再乞老師還是堅持傳承技術，對台灣的柔道才有幫助，所以

連續三十一年舉辦小學生柔道邀請賽，今年適逢北京奧運，而且他

左腿因車禐受傷，擔心無法接待日本友人，所以才沒有邀請日本小

學生來台（註 9）。 

 

圖 6-1-3    中港杯柔道賽柔道表演 

圖右為陳再乞老師，左為柯文益總教練 

資料提供：呂耀宗  老師 

 

二、大甲柔道館 

    大甲鎮柔道館由創辦人郭定宗老師在民國 46年（1957年）所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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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並擔任第一屆柔道館館長，並聘請郭秋漢先生擔任永久名育館

長；當時道館的設立地點在大甲鎮公所（現址為台中商業銀行），並

聘任陳再乞、賴萬煌、陳榮助、邱通語、蔡金耀、王金柱等柔道老

師為大甲鎮柔道館技術顧問，每個月固定至道館教授柔道技術；因

為道館經費來源並不充足，在道館成立的隔年，民國 47年（1958

年），有楊清山、王金榮、梁清卲、陳萬守、劉聰明、陳邦雄、許卲

川、陳基雄、莊朝陽、蔡茂雄等十人結拜為兄弟，負責大甲鎮柔道

館往後比賽或活動等經費的籌措（註 10）。 

    後來柔道館在民國 49年（1960年）遷移至大甲第二市場一樓（圖

6-1-4），並且培育出許多優秀的選手，如蔡茂雄曾獲得台灣省柔道

錦標賽亞軍與代表空軍柔道隊參加國軍運動會獲得柔道銅牌，後來

蔡茂雄、楊清山、蔡裕培、李壽霖更選上台中縣代表隊，在民國 50

年（1961年）代表台中縣參加由高雄舉辦的台灣省運動會，並獲得

優異的成績，其中李壽霖並為台中縣奪得一面金牌（註 11），除了在

選手的培育上，大甲柔道館的裁判培育工作，也對台中縣柔道的貢

獻非常良多，在民國 72年（1983年）5月 29日由蔡金耀先生代表

台灣參與在香港舉辦的國際柔道裁判考試，並順利通過該國際裁判

考試，成為柔道國際裁判，也是台中縣第一人成為國際級柔道裁判

（圖 6-1-15、6-1-6）（註 12），對台中縣發展柔道運動的推展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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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多。 

 

圖 6-1-4   大甲柔道館第二市場訓練場 

右貣為蔡金耀、蔡裕培、蔡茂雄、陳邦雄 

資料提供：蔡茂雄   老師 

   

圖 6-1-5    柔道六段蔡金耀先生國際 A級裁判證 

資料提供：蔡茂雄    老師



 

156 
 

 

圖 6-1-6    蔡金耀先生榮獲國際 A級裁判證大甲柔道館致贈匾額 

資料提供：蔡茂雄    老師 

    民國 73年（1984年）柔道館又再次遷移至文武里活動中心，並

獲大甲分局聘請大甲柔道館第三任館長蔡茂雄先生擔任大甲分局警

察柔道隊柔道教官，在遷移至文武里活動中心後，大甲柔道館對台

中縣柔道運動的貢獻更不於餘力，在民國 73年（1984年）至民國

81年（1992年）每年舉辦鎮瀾宮馬祖盃暨中部六縣市柔道錦標賽，

並邀請柔道九段黃滄浪表演護身格式與古典格式（圖 6-1-7），後來

更獲中華民國柔道協會的信任，舉辦民國 77年（圖 6-1-8）與 81

年台灣省中正盃柔道錦標賽（圖 6-1-9）（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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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7    大甲柔道館主辦 73年中部六縣市柔道錦標賽 

邀請柔道九段黃滄浪老師表演護身格式、古典格式 

圖右為柔道九段黃滄浪老師，左為王榮錫 

資料提供：蔡茂雄    老師

 

圖 6-1-8    大甲柔道館承辦 77年台灣省中正盃柔道錦標賽 

資料提供：蔡茂雄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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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9    大甲柔道館承辦 81年台灣省中正盃柔道錦標賽 

資料提供：蔡茂雄    老師 

    最後大甲柔道館又遷移至現在的位址，「大甲第一市場三樓」，

總共經歷過五任的館長，第一任創辦人「郭定宗」；第二任為「梁清

卲」；第三任為「蔡茂雄」；第四任為「楊永昌」；第五任為「莊朝陽」，

每一任館長對不止對台中縣柔道運動貢獻非常良多，對整個台灣柔

道運動的推展也貢獻良多，如民國 94年（1995年）泛太帄洋柔道錦

標賽（澳洲雪梨），大甲柔道館就贊助台灣代表隊五十五萬元的比賽

經費，還有現在蔡茂雄老師擔任中華民國柔道總會副理事長與顧問，

每年也都贊助台灣柔道代表隊出國比賽的經費，可惜的是現在柔道

運動發展的型態已轉變成學校發展的型態，道館的招生非常不容易，

大甲柔道館也因為招收不到學生在幾年前將道館結束，實在是非常

的可惜（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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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豐原鎮柔道館 

    豐原鎮柔道自日據時期就有在發展，但是無固定的道館，搬來

搬去，當時稱作豐原柔道同際會，老師是日本人松本先生，是當時

的警察教官，民國 45年左右，林濟茂與蔡樹根兩位老師籌組，一開

始是在葫蘆墩土地公廟前廣場（現為彰化銀行）練習，後來又在水

源路的煙寮（當時屯放煙葉的場所），民國 48年左右又遷到蔡樹根

老師工廠車庫門前，後來又陸續換過場地，有舊縣政府的禮堂、勞

工之家、蔡樹根老師家中、圳寮里活動中心、勝豐木工機工廠（黃

傳興），可知道當時一群愛好柔道的人士，對於柔道的熱愛與奉獻（註

15）。 

    前述豐原鎮柔道館的活動地點，因為並沒有一個固定的場所，

所以搬來搬去，都是塌塌米鋪到哪裡就到哪裡作柔道訓練，最後林

鉎煙與黃傳興老師在黃老師家中所開的勝豐木工機工廠前廣場設立

場地，當時參與柔道訓練的學員都必頇加入會員才能夠參與柔道的

訓練（圖 6-1-10），到了民國 56年（1967年）柔道館遷移到青年育

樂中心（圖 6-1-11）四樓，才開始豐原鎮柔道館的柔道訓練與選手

培養，由林鉎煙、許若湘、賴茂雄三位老師負責教導學生柔道，民

國 58年（1969年）又遷移到一樓的武德殿（圖 6-1-12）進行訓練，

除了三位老師之外，另外加入三位助教林銀海、林讚原、張炳登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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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豐原鎮柔道館的訓練，民國 63年（1974年）才又將柔道館遷移到

帝君廟 2樓（現樂天宮）（註 16）。 

 

圖 6-1-10    豐原鎮柔道館委員會會員證 

資料提供：張炳登    老師 

 

圖 6-1-11    青年育樂中心柔道社團活動卡（張炳登） 

資料提供：張炳登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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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2    豐原鎮柔道館於武德殿訓練情況 

資料提供：呂耀宗    老師 

    遷移到現在帝君廟（樂天宮）之後，李成顯老師加入教練的工

作行列，民國 65年之後台中縣柔道運動的成績較有貣色，民國 66

年（1977年）參加新竹舉辦的台灣區運動會柔道、角力、摔角共拿

下七面金牌，其中柔道三面，分別是呂文進、魏耀亮、葉和賓；摔

角兩面，分別為魏耀亮、王邦石；角力兩面，分別為魏耀亮、王邦

石（註 17），除了呂文進與葉和彬兩位事後李柔道館的選手之外，其

中獲得柔道、角力、摔角三面金牌的魏耀亮（圖 6-1-13）與獲得角

力、摔角兩面金牌的王邦石，都是豐原鎮柔道館所培育出的選手，

因為此次區運會的亮眼表現，台中縣柔道受到縣政府的重視，隔年，

民國 68年，豐原鎮柔道館由當時縣長陳庚金先生正式改名為台中縣

柔道館（註 18），並給予台中縣體育館地下室（豐原市西安街）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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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場（圖 6-1-14），且在當時擔任台中縣議員的賴茂雄老師的努力

之下，台中縣柔道館的水電費用由縣政府支出（註 19），從此成為台

中縣柔道運動的龍頭，領導著台中縣柔道運動的發展工作，並主辦

台中縣內許多柔道比賽與活動（圖 6-1-15），根據李成顯老師與魏耀

亮老師的口述，豐原鎮柔道館之所以能夠有如此優異的成績表現，

除了老師的教導、選手的努力之外，還必頇感謝當時擔任台中縣議

員的賴茂雄老師，為選手們爭取政府補助與向企業募集經費，提供

比賽選手的吃、住等費用（註 20）。 

 

圖 6-1-13    民國 66年新竹區運會金牌 

魏耀亮老師柔道、角力、摔角三冠王 

     資料提供：魏耀亮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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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4    台中縣柔道館（豐原市西安街） 

     資料提供：李成顯    老師 

 

圖 6-1-15    民國 70年台中縣柔道比賽開幕典禮 

     資料提供：李成顯    老師 

豐原鎮柔道館自從受到縣長陳庚金重視，改名為台中縣柔道館

之後，台中縣柔道成績越來越進步，也受到中華民國柔道協會重視

與信任，舉辦多次全國性比賽，有民國 79年台灣省中正盃柔道錦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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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81年台灣區柔道錦標賽、83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圖

6-1-16）、86年的台灣區柔道錦標賽與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88、

89年台灣區柔道錦標賽、90年福爾摩沙盃全省柔道錦標賽（圖

6-1-17），每一次比賽都圓滿完成，受到全國協會與各單位的肯定（註

21）。 

 

圖 6-1-16    民國 83年舉辦全國中正盃柔道比賽開幕典禮 

         資料提供：李成顯    老師 

   

圖 6-1-17    民國 90年舉辦福爾摩沙盃柔道錦標賽開幕典禮 

     資料提供：李成顯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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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里柔道館 

    后里柔道館的成立可以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在日據時期，

在當時天公廟（現馬祖廟）後方，由張銀淮老師（圖 6-1-18）所成

立（註 22），張銀淮老師是日本講道館柔道四段，也是第一位后里鄉

官派鄉長，在他擔任鄉長期間對后里鄉的柔道運動非常支持，除設

立后里柔道館之外更在民國 34年（1945年）募集經費建設后里鄉武

德殿（圖 6-1-19），並將柔道館遷移至武德殿中訓練，後來張銀淮老

師更當選第一屆台中縣議員（註 23），當選之後對台中縣柔道運動的

推展更加努力支持。 

 

圖 6-1-18    張銀淮老師與中部第一位奧運國手合影 

圖右為張銀淮、左為黃金椿 

     資料提供：呂耀宗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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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9    民國 44年台中縣省運會代表於后里柔道館（武德殿）留影 

     資料提供：呂耀宗    老師 

    后里柔道館的第二階段發展在民國 63年（1974年）由洪萬春老

師利用后里鄉墩北村活動中心設立，由於當時缺乏經費，洪萬春老師

商請第一罐頭董事長黃政雄先生擔任后里柔道館第二任館長，由黃館

長支出一萬元的費用，購買柔道場所需的塌塌米（註 24），洪萬春

老師自己擔任副館長與總教練的職務，后里柔道館才又開始在后里鄉

紮根，當時柔道運動的發展慢慢轉入學校，所以學生人數很少，但是

卻造就一位后里鄉柔道傳奇人物「呂文進」（圖 6-1-20），呂文進

老師初學柔道時已經將近三十歲，在后里柔道館接受洪萬春老師的指

導將近半年，沒有學生道柔道館學習柔道，他就到豐原、台中市等地

方的柔道館學習柔道，在短短二年內就昇到二段的資格，更五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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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參加國際柔道比賽，有兩次夏威夷世界盃柔道錦標賽、日本世界

盃柔道錦標賽、1980年蘇俄世界運動會，更在民國 69 年（1980 年）

印尼舉辦的亞洲盃柔道錦標賽奪得銀牌（註 25）（圖 6-1-21）。 

 

圖 6-1-20    后里柔道館傳奇人物-呂文進老師 

資料提供：呂文進    老師 

 

圖 6-1-21    呂文進老師榮獲選印尼亞洲盃銀牌 

     資料提供：呂文進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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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67年（1978年），呂文進老師回到后里柔道館幫助洪萬春

老師推展台中縣柔道運動，開始柔道運動在后里鄉各級學校中的發展，

從內埔國小、后里國小、后里國中、后綜國中（現后綜中學）、到啟

明學校（註 26），並聘請黃滄浪老師擔任客座教練，這些學校的成

立，洪萬春老師與呂文進老師的努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當時的

后里柔道館除了柔道的訓練之外，呂文進老師還讓學生接受阿鐵師的

國術訓練，參加 76年（1987 年）左右高雄舉辦的國際國術錦標賽，

其中葉和賓、張耀興、陳永芳、張福生獲得男子組冠軍，女子組也有

韓佳珍、林淑惠獲得金牌（註 27），使后里柔道館除了在柔道界極

富盛名，在國術界也算小有名氣。 

民國 73年（1984年）柔道館遷移到當時呂文進老師擔任國大代

表的服務處四樓（圖 6-1-22），整個道館的籌備與建設，都是呂文

進老師與當時的后里鄉柔道委員會的委員共同出錢出力才興建貣來

的，在呂文進老師的服務處結束後（註 28），又在民國 78年（1989

年）又遷移到后里鄉體育館地下室，繼續柔道運動的推展，也培養出

呂鴻毅、呂鴻卿、李青忠等國家級的選手，尤其李青忠在 1996年亞

特蘭大的帕拉林奧運會奪的柔道的金牌（註 29）（圖 6-1-23），后

里柔道館之所以能夠有今日的成就，除了張銀淮、洪萬春、呂文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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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努力推動之外，還有整個后里鄉柔道委員會各位委員的共同努

力的成果。 

 

圖 6-1-22    民國 73年的后里柔道館盛況 

     資料提供：呂文進    老師 

 

圖 6-1-23    李青忠榮獲 1996年亞特蘭大帕拉林奧運金牌 

     資料提供：李青忠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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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東勢柔道館 

東勢鎮柔道館的貣源大約在民國 50年（1961年）左右，當時是

由東勢分局一位警官黃萬春先生為推動社會運動而成立柔道班開始

（註 30），當時招收的學生有溫昌輝、劉鑫淼、劉卲富、徐禎祥、吳

丙煬等人，而成立柔道班的位址就在現在東勢鎮天主教堂前的廣場，

之後還換過許多地方，如豆腐工廠、新盛里活動中心，東勢鎮天主

教堂前廣場的柔道訓練場，在民國 88年（1999年）921大地震之後

就因為被震毀而拆除（註 31），東勢鎮柔道館的遺址已完全清除不留

一絲痕跡了，雖然柔道場已不復存在，但是在第一代學生中，劉鑫

淼先生考取當時台灣省體育會國家級柔道教練、裁判並獲頒證書，

在當時算是東勢鎮柔道館第一人（圖 6-1-24、6-1-25）（註 38）。 

 

圖 6-1-24    台灣省體育會國家級教練、裁判證 

     資料提供：劉鑫淼    老師 



 

171 
 

 

圖 6-1-25    台灣省體育會國家級教練、裁判證 

     資料提供：劉鑫淼    老師 

    自從東勢鎮柔道館成立之後，東勢鎮柔道運動的推展更佳得順

利，在民國 70年（1981年）九月成立第一屆東勢鎮體育會柔道委員

會，柔道館就隸屬柔道委員會的管轄，當時的第一任主任委員由陳

金壹先生擔任，柔道館的館長由張慶存先生擔任，而訓練工作由溫

昌輝與劉鑫淼老師負責，總幹事由陳義順先生擔任（註 32），委員會

地址與柔道館地址就設立在「東勢鎮第二橫街 19號」，以張慶存館

長家中三樓的天台上搭建柔道場，繼續東勢鎮柔道運動的推展；柔

道委員會成立之後推展了許多東勢鎮的柔道業務，使得柔道運動更

加推廣到東勢鎮各地，到了民國 72年（1983年）九月進行第一次柔

道委員會的改選，第二任的主任委員由吳武雄先生當選（現任東勢

鎮農會理事長），（圖 6-1-26）館長依舊是張慶存先生出任，而總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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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改由蔡煌輝先生當選，會址與館址仍舊設立在東勢鎮第二橫街 19

號（註 33）。 

 

圖 6-1-26    民國 72年東勢鎮柔道委員會改選後合影留念 

            資料提供：張志峰    老師 

    民國 74年（1985年）第三屆主任委員改選，主任委員由陳逢三

先生當選，館長依舊是張慶存先生擔任，總幹事由黃阿火先生當選，

後來因為私人因素改由黃文誠先生擔任，總教練由劉鑫淼老師擔任，

後來張志峰與劉世偉考上警官學校，較少回柔道館協助教學工作，

另外選手也較不能吃苦，東勢鎮柔道館因此而逐漸沒落（註 34）。後

來東勢鎮柔道館到了民國 80年（1991年）左右，就因為選手、場地

等等的因素而停止運作，但在這二十幾年的時間內以培養出張志峰、

劉世偉等傑出的柔道人員，其中張志峰在東勢高工畢業後保送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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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專後在甄試考上警官學校（現警察大學），目前在台中縣警察局秘

書室擔任秘書，並且代表台中縣參加台灣區運動會奪得冠軍，並獲

選國家代表隊，出國參加比賽，而劉世偉在東勢高工畢業之後就進

入警察專科學校就讀，後來再考上警官學校，現在服務於台中縣太

帄分局，擔任警備隊長的職務（註 35），東勢鎮柔道館的成立在台中

現柔道發展的過程時間並不長，但卻培養出維護社會正義的警務人

員，負責維護人民的安全。 

第二節  學校柔道的發展 

    台中縣柔道運動的發展由道館的型態發展轉型智學校型態的發

展大約是在民國 70年左右，當時柔道館招生已經較為不易，也有較

多柔道保送生由師專畢業進入學校當貣體育教師，在推展柔道運動

的心態下，將柔道運動的發展由社會型態（柔道館）轉移至學校型

態的發展，台中縣柔道運動發展至今已將近三十餘年，算是全國發

展三級柔道較為完整的縣市，從國小、國中、高中都有一完整的升

學管道，讓從事柔道訓練的學生有一條較為寬廣的升學管道，在求

學過程中還能有機會從事柔道的訓練，本節將台中縣三級柔道發展

依國小、國中、高中作一整理介紹，並將成果一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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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小柔道的發展 

（一）后里國小 

后里國小位於后里鄉甲后路，是民國 70年（1981年）時，因為

黃修次老師轉調至后里國小，才籌組「后里社區柔道館」（自強柔道

館）（圖 6-2-1），並興建專屬柔道館，柔道運動才開始在后里國小萌

芽，民國 72年（1983年）5月成立后里國小柔道隊，開始了學校內

的柔道訓練，民國 75年又增加角力訓練，同時發展柔道與角力兩項

運動，並且在成立一年後就因黃修次老師之前在內埔國小的經驗，

后里國小就獲得全國柔道冠軍的優異成績，至今已有二十餘年的時

間，在教練的嚴格要求下，不但在國內各項大賽戰果輝煌，每年並

出國進行友誼訪問比賽為國爭光（圖 6-2-2、6-2-3）（註 36）。 

 

圖 6-2-1    后里國小成立一年就奪得全國冠軍剪報（77.1.21） 

資料提供：黃修次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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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2    后里國小代表國家參加美國第七屆世界盃柔道邀請賽 

（聯合報 87.10.10） 

資料提供：黃修次    老師 

 

圖 6-2-3    后里國小代表國家參加美國第七屆世界盃柔道邀請賽 

（聯合報 87.10.10） 

資料提供：黃修次    老師 

    后里國小在創立柔道隊後，多次榮獲全國冠軍的榮耀，在民國

80年（1991年）8月獲得教育部補助 50萬元，充實校內訓練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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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體育班（圖 6-2-4、6-2-5）並招收三年級以上有潛力的學生，

並更加強國語、數學等各科的學習，及人格的培養，成為五育兼備

全方位的學生，所以很多學柔道角力的學生家長，常說：「學過柔道

角力，小孩子變得懂事了，不用家長操心了」（註 37）。在此之前，

后里國小柔道隊在訓練事務、行政與比賽事宜都是由黃修次老師一

人包辦，非常辛苦，在民國 82年（1993年）之後又陸續加入蘇聰賢

老師、黃世賢教練與洪木強老師，幫忙協助訓練的工作，讓后里國

小柔道隊的訓練工作分工更細，也在全國競賽中獲得更都優異的成

績（註 38）。 

 

圖 6-2-4    后里國小獲教育部補助成立體育班剪報（聯合報 80.3.27） 

資料提供：黃修次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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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5    后里國小獲教育部補助成立體育班剪報（中時晚報 80.3.22） 

資料提供：黃修次    老師 

    后里國小成立至今已經將近三十年，榮獲國內各大大小小比賽

多次團體組的優異的成績，尤其男子組在民國 85年到 89年間榮獲

國內中正盃柔道錦標賽、台灣區柔道錦標賽連續十次冠軍，完成十

連霸的優秀表現，在全國內是少見的亮眼成績，另外女子組也在民

國 84年到 89年間在全國性比賽中奪得連續九次冠軍（註 39），后里

國小的柔道成績在台中縣甚至全國柔道界中都是非常難能可見的表

現。 

（二）富春國小 

    富春國小位於豐原市中山路上，成立於民國 82年（1993年），

由當時擔任代課的張銀霖老師兼任柔道隊老師，當時的柔道隊活動

是以社團活動方式在體育組辦公室後方鋪設塌塌米就開始練習（註



 

178 
 

40）（圖 6-2-6），筆者民國 83年（1994 年）就讀國立台灣體專時，

就曾經參與學校暑期工讀時分發到富春國小擔任暑期教練的工作。 

 

圖 6-2-6    富春國小成立時的柔道訓練場（體育組辦公室） 

資料提供：筆者擔任暑期工讀時記錄  

    民國 83年（1994年），呂耀宗老師台東師院畢業後到富春國小

協助柔道隊的訓練工作，民國 84年（1995年）洪木強老師台東師院

畢業後以到富春國小協助柔道訓練的工作，賴玲娟老師在民國 87年

（1998年）也到富春國小協助訓練的工作，民國 88年因為增設葫蘆

墩國小，賴老師就調到葫蘆墩國小，也在葫蘆墩國小另外組貣柔道

隊（註 41），筆者在民國 91年（2002年）才受聘到富春國小擔任柔

道專任教練，協助柔道隊訓練的工作。 

    富春國小柔道隊的訓練時間都利用早自修（am7:50-8:30）與午

自修（pm12:40-13:30）的時間訓練，而且學生幾乎都是來自單親家

庭，呂耀宗老師表示柔道隊的成立是希望藉由柔道運動的訓練來改

善學生的家庭生活、培養學生刻苦耐勞的習慣（註 42）雖然練習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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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非常少，但是在民國 89年（2000年）也奪得全國中正盃男女雙料

冠軍（圖 6-2-7）、台灣省柔道錦標賽男子冠軍（圖 6-2-8）以及民

國 92年（2003年）全國柔道錦標賽男子組冠軍（圖 6-2-9）。 

 

圖 6-2-7    民國 89年富春國小獲得中正盃男女雙料冠軍紀念 

資料提供：呂耀宗    老師 

 

圖 6-2-8    民國 89年富春國小獲得台灣省柔道男子冠軍紀念 

資料提供：呂耀宗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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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9    民國 92年富春國小獲得全國柔道錦標賽男子冠軍獎狀 

資料提供：呂耀宗    老師 

    富春國小自從奪得全國中正盃柔道男女雙料冠軍後，台中縣政

府補助經費將以往體育組後方的練習場地遷建，另外在體操館建設

新的訓練場（圖 6-2-10），並且在民國 90年補助柔道隊赴泰國訪問

比賽（圖 6-2-11）與 91年赴日本訪問比賽（圖 6-2-12）（註 43），

學生家長也放心讓學生參與柔道運動的訓練，每年學期開始時，報

名柔道社團的學生都到達五十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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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0    縣政府補助富春國小興建柔道訓練場 

資料提供：呂耀宗    老師 

 

圖 6-2-11    富春國小柔道隊 90 年赴泰國訪問比賽 

資料提供：呂耀宗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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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2    富春國小柔道隊 91 年赴日本訪問比賽 

資料提供：呂耀宗    老師 

    富春國小除了在柔道成績表現亮眼之外，在學科成績方面也非

常的注重，並沒有荒廢學生的課業，奪得全國冠軍的張育綺同學考

上台中女中，現在正就讀台灣大學（註 44），另外奪得 92年全國柔

道錦標賽冠軍的林奕廷同學現在就讀國立台中一中三年級，這就代

表著學習柔道運動的同時也能兼顧課業成績，並非參與運動的學生

就是頭腦簡單四肢發達而已，除此之外，富春國小柔道隊的在學校

表現也是令人讚賞的團隊，已經退休的訓導主任王完（圖 6-2-13）

就對柔道隊的表現非常滿意，每年就捐款給柔道隊作為比賽經費或

是鼓勵認真向學的學生的獎勵（註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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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3    王完主任與柔道隊合影（圖中為王完主任） 

資料提供：呂耀宗    老師 

（三）內埔國小 

    內埔國小的成立是在民國 63年（1974年），當時柔道館正面臨

轉變的命運，招生的情況並不理想，就藉此轉變為學校型態的發展

模式，當時黃修次老師在內埔國小擔任體育教師一職，就協助后里

柔道館招生工作，在內埔國小招收有興趣的學生，當時參與柔道隊

訓練的學生只有八名，經過推展、成果表現豐碩，參與人數也逐漸

增加（註 46）。 

    內埔國小成立兩年後初次參加在民國 66年（1977年）11月參

加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就獲得國小女子第一級冠、亞軍。後

來又參加民國 67年（1978年）4月的台灣區柔道錦標賽，獲得女子

團體季軍與精神總錦標的殊榮，內埔國小如此優異的表現，獲得柔



 

184 
 

道協會的青睞，獲邀參加 67年（1978年）第一屆中華盃世界柔道邀

請賽作賽前表演（圖 6-2-14），後來內埔國小更多次參與國內各項比

賽獲得優異成績（註 47）。 

 

圖 6-2-14    內埔國小柔道隊獲邀參加『中華盃』 

  世界柔道邀請賽賽前表演  

資料提供：黃修次    老師 

    民國 70年 7月底，黃修次老師因為職務調動至后里國小，後續

訓練工作由李文漢與呂文進兩位老師接手，在民國 71 年（1982 年）

的台灣省中正盃柔道錦標賽獲得國小男子組冠軍，後來兩位教練因

為個人事業的因素，將后里柔道館與內埔國小柔道隊的組隊、訓練

等相關事宜，傳承給李青政老師，繼續柔道運動的推展（註 48）。 

    李青政老師在民國 74年（1985年）開始承接后里柔道館與內埔

國小柔道隊相關的組隊、訓練的事宜，當時是以內埔國小代理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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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職務進入學校帶領柔道隊，民國 78年（1989年）才成為內埔國小

正式編制內的工友，內埔國小柔道隊的教練給學生的觀念是「以柔

道訓練學生意志力，並藉此培養學生做長期的生涯規劃」（註 49）， 所

以教導過的學生除了在柔道運動上有不錯的成績之外，在各個領域

上也都有不錯的發展，如劉孟樵在新民高中畢業後就考上國立高雄

大學就讀，現在是國立成功大學碩士班學生，另外范文華也在新竹

科學園區擔任工程師的工作，另外還有林育成、張家榮等學生在高

中畢業之後考上警察大學，目前正服務於警界中（註 50）。 

    民國 93年（2004年）張庭蓁（櫻玉）老師，國立台東師範學院

畢業，回到母校內埔國小實習，實習結束後就留在內埔國小協助柔

道隊的訓練與生活輔導的相關事宜，幫助內埔國小柔道隊的柔道成

績與學生秩序越來越進步（註 51），近年更拿下 94年台灣區柔道錦

標賽（圖 6-2-15）與 96年全國柔道錦標賽國小男子團體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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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5    內埔國小獲得 94年台灣區柔道錦標賽男子團體冠軍 

資料提供：李青政、吳黎明    老師 

（四）葫蘆墩國小 

    葫蘆墩國小的成立是民國 88年由富春國小分流出來的，當時賴

玲娟老師由富春國小請調到葫蘆墩國小，才開始葫蘆墩國小柔道隊

的，葫蘆墩國小柔道隊成立於民國 88年（1999年），當時由是向台

中縣柔道、角力委員會屆塌塌米（圖 6-2-16），並以角力運動開始訓

練，民國 89年（2000年）當時台中縣專任運動教練開始招聘，張銀

霖老師受聘台中縣政府至葫蘆墩國小擔任教練，並由賴玲娟老師向

體委會申請補助，改建現在的柔道訓練場地（圖 6-2-17）（註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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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6    葫蘆墩國小借台中縣柔道角力委員會的訓練場地 

資料提供：賴玲娟    老師 

 

圖 6-2-17    體委會補助葫蘆墩國小改建的柔道訓練場地 

資料提供：賴玲娟    老師 

    後來張銀霖老師考上花蓮師範學院國小教育學程後並在葫蘆墩

國小當上正式教師後，民國 90年（2001年）由陳俊卿老師接任專任

教練的工作後才開始柔道運動的訓練，並且在成運動表現上開始有

成績表現，參加民國 90年（2001年）中正盃柔道錦標賽有林宗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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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承維獲得個人賽的亞軍（圖 6-2-18），後來陳俊卿教練因為至嘉陽

高中完成教師學程實習（註 53），因此離開葫蘆墩國小，葫蘆墩國小

的柔道運動發展因此而中斷一段時間。 

  

圖 6-2-18    賴玲娟老師與比賽得獎同學合照 

資料提供：賴玲娟    老師 

    葫蘆墩國小在民國 94年又由縣政府約聘的專任教練田永泰執掌

訓練工作，因為田永泰教練也是角力選手出身，所以在柔道的訓練

上比較不熟悉，葫蘆墩國小在角力的表現上就比柔道亮眼，後來田

永泰教練在工作上有更好的發展，在民國 95年（2006年）離開教練

的工作，後來由賴益銘教練銜接田永泰教練的工作，葫蘆墩國小的

柔道運動才又開始發展，並且在周坤佑老師的幫助之下，挑選一些

田徑選手參與柔道訓練，葫蘆墩國小才開始在柔道成績上有不錯的

表現，在 95年（2006年）的中正盃柔道錦標賽，邱冠輯與蔡政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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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獲得個人賽亞軍與季軍（註 54）。 

二、國中柔道的發展 

（一）豐東國中 

    豐東國中位於台中縣豐原市豐東路上，原本沒有發展柔道運動

項目，在民國 78年（1989年），台中縣柔道委員會為了發展豐原地

區的柔道運動，透過當時在豐東國中擔任教師的劉慧蓮老師的先生，

在省立體專擔任教師的蘇文仁教授（現為國立台灣體育大學台中分

校校長），請當時擔任省立體專柔道隊的吳青華教授代為尋找柔道隊

教練，後來在吳青華教授的協助之下找到蔡勝良老師到豐東國中擔

任代課教師並且兼任柔道隊教練，並且與黃修次老師討論將后里國

小柔道隊應屆畢業生送至豐東國中就讀（註 55），延續這些選手的柔

道生涯，筆者就是當時應屆畢業生之一。 

    當時豐東國中在全國柔道錦標賽中表現並不好，第一次參加民

國 79年屏東台灣區柔道錦標賽，僅獲得中女生組團體季軍（圖

6-2-19），男生組慘遭滑鐵盧，遭到對手以 5:0的成績結束比賽，此

次比賽之後蔡勝良老師為提升豐東國中柔道實力，延攬前民國 77年

后里國小畢業的柔道隊學長、姊加入豐東國中，這些學生包含就讀

后綜國中的張榮祥、吳旻陞、方秀雲與就讀后里國中的林家銘、吳

益良、秦怡蓁等，在這些選手的加入之後，因為豐東國中並沒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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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柔道場，需要每天下課後搭車回后里國小訓練，在等車、搭車

的過程中浪費相當多的時間，後來蔡勝良老師就向台中縣柔道委員

會商借位在豐原市的台中縣柔道館的場地進行訓練，後來豐東國中

在民國 79年的台灣省中正盃柔道錦標賽獲得國中男生組亞軍與中女

生組亞軍（圖 6-2-20）、季軍的優秀成績，並且在民國 80年（1991

年）宜縣政府補助至泰國與馬來西亞參訪比賽（圖 6-2-21）並在民

國 82年（1993年）接受台中縣政府的補助 100萬元，利用舊有的工

藝教室改建為柔道訓練場（註 56）。 

 

 

 

圖 6-2-19    豐東國中獲得 79年台灣區柔道錦標賽女子團體季軍 

資料提供：蔡勝良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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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20    豐東國中獲得 79年台灣省中正盃柔道錦標賽男子團體亞軍 

資料提供：蔡勝良    老師 

 

圖 6-2-21    豐東國中獲得台中縣政府補助至馬來西亞參訪比賽 

資料提供：蔡勝良    老師 

    後來在民國 80年（1991年）王淑婷老師國立台灣體專畢業（前

省立體專，現台灣體育大學台中分校），就到豐東國中代課，並且協

助豐東國中柔道隊的訓練工作，在民國 83年（1994年）成為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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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專任教練，繼續在豐東國中協助柔道隊訓練工作，並且在民國

83台中縣舉辦的台灣省中小學運動會（現全國中小學運動會）中與

蔡勝良老師合力為台中縣拿下柔道角力 17面金牌（圖 6-2-22），在

所有參賽學校中金牌數是第一名，並且獲得國中女生團體第一名的

優秀成績（圖 6-2-23），後來王淑婷老師請調至台中縣私立嘉陽高中

繼續豐東國中畢業柔道選手的柔道生涯（註 57），並且協助台中縣柔

道的永續發展。

 

圖 6-2-22   台中縣 83年台灣區中等學校運動會獲得 17面金牌剪報 

資料提供：蔡勝良    老師 

 

圖 6-2-23    豐東國中獲得 83年台灣區中等學校運動會女子團體第一名 

資料提供：蔡勝良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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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東國中在蔡勝良與王淑婷兩位老師的指導之下，在民國 83

年至 89年之間的台灣區中等學校運動會（現全中運），為台中縣奪

得百面以上的獎牌數，並且在這麼多年來為台中縣培育出許多柔道

菁英，以為學生製造許多升學就業的機會，例如警察大學畢業的楊

舒媖，現在擔任岡山分局巡官（註 58），在王淑婷老師調到嘉陽高中

繼續培養柔道選手之後，豐東國中都是由蔡勝良老師一個人貣學生

訓練等工作，一直到民國 88年王建升教練由台中縣政府聘用為專任

教練，協助蔡勝良老師柔道訓練工作（註 59），後來蔡勝良老師在民

國 89年因為聘用資格的因素，結束在豐東國中十幾年的代課與帶隊

訓練，而王建升教練也帶隊到民國 97年（2008年），因為選手來源

缺乏與學校不支持的因素之下，結束豐東國中十幾年風光的柔道成

績。 

（二）東華國中 

    東華國中是台中縣東勢鎮第一所發展柔道運動的學校，其發展

緣由是蔡勝良老師在豐東國中結束代課後，被當時的周宗正校長招

攬至東華國中短期代課，並且在民國 91年（2002年）完成教育學分

的修業，並在同年周宗正校長聘為總務主任，為發展東勢鎮體育活

動而組成東華國中柔道隊，剛開始時是借用學校一間教室，場地大

小約 16塊塌塌米（註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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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華國中柔道隊的發展除蔡勝良老師的努力之外，還有蔡勝良

老師教導過的學生張旭呈、饒振弘、許雅芬等人，在完成大學與教

育學程的學業後，也都紛紛到東華國中完成教育實習，並協助蔡勝

良老師柔道隊訓練的工作，在民國 91（2002年）蔡老師擔任總務主

任時，因主任工作繁重，學校另聘王財文老師至該校代課，協助柔

道隊訓練工作，該校柔道隊利用早上 7點至 8點與下午 4點至 5點

30分練習，在全隊教練、同學的努力之下，東華國中在成立短短的

兩年之後，在民國 93年（2004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中榮獲 5

面金牌的優異成績，並且在該次比賽後獲得台中縣政府補助 50萬元，

並且由學校、校外廠商與熱心人士補助，建立 3間教室大小的柔道

訓練場（圖 6-2-24）（註 61）。 

 

圖 6-2-24    東華國中柔道隊訓練場 

   資料提供：王財文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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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華國中在民國 91年成立至今（民國 97年）短短的幾年時間

中，可以獲得非常優秀的成績表現，並且獲得各界的肯定，並在民

國 94年（2005年）接受台灣日報的專訪（圖 6-2-25），這都是該校

校長、教練與同學共同努力的成果。 

 

 

圖 6-2-25    東華國中柔道隊接受台灣日報專訪剪報 

   資料提供：蔡勝良    老師 

（三）豐原國中 

    豐原國中位於豐原市三豐路上，在台中縣柔道的發展上是比較

晚成軍的一所重點學校，豐原國中柔道隊成立於民國 90年（2001

年），是由於黃志仁老師當上正式教師後成立的，剛開始成立時，是

利用學校空置教室當成柔道訓練場地（圖 6-2-26），其訓練器材、塌

塌米還是向台中縣柔道委員會商借而來的，豐原國中雖然在如此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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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的訓練環境中訓練，但是每一位選手都非常努力也非常爭氣，在

民國 91年（2002年）就由謝佩玲、游曼君、張伊倫、張育綺四位選

手奪得 91年全國中小學柔道錦標賽國中女子組季軍（註 62）。 

 

圖 6-2-26    豐原國中柔道隊柔道訓練場 

   資料提供：黃志仁   老師 

    豐原國中柔道隊選手的來源都是由后里國小、富春國小與葫蘆

墩國小柔道隊畢業生在黃志仁老師的鼓勵下進入繁原國中柔道隊繼

續參與訓練，其中有好幾位柔道老師因為實習或代課因素，幫助豐

原國中柔道隊訓練與成長，有陳俊卿老師、陳桂香老師、姚宏欣老

師等讓豐原國中柔道隊的成績越來越好，民國 93年（2004年）劉志

鑫老師考上柔道專長老師，進入豐原國中協助柔道隊選手的訓練與

生活管理的工作，豐原國中柔道隊也在同一年（民國 93年）的全國

中正盃柔道錦標賽第一次奪下國中女子組團體冠軍（圖 6-2-27）（註



 

197 
 

63）。 

 

圖 6-2-27    豐原國中柔道隊榮獲女子組團體冠軍 

   資料提供：黃志仁   老師 

    自此以後，豐原國中柔道隊的名氣在全國柔道界中聲名大噪，

更在民國 94年（2005年），在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拿下柔道項目男

子團體第二名的佳績，因此同年台中縣政府核准成立體育班，招收

台中縣國小畢業之柔道選手進入就讀，繼續柔道運動的生涯，該校

的成績也在黃志仁老師、劉志鑫老師與其他各位老師、教練的努力

之下，成績越來越進步，同一年也在縣政府的補助之下，與后里國

小同行至北京參訪比賽（圖 6-2-28），後來民國 95年（2006年）的

成績表現依舊出色，在台中縣政府補助下至香港參訪進行比賽（圖

6-2-29），更在 96年（2007年）全國柔道錦標賽、全國中正盃柔道

錦標賽與台灣區柔道錦標賽連續獲的女子組團體冠軍（圖 6-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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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1）後來更在民國 97年（2008年）安排豐東國中柔道專任教練

王建升至豐原國中進行柔道隊訓練比賽的工作（註 64）。 

 

圖 6-2-28    豐原國中柔道隊民國 94年與后里國小至北京參訪比賽 

   資料提供：黃志仁   老師 

 

圖 6-2-29    豐原國中柔道隊民國 95年赴香港參訪比賽 

   資料提供：黃志仁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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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2-30    豐原國中柔道隊獲 96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女子團體冠軍 

   資料提供：黃志仁   老師 

 

 

圖 6-2-31    豐原國中柔道隊獲 96年台灣區柔道錦標賽女子團體冠軍 

   資料提供：黃志仁   老師 

    豐原國中柔道隊的成立在台中縣算是最晚貣步的學校，但是在台

中縣柔道委員會與學校老師、學生、教練的支持與努力之下，在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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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的 4、5年時間內就有相當優秀的成績，甚至超越台中縣其他學校，

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四）后里國中 

    后里國中柔道隊的成立最早在民國 60年代左右，當時的選手都

在后里柔道館進行訓練，學校方面只是派一位老師隨隊管理學生生活

與帶隊比賽，訓練工作的方面還是由后里柔道館的教練李文漢老師與

呂文進老師在進行選手的選拔與培訓，當時選手有謝孟儒老師與林淑

惠老師等人，成績在當時也算不錯，但是選手一直是在后里柔道館訓

練，學校對於柔道隊的成立還是沒有很重視（註 65）。 

    本來后里國中在民國 70年左右的時候要將柔道、角力、田徑、

籃球等運動代表隊的學生選手級中在一個班級進行課業輔導，但是因

為學校老師的極力反對，學校因此將成立體育班的事情暫時擱置，一

直到民國 91年（2002年），李青忠老師擔任運動專任教練時才將柔

道隊成立，民國 94年（2005年）因為 921大地震之後原有校區被列

為危樓，在各界關注下，才將后里國中遷移到現在校址（后里鄉眉山

村中眉路），在同一年八月一日成立體育班，招收柔道、角力、排球、

跆拳道、桌球等項目，柔道隊也才有自己的練習場所（圖 6-2-32）（註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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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32    后里國中柔道隊遷校後柔道訓練場地 

   資料提供：李青忠   老師 

    后里國中在培訓柔道選手方面一直非常用心， 民國 96年（2007

年）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榮獲國中男子組團體冠軍、女子組亞軍， 

民國 97年（2008年）更連續榮獲青少年柔道錦標賽與全國柔道錦標

賽國中男子組團體冠軍的優秀成績，除此之外，后里國中李凱琳還

獲選 2008年亞洲青年柔道錦標賽國手，同年還有李宛庭、李昀庭獲

選 2008年亞洲青少年柔道錦標賽國家代表隊（註 67）。 

    除了選手在柔道競賽的成績有不錯的表現之外，后里國中也相

當重視學業成績，目前已有多位畢業選手考上中央警察大學，如李

鴻毅、張家榮、林育成，其中李鴻毅目前更服務於東勢警察局督察

組，還有張庭蓁考上台東師院，目前服務於內埔國小，白根州考上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張銘哲考上政治作戰學校，目前服務於軍中（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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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后里國中除了重視學生的運動成績之外還非常重視學生的課業

成績，這在台中縣柔道運動發展的過程中是一項非常不同於其他學

校的發展方式。 

三、高中柔道的發展 

（一）國立豐原高商 

    國立豐原高商體育班成立分成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在民國 58年

（1969年）黃伯驤校長成立體育實驗班，當時只招收田徑與排球選

手，第二階段在民國 67年（1978年），招手有排球、田徑、柔道等

項目，國立豐原高商現任體育班教師兼柔道隊教練李政龍就是此次

體育班成立時進入國立豐原高商就讀，但是因為台中縣柔道運動在

學校推動不久，就因為選手銜接不上的問題，在民國 71年（1982

年）停止招生，第三次體育班成立在民國 78年（1989年）招收柔道、

角力、田徑、自由車、籃球、排球等項目，柔道、角力於民國 80年

（1991年）左右，由張以娟老師開始帶隊，後來李政龍老師國立體

育學院畢業，在國立豐原高商兼課、擔任舍監並協助柔道隊訓練的

工作，直到民國 81年（1992年）離職（註 69）。 

    由於張以娟老師本身是角力專長的教練，所以在民國 82年（1993

年）由當時擔任台中縣柔道委員會主任委員的李成顯老師商請當時

擔任警官的郭健齡老師至豐原高商幫忙訓練柔道隊學生，並且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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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甲高中缺少教練教導的第二屆豐東國中畢業郭大鵬、吳旻倫、

劉英達、張旭呈、林家晨等選手，利用轉學方式轉回國立豐原高商，

繼續接受正規的訓練（註 70），後來這些選手在各自的工作岡位上都

有良好的發展，如吳旻倫現在在桃園楊梅大同國小擔任生教組長並

兼任柔道隊教練，所帶領的楊梅大同國小在全國柔道錦標賽也有優

異的表現，國立豐原高商在這屆選手畢業後，一直到民國 86年（1997

年）為止，因為選手出現斷層現象，國立豐原高商柔道隊才停止一

段時間（註 71）。 

    國立豐原高商體育班第四次成立在民國 86年（1997年），當時

只招收排球、田徑、軟網等項目，柔道因為沒有指導教練所以尚未

招收，至民國 88年（1999年）李政龍老師考取合格教師資格，擔任

國立豐原高商體育班教師，並且兼任柔道、角力項目的指導教練，

國立豐原高商才又開始招收柔道選手就讀，而豐原高商的柔道成績

在這幾年才又開始在全國柔道比賽中出現佳績，如在民國 94年（2005

年）、95年（2006年）由柔道體育運動協會所舉辦的全國柔道錦標

賽中連續兩屆奪下全國高中男子組冠軍，更在 95年（2006年）奪下

由中華民國柔道協會所舉辦的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拿下全國高中

男子組亞軍，後來又在 97年（2008年）拿下全柔道錦標賽與全國中

正盃柔道錦標賽社會男子乙組團體賽冠軍（6-2-33）（註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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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33    豐原高商柔道隊 97年中正盃柔道冠軍獎杯 

   資料提供：李政龍   老師 

    國立豐原高商在柔道競賽的表現有相當優秀的成績，但是近年

來，由於鄰近縣市私立學校利用豐富的資源補助優秀柔道選手就讀，

台中縣柔道運動在高中的推展上因此遇到瓶頸，李政龍老師表示：

「這是因為公立學校提供資源補助不足，與私立學校利用高額獎學

金補助績優柔道選手就讀無法相比，公立學校教練只能以生活管理、

選手升學、未來生涯規劃等因素吸引選手與家長認同就讀公立學校」

（註 73），所以台中縣柔道運動這幾年在柔道運動成績上有稍微滑落，

只要政府與學校方面能夠提出有效的改善計畫，要留住台中縣優秀

的柔道選手，將不再是困難的問題。 

（二）國立大甲高中  

    國立大甲高中（省立大甲高中）位於台中縣大甲鎮中山路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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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62年 9月 1日查顯球校長接掌學校設立「體育實驗班」推展項

目為籃球、排球、田徑，民國 80年 2月由王顯榮校長接任，銳意經

營校務、強化教學、積極延攬優秀學子就讀本校大力推展體育運動

（註 74），當時剛好由於豐東國中第一屆選手畢業，在黃修次老師與

蔡勝良老師的努力奔走下，於民國80年7月成立男女角力與柔道隊，

第一屆選手有吳旻陞、張榮祥、林家銘、吳益良等，第二屆選手有

郭大鵬、吳旻倫、劉英達、張旭呈、林家晨等，後來因為該校經費

因素，無法興建柔道訓練場與找到適合的教練，故只招收兩屆柔道

選手至大甲高中體育班就讀（註 75）。 

    後來第二屆選手在黃修次老師與蔡勝良老師安排下，轉學到國

立豐原高商就讀，繼續完成柔道的訓練與學業，如今有多位選手在

畢業出社會後都有很好的發展，如吳旻倫：畢業後保送考考上台東

師範學院就讀，並以公費生資格畢業，目前服務於桃園楊梅大同國

小；另外吳旻陞、張榮祥在大甲高中畢業後，因本身柔道專長加分

的原故，順利考上警察專科學校，目前服務於警界，國立大甲高中

柔道隊在第一屆畢業生畢業之後，因為教練、選手缺乏等因素之下，

柔道運動的發展就在此畫下一個句點（註 76）。 

（三）台中縣私立嘉陽高中  

    嘉陽高中位於台中縣清水鎮，是台中縣第一所私立同時也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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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海線成立柔道隊的學校，柔道隊的成立是由於台中縣柔道運動

在國中成績非常亮眼，可是卻沒有可以銜接的高中學校，讓選手繼

續升學與訓練，當時在豐東國中代課的王淑婷老師在民國 82年（1993

年）考上體委會的運動專任教練，在當時嘉陽高中李世文校長的同

意之下，在民國 83年（1994年）7月成立嘉陽高中柔道隊，招收的

學生都是豐東國中的應屆畢業生，在剛開始的前兩年，使用的場地

都是台中縣柔道委員會所使用過的角力墊，而且在學校體育館練習，

每次練習前都必頇搬出來鋪設好才開始練習，練習之後還必頇收放

整齊才算結束練習（註 77）。 

    雖然在如此惡劣的練習環境中，在王淑婷老師與全體同學的努

力之下，在民國 83年（1994年）就奪得全國柔道錦標賽高中女子組

冠軍與高中男子組亞軍，並在同年中正盃柔道錦標賽就獲得高中男

子組冠軍的優秀成績（圖 6-2-34）。 

 

圖 6-2-34    嘉陽高中柔道隊 83年中正盃柔道高中男子組冠軍獎狀 

   資料提供：王淑婷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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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陽高中在民國 83年開始在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都有不錯的

成績，在民國 87年（1998年）體委會與學校共同補助柔道隊約一百

二十萬至二百萬建設一個標準的柔道場地與角力場地、空調設備（圖

6-2-35），讓選手在訓練過程中更舒適，從此之後，嘉陽高中的柔道

選手成績更加突出，在同年二月就由校長李世文帶嘉陽高中參加日

本愛知縣東海高中邀請的中日親善柔道比賽（圖 6-2-36）（註 78）。 

 
圖 6-2-35    體委會、嘉陽高中補助柔道隊新建柔道場 

   資料提供：王淑婷   老師 

 

圖 6-2-36    日本中日新聞報導嘉陽高中參加愛知縣東海高中中日親善柔道賽 

   資料提供：王淑婷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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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參加中日親善柔道比賽後，嘉陽高中選手在接受日本教練

的薰陶教導下，成績突飛猛進，陳信華選手在高三時就代表台中縣

參加全國運動會獲得柔道冠軍的成績，後來自 1995年開始王惠儀代

表中華台北參加泛太帄洋柔道錦標賽，並獲得女子組第一級冠軍（圖

6-2-37），1999年賴益銘、賴弘基、陳小琴、黃志偉、張銘偉就選上

莫斯科世界青少年運動會柔道代表選手，2000年王湘雯就選上亞洲

盃柔道錦標賽國家代表隊，還獲得女子組第六級季軍的優秀成績，

2001年蔡依珊、張豐偉選上東亞柔道賽代表中華台北至大阪參加比

賽（註 79），嘉陽高中柔道隊的成績在這幾年就達到一個顛峰。 

 

圖 6-2-37    1995年泛太帄洋柔道賽王惠儀獲女子第一級冠軍 

    與王淑婷老師合影紀念 

   資料提供：王淑婷   老師 

    嘉陽高中在柔道運動的成就上，有著非常輝煌的成績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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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好幾次的全國冠軍，在學生的學業上也並沒有荒廢，陳振煜、

張憲生除了在柔道的成績非常亮眼之外，陳振煜每次考試還是全班

第一名， 張憲生還受推薦榮獲民國 87年（1998年）台灣省中小學

學生優良事蹟（圖 6-2-38），而榮獲 2000年亞洲盃女子第六級季軍

的王湘雯在畢業後也考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就讀，目前正在台中縣

順天國中服務（註 80）。 

 

圖 6-2-38    張憲生榮獲台灣省 87 學年度學生優良事蹟 

   資料提供：王淑婷   老師 

    嘉陽高中柔道隊在民國 92年（2003年）榮獲 92年全國中等學

校運動會高中女子組團體冠軍（圖 6-2-39），因為同年 7月王淑婷老

師考上后綜中學正式體育老師，在王淑婷老師離開嘉陽高中之後，

嘉陽高中柔道隊因此而結束，嘉陽高中能夠在短短幾年內獲得優秀

的成績表現，除了王淑婷老師與學生的努力之外，還有學校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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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與台中縣柔道老師的支持，也是嘉陽高中能夠異軍突貣的原

因。 

 

圖 6-2-39   嘉陽高中 92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高女組冠軍獎狀 

   資料提供：王淑婷   老師 

（四）台中縣立后綜中學 

    台中縣立后綜中學的柔道運動發展，也是台中縣第一所完全中

學發展柔道運動的學校，后綜中學柔道運動發展的開始是王淑婷老

師在國立台灣體育學院修完教育學程之後，在民國 92 年（2003 年）

考上后綜中學高中部體育教師才開始的，同時該校也在同一年招收

高中部體育班學生（圖 6-2-40），當時招收柔道、角力、田徑、籃球

等四個項目（註 81），民國 93年參加 2000年雪梨奧運的陳俊卿老師

在王淑婷老師的推薦之下在后綜中學代課一年，隔年，民國 94年

（2005年）就考上后綜中學國中部體育教師，而后綜中學在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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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也成立國中部體育班，開始招收田徑、柔道、角力等項目的選

手就讀（註 82）。 

        

圖 6-2-40   后綜中學第一屆高中體育班開班典禮 

   資料提供：王淑婷   老師 

     后綜中學柔道隊的訓練場地本來利用學校一間空教室，因為場

地小、空氣差，但是第一屆柔道隊學生在這樣困苦的環境中並沒有

表現的比其他學校差，在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有不錯的成績，在王

建斌校長的奔走努力之下，接受體委會與學校的補助，在民國 94年

建設完成現在的柔道館，並由王建斌校長在柔道館題上「武道」兩

個大字（圖 6-2-41），並協助王淑婷老師、陳俊卿老師在民國 95年

（2006年）元月成立后綜中學柔道後援會（圖 6-2-42），並由王迺

倫先生擔任第一屆後援會會長，賴秋桂女士擔任第一屆後援會副會

長（註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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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41   后綜中學受體委會、學校補助建設的新柔道訓練場 

             並由王建斌校長在柔道訓練場提「武道」兩字勉勵學生 

   資料提供：王淑婷、陳俊卿   老師 

 

 

圖 6-2-42   后綜中學成立柔道後援會邀請函 

   資料提供：王淑婷、陳俊卿   老師 

    后綜中學在學校的大力支持與兩位老師的努力之下，在民國 94

年（2005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上就獲得二金三銀三銅的優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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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表現，並在柔道比賽項目上獲得高中女子組團體亞軍，並且在隔

年，民國 95年（2006年）就有陳芸鳳與謝佩玲選上亞洲青年盃柔道

國手，代表國家至韓國參加比賽（圖 6-2-43），后綜中學體育班除了

在競技運動的成績表現亮眼之外，在其他學科方面也有非常優異的

表現，在柔道方面有學生當選亞洲盃、亞青國手，更有學生榮獲全

國書法比賽「優勝」及當選全校模範生，打破一般人對體育班學生

「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印象（圖 6-2-44）（註 84）。 

 

圖 6-2-43   陳芸鳳、謝佩玲當選亞洲青年柔道國手新聞報導 

   資料提供：王淑婷、陳俊卿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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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44   后綜中學體育班文武兼備新聞報導 

   資料提供：王淑婷、陳俊卿   老師 

    后綜中學柔道運動的發展在台中縣柔道運動發展的貣步，是屬

於比較晚的一個學校，但是在王建斌校長與學校全體老師，並且在

王淑婷老師與陳俊卿老師兩個人的努力合作之下，帶動全隊的練習

氣氛，后綜中學柔道運動發展只有短短的幾年，就有優異的成績表

現，並以柔道運動揚名國內、外。 

第三節  台中縣柔道運動的推手 

一、台中港柔道館館長-陳再乞 

    陳再乞老師出生於民國 11年（1922年）11月 19日，民國 30

年（1941年）從台中縣梧棲公學校畢業（今梧棲國小），畢業後即前

往嘉義農林專業學校就讀，畢業於民國 34年（1945年），陳再乞老

師表示，他是嘉義農校第十九屆的畢業生，母校給他最深的影響，「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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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提供一個學習柔道的環境，讓他為台灣學習柔道的人口扎根」（註

85）。 

    嘉義農校是陳再乞老師最初接觸柔道運動的地方，當時柔道是

學科，每星期上課一次，剛開始時的啟蒙教練是日本教師濱田（四

段），除了學校的練習之外，陳再乞老師還利用每天晚上到嘉義郡役

所（警察局）的武德殿去練習柔道一個小時，並接受日本籍警察教

官角田先生（五段）與台灣籍警察邱錦章先生的指導與訓練，對柔

道的訓練非常有幫助，第一次參加比賽是在昭和 16年（1941年），

第二十一屆全台灣中等學校柔道比賽，那一屆陳再乞老師得到冠軍

（圖 6-3-1），陳老師回想那一屆的比賽真是好笑又好氣，因為在台

南州的比賽時，因為其他學校選手不服氣，將他的鞋子藏貣來，害

他贏的比賽卻得光著腳丫，最後只好買一雙木屐，一路「叩、叩」

的回嘉義，雖然發生這個小插曲，但並沒削減他對柔道的熱愛，在

隔年就因為成績晉升武德會柔道二段的殊榮（圖 6-3-2），在當時這

是少數台灣人能獲得的，因此「陳再乞」的名字傳遍於整個台灣，

民國 47年（1958年）更代表台灣參加第三屆在東京舉辦的亞州運動

會柔道賽，為台灣摘下一面亞運金牌（圖 6-3-3）（註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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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1    昭和 16年（1941年）陳再乞參加第 21屆 

   台灣區中等學校柔道大會冠軍獎狀 

資料提供：陳再乞    老師 

 

圖 6-3-2    昭和 17年（1942年）陳再乞晉升大日本武德會 

柔道二段證書 

資料提供：陳再乞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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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3    陳再乞榮獲第三屆亞運會柔道賽金牌 

資料來源：台灣百年體育人物誌（第二輯） 

    陳再乞老師在民國 44年（1955年）獨自一人創立「台中港柔道

館」，義務性的教授柔道，並堅持從小學生訓練貣，默默為我國柔道

運動奉獻；自民國 66年（1977年）8月 14日，其夫人過世的這一

天貣，每年都舉辦「小學生柔道邀請賽」，至今已舉辦了三十一屆（圖

6-3-4、6-3-5），每年從三月貣，他就必頇向行政院體委會發文申請

備案，四處奔走；從申請比賽、辦理報名、編印秩序冊、尋找企業

支持、安排參賽選手，有時還必頇親自到日本邀請日本小學生參予

賽會，教練、選手的交通費、吃、喝、住以及紀念品等，全由陳再

乞老師一個人張羅（註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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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4    第三十一屆小學生柔道邀請賽開幕典禮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比賽會場 

  

圖 6-3-5    第三十一屆小學生柔道邀請賽秩序冊 

資料來源：陳再乞  老師 

 

    現年八十七歲的陳再乞，在台中港國際柔道館進行柔道推廣教學，

至今邁入第五十四個年頭，因為對柔道的熱愛，從十五歲開始學習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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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越鑽研越有興趣，他的痴狂與努力，讓他獲得「柔道教科書」

的雅號，更在民國 96 年（2007 年）榮登為台灣第一位晉升柔道九

段的第一人（圖 6-3-6）（註 88）。 

 

圖 6-3-6    陳再乞老師獲頒柔道九段 

圖中為陳再乞老師，左為柔道總會理事長呂威震 

資料來源：大紀元時報（2007.12.30）  

 

二、傻瓜的金牌教練-黃修次 

    黃修次老師是民國 30年 12月 18日出生，民國 47年（1960年）

畢業於苗栗農業學校農業科，在高中三年常常過著爭強好鬥、緊張

刺激的生活，從來沒有想過會在民國 52年（1963年）參加教師檢定

合格，幸運的踏入教育的行列，成為一位受人敬重的國小教師，黃

老師表示：「成為一位國小教師讓他的人生產生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卻也跌破親友們的眼鏡，感到不可思議」（註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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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修次老師原本服務於桃園縣帄鎮市南勢國小，民國 58年（1969

年）才轉調至台中縣后里鄉內埔國小服務，黃修次老師本身並非體

育科班出生，但對運動非常熱愛與本著國家未來人才應是「術德兼

修、文武兼備」，因此一頭栽入體育界，教導學生打棒球、躲避球、

田徑，為后里鄉的體育運動奠定下一個良好的基礎，民國 66年（1977

年）與洪萬春老師、李文漢老師、呂文進老師等人合作組成后里柔

道委員會（柔道館），成立內埔國小柔道隊，並指導學生參加省級以

上柔道錦標賽獲得亞軍 4次、季軍 6次，民國 70年（1981年）奉全

國柔道協會指派到日本福岡工業大學研修柔道（圖 6-3-7）一個月，

回國後轉調至「后里國小」服務，立刻著手籌組「后里社區柔道館」，

民國 72年（1983年）成立后里國小柔道隊開始柔道訓練（註 90）。 

 

圖 6-3-7    1981年至福岡工業大學研修柔道修業證書 

資料來源：黃修次  老師 

    黃修次老師除了在訓練柔道選手的功績非常顯赫之外，並且在



 

221 
 

全國柔道協會擔任競賽組長二十多年、國家代表隊領隊、管理教練，

最後在退休之前還受到柔道協會的重視，擔任「副秘書長」的職務，

也在全國角力協會中擔任多年裁判工作，國家代表隊管理教練的，

更在民國 86年（1997年）擔任角力協會「秘書長」的工作，黃修次

老師常常自己說，雖然自己在柔道與角力協會中職務非常高，但是

對於兩個協會並沒有什麼偉大的貢獻（註 91），但是他在訓練選手的

「精神」與「態度」上，卻是值得我們這些後生晚輩所學習的。 

    黃修次老師在教育界服務近四十年，為了讓年輕教練有更多發

揮的空間，在民國 92年（2003年）8月申請退休，雖然以一個門外

漢的身分踏入柔道運動，但是以「武德」、「品德」教育學生，建立

了后里國小柔道王國（圖 6-3-8），其對台中縣柔道運動的推展不餘

遺力，並創下國內柔道運動多個第一（註 92），諸如： 

（一）創下柔道運動項目，長時間訓練人數最多，維持年數最久的 

單位。 

（二）創國內比賽人數最多，個人入選成果最豐碩的團隊。 

（三）創國內入選團隊男女成績冠軍最多之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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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8    后里時報報導黃修次老師退休特集 

資料來源：黃修次  老師 

    黃修次老師從民國 66年開始接觸柔道運動，以一個門外漢的身

分，憑藉著自己對運動的熱愛與執著，帶領出一群優秀的選手及教練，

就像黃修次老師的座右銘（圖 6-3-9）中說的：「如果你想成功，希

望您傻一點」，只有像黃修次老師一樣，不計名利的默默在柔道場上

奉獻、耕耘，四十年如一日，因為「傻」獲得如此豐碩的果實，因為

「傻」贏得學生的敬重，更因為「傻」獲得無限的快樂，希望黃修次

老師的「傻」能夠感染更多台中縣的柔道選手、教練 ，不計名利、

默默為「台中縣柔道」努力付出，那得到的回報，將會更多、更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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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9    黃修次老師座右銘 

資料來源：黃修次  老師 

三、台中縣的金牌女教練-王淑婷 

    王淑婷老師出生於台中縣沙鹿鎮，從小個性樂觀自主、活潑好動，

畢業於沙鹿國小、沙鹿國中，當時因為沙鹿鎮的柔道運動沒有后里鄉、

豐原市那麼盛行，並沒有加入參與柔道的訓練，高中時就讀台中市新

民高中，才加入新民高中柔道隊，開始參與柔道運動的訓練，為了方

便參與柔道訓練，從高一開始就住在學校宿舍，因此而養成獨立生活

的方式，高中畢業後考上省立體專（現台灣體大台中分校）（註 93）。 

    民國 80年體專畢業後，在學校老師與學長的推薦之下，順利的

到台中縣豐東國中擔任體育教師及柔道教練的工作，因為喜愛這份工

作，也有當一個「好教練」的理想，在任教第二年的時候遇到訓練上

的瓶頸，讓自己有進修的動力，加上學校同事的鼓勵，報考教育部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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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的專任教練甄試，並且順利的通過考試，受訓三個月後，學習到許

多新的教練訓練的知識與理念，再一次回到豐東國中擔任柔道教練的

工作，民國 83年在嘉陽高中李世文校長的協助下，嘉陽高中正式成

立柔道隊，並在教育部的同意下遷調至嘉陽高中，使原來豐東國中的

畢業生多一條升學的管道，因為是新成立的隊伍，凡事都必頇從頭開

始，從不會到會，也常遇到挫折，但都在錯誤中學習、迎刃而解，讓

王淑婷老師獲益良多，雖然在嘉陽高中一切必頇從頭開始，但是王淑

婷老師憑藉著自己的熱誠與經驗，嘉陽高中的柔道隊在短短一年內就

有非常亮眼的成績表現（83年全省中正盃柔道錦標賽高女組團體冠

軍）（註 94）。 

    王淑婷老師自從考上運動專任教練，由豐東國中轉調至嘉陽高中

擔任柔道教練工作之後，除了讓嘉陽高中的柔道成績展現優秀的一面

之外，並且受到中華民國柔道協會（現中華民國柔道總會）聘請，擔

任 1996年與 1999年亞洲盃柔道錦標賽中華女子代表隊教練，所指導

選手李曉虹與許惠玉分別榮獲女子第八級與第六級銀牌，並獲得行政

院體委會所頒發三等二級國光體育獎章（圖 6-3-10），並在 2006年

受聘擔任第 15屆杒哈亞洲運動會擔任劉書韻選手之教練，並且獲得

女子第五級銅牌，獲頒二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圖 6-3-11）（註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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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10    王淑婷老師擔任 1996年亞洲盃柔道錦標賽教練獲國光獎章 

資料來源：王淑婷  老師 

 

圖 6-3-11    王淑婷老師擔任 2006年杒哈亞洲運動會柔道錦標賽教練 

獲頒二等三級國光獎章 

資料來源：王淑婷  老師 

    王淑婷老師在嘉陽高中擔任運動教練期間，因為只有省立體專的

學歷，利用時間國立台灣體育學院（台中）就讀進修部二年制，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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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期間順利考上教育學程，畢業後在民國 91年（2002）考上國立

體育學院的體育研究所，更在隔年 92年（2003年）順利考上后綜中

學高中部體育班的教師（註 96）；在就讀研究所期間，王淑婷老師深

感要加強國內柔道運動的實力，就必頇學習融合國外的訓練知識與方

法，在經過柔道協會的審核考試之後，就受派參加 2005年在巴西里

約熱內盧舉辦的國際柔道教練研習會（圖 6-3-12），並在此研習會中

學到的許多訓練知識、方法用在訓練后綜中學的選手上，並且有不錯

的功效，后綜中學才有後來的陳芸鳳、葉曉菁、謝佩玲等選手，在國

內外的柔道比賽上有不錯的表現。除了在訓練方面的成就之外，王淑

婷老師在 2006年參加由國際柔道總會舉辦的國際柔道裁判考試，並

順利考上柔道國際裁判（圖 6-3-13），並且在同一年擔任蒙古所舉辦

的東亞柔道錦標賽的裁判，更成為台中縣第一位考上國際柔道裁判的

女性教練（圖 6-3-14），更在 2008年受日本柔道總會的邀請擔任金

鷲旗高校柔道大會（日本高中全國柔道比賽）的裁判，並被西日本新

聞日報報導王淑婷老師在裁判工作上的出色表現（圖 6-3-15）（註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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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12    王淑婷老師參加 2005年巴西國際柔道研習會結業證書 

資料來源：王淑婷  老師 

 

圖 6-3-13    王淑婷老師參加 2006年國際柔道裁判考試證書 

資料來源：王淑婷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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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14    王淑婷老師參加 2006 年國際柔道裁判證 

資料來源：王淑婷  老師 

 

圖 6-3-15    王淑婷老師擔任 2008日本金鷲旗高校柔道大會裁判並 

     受西日本新聞報報導其在裁判工作上的出色表現 

資料來源：王淑婷  老師 



 

229 
 

     王淑婷老師對於台中縣柔道運動的發展，貢獻一份自己的心力，

憑藉哲自己對柔道運動的執著與熱情，從豐東國中到嘉陽高中、后

綜中學，都帶出相當優秀的成績，她對於學生的付出與努力都是大

家有目共睹的，之所以能夠在台中縣的柔道運動發展上有如此優異，

除了王淑婷老師的認真付出之外，學生的努力、學校同事、長官與

台中縣柔道前輩的支持與鼓勵也是讓王淑婷老師成長的動力，在此

王淑婷老師特地以自己的座右銘與所有台中縣的選手與教練互相勉

勵（註 98），也希望台中縣柔道運動能夠永續發展。 

 

 

 

 

王淑婷老師座右銘 

四、豐東王國的金牌教練-蔡勝良老師 

    蔡勝良老師是在民國 57年 7月 3日出生於台南市，蔡勝良老師

並非從國小開始練習柔道，第一次接觸柔道運動是在就讀台南市建興

國中得時候，民國 69年（1980 年）蔡勝良老師國中一年級的時候，

由在台南市柔道館的教練蔡士仁老師與方孟昭老師兩位共同老師啟

蒙， 民國 72年（1983年）建興國中畢業後進入當時柔道頗負盛名

的嘉義省立民雄高中就讀，繼續柔道運動的訓練，當時在民雄高中的

教練李應富先生本身是田徑選手並非柔道專長的教練，所以只負責民

當你改變心念，你就會改變態度；當你改變態度，你就會改變行為； 

當你改變行為，你就會改變習慣；當你改變習慣，你就會改變個性； 

當你改變個性，你就會改變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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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高中的柔道選手生活管理與帶隊參與比賽，對於柔道技巧一竅不通，

當時就讀的選手想要在柔道運動上有一定的成就，需要靠自己的努力

與付出才能有一片自己的天空，也造就蔡勝良老師在訓練上的嚴格要

求，才有豐東國中在台灣柔道運動中連霸十幾年的盛況；民國 75年

（1986年）民雄高中畢業之後進入省立體育專科學校就讀，於民國

78年（1989年）省體專畢業（註 99）。 

    蔡勝良老師在省立體育專科學校畢業之後，由省立體專吳青華老

師與蘇文仁老師的推薦之下，進入到豐東國中代課並且兼任柔道隊教

練，開啟了豐東國中在全國柔道運動界中連霸十幾年的優秀成績（圖

6-3-16），蔡勝良老師回憶當時的情況，擔任豐東國中柔道隊教練並

非一開始就是冠軍隊伍，第一次在屏東比全國中正盃柔道賽時，男子

組團體賽就慘招滑鐵盧，遭到對手以 5:0的成績慘敗，回到學校後就

思考應該要如何訓練選手，才能使成績進步，由於當時豐東國中並沒

有訓練場地，蔡勝良老師向台中縣柔道委員會商借台中縣柔道館為訓

練場地，才有後來豐東國中在全國柔道中連霸好幾年的優秀成績，後

來台中縣政府補助豐東國中 100萬元，利用學校舊有的工藝教室改建

為柔道訓練場，豐東國中才開始有自己的訓練場，雖然豐東國中在柔

道運動上的成績非常亮眼，但是蔡勝良老師的工作並沒有因此而受到

保障（圖 6-3-17），在民國 89年的時候因為聘用資格的問題，蔡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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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老師結束在豐東國中代課的工作，後來被東華國中周宗正校長延攬

到東華國中繼續教職的工作，並協助柔道隊的組成與訓練工作，後來

為避免豐東國中的事件重演，民國 91年在台灣體育學院完成教育學

分的修業取得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並在同年考上東華國中正式體育

教師，更被周宗正校長聘為東華國中總務主任，後來更被聘為訓導主

任（註 100）。 

 

圖 6-3-16    豐東國中柔道隊的優秀表現連國大代表都讚賞 

資料來源：蔡勝良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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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17    金牌教練蔡勝良老師，年年還是得為生計煩惱 

資料來源：蔡勝良  老師 

 

    豐東國中柔道隊在柔道運動上的表現，使得柔道協會對於蔡勝良

老師的訓練能力非常肯定，在民國 84年（1995年）考上體育總會所

舉辦的國家 A級教練考試，後來在民國 85年（1996年）由柔道協會

派任參加由奧林匹克委員會（IOC）舉辦的國際教練講習（圖 6-3-18），

參加講習會後柔道協會對蔡勝良老師的能力更加肯定，在 1997年柔

道協會聘請蔡勝良老師擔任印度國際柔道錦標賽教練與世界青年柔

道錦標賽教練（圖 6-3-19），更在 2003年經過行政院體委會菁英教

練考試通過後，派蔡勝良老師赴韓國龍仁大學參加菁英教練講習會

（圖 6-3-20）（註 101）；除了在教練職務上的出色表現之外，蔡勝良

老師在柔道裁判的工作上也有一番出色的表現，多次受柔道協會聘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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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裁判，更多次受邀擔任全國大專運動會、

原住民運動會、全國運動會等國內重大運動賽會柔道項目裁判（註

102），後來更在民國 92年（2003年）通過柔道協會考試，前往青島

參加國際柔道總會舉辦的洲際裁判考試（圖 6-3-21、6-3-22），同年

更有警大教官孫義雄前往福岡參加國際裁判考試，並且兩人都順利通

過，使我國現役國際裁判有 10人，洲際裁判 17人；後來更擔任 2004

年韓國公開賽與 2008年東亞柔道賽與台北公開賽等國際柔道比賽的

裁判（註 103）。 

 

 

圖 6-3-18    蔡勝良老師 1994年參加奧林匹克委員會舉辦的國際教練講習 

資料來源：蔡勝良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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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19    蔡勝良老師擔任 1997年印度國際柔道錦標賽教練證書 

資料來源：蔡勝良  老師 

 

 

圖 6-3-20    蔡勝良老師參加 2003年韓國龍仁大學菁英教練講習會 

資料來源：蔡勝良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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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21    蔡勝良老師考取洲際柔道裁判證照 

資料來源：蔡勝良  老師 

 

圖 6-3-22    蔡勝良老師參加國際柔道總會 2003年洲際裁判考試證書 

資料來源：蔡勝良  老師 

這十幾年來，蔡勝良老師在柔道的訓練與裁判執法上都有非常出

色的表現，其工作能力也受到各方的肯定與重視，但是近幾年蔡勝良

老師開始在思考如何幫助他所指導過的學生、選手，因為在當初的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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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國中不在給予聘書的事件中，蔡勝良老師深刻體會到一個運動選手

除了在運動成就上有所表現之外，在學業上也必頇有所成長，才能夠

得到幫助，所以蔡勝良老師希望能夠在幾年內考上主任資格甚至是校

長資格，也能夠因此而更能夠幫助台中縣的柔道選手的升學與就業等

問題（註 104）。 

第四節  本章結語 

台中縣柔道館的發展最早發展的是張銀淮老師所設立的「后里柔

道館」，在日據時期就已經開始，後來又陸陸續續有許多柔道館接著

成立，有林鉎煙老師創立豐原鎮柔道館、陳再乞老師創立台中港柔道

館、郭定宗老師創立的大甲柔道館、黃萬春警官創立的東勢鎮柔道館，

各地區柔道館的成立，帶動台中縣柔道運動的蓬勃發展，可惜的是柔

道館的發展也敵不過社會的轉變，台中縣柔道運動的發展漸漸的因為

招收不到學生，柔道館的經費來源變成柔道館繼續經營下去的最大問

題，各柔道館的館長紛紛將柔道館的經營結束，而台中縣柔道運動的

發展也漸漸的轉向學校柔道的發展型態了。 

台中縣學校柔道的發展從從后里柔道館洪萬春老師，洪老師為

因應柔道館經營困難的因素，與呂文進老師、李文漢老師與在內埔

國小擔任老師的黃修次老師共同在學校組織柔道隊，並且利用后里

柔道館的場地進行訓練，也有相當不錯的成績，還受「中華民國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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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協會」邀請，擔任「中華盃」世界柔道邀請賽做賽前表演，後來

黃修次老師轉調到后里國小，並開始在后里國小組織柔道隊，並且

進行訓練的工作，台中縣柔道運動在學校的發展才慢慢的開始，後

來內埔國小的柔道畢業生畢業後至直接到后里國中就讀，后里國中

柔道運動的發展在此開始，而豐東國中在民國 78年開始招收后里國

小的柔道畢業生，開始柔道運動的發展，後來大甲高中、嘉陽高中、

豐原高商也開始招收柔道的畢業生，台中縣柔道運動的三級學校發

展雛形慢慢成形，而富春國小、葫蘆墩國小、豐原國中、東華國中、

后綜中學也陸續開始發展柔道運動，台中縣三級學校柔道的發展至

此就算是一個完整的學校柔道的發展，但是在近幾年，因縣政府的

政策與選手外流等因素，選手的銜接出了問題，導致台中縣柔道運

動的成績發展逐漸有下滑的趨勢。 

    台中縣柔道運動之所以能夠發展的如此蓬勃，除了在推展柔道運

動上有台中港柔道館館長陳再乞老師與台中縣柔道主委李成顯老師，

陳再乞老師利用暇餘時間免費繳導前來學習柔道的學生，並每年舉辦

中港杯小學柔道邀請賽，舉凡經費籌措、場地布置、邀請函寄送等工

作都事必貤親，這 31年來始終如一；李成顯老師在各校比賽經費的

籌措上，幫忙向縣政府申請補助，也盡了一份自己的心力。 

    各級學校中有黃修次老師、蔡勝良老師、王淑婷老師，在柔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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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與訓練上，都盡心盡力在培育台中縣的柔道人才，並發展、身跟

台中縣柔道運動，才有后里國小、豐東國中與嘉陽高中的團體連霸盛

況，讓台中縣柔道運動能夠在國內柔道運動有輝煌的成績紀錄，並占

有一席之地。除了這些老師的推動發展，培育出的柔道人才也相當出

色，有 1996年亞特蘭大帕拉林奧運會男子柔道冠軍，也有在 2000年

雪梨奧運會中代表我中華台北參與男子柔道項目的陳俊卿老師，兩位

選手能夠有這樣的成就，完全說明了台中縣柔道運動發展的成功與台

中縣各位老師的努力。 

    台中縣柔道運動發展之所以能夠如此興盛、蓬勃，除了在本章節

中提到的陳再乞老師、黃修次老師、蔡勝良老師、王淑婷老師等，還

有洪萬春老師、李文漢老師、呂文進老師等多位老師在默默的支持、

推動台中縣柔道運動的發展，希望藉此讓大家明瞭並感謝這些為台中

縣柔道運動發展、推動的老師 

致上萬分的感謝。 

本章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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