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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沒有時間限制的比賽，所有的可能性，在最後

一個出局數之前，都有發生的機會。每個球迷都曾期待，

在兩出局後，那顆劃過天際的小白球。可能性，就是棒球

的樂趣。

從 1906年，台

灣的第一支棒球

隊，而後嘉農的

甲子園，紅葉少

棒的艱苦傳奇，

到奧運奪牌，職

棒成立，棒球成

為許多人的共同

記憶。雖然一些

負面消息讓台灣

的職棒環境更加

艱辛，生活的多

元讓許多人己經

沒有踏進球場搖

旗吶喊的熱情。

但在許多時候，

還是可以看到許

多人，在電視機

屏氣凝神，等待著投打對決。

這些歷史的記憶，情感的見證，現在有了匯集的平

台，對於那些在台灣棒球百年發展，有些模糊，甚至不曾

記得的部分，在「台灣維基棒球館」裡可以找到解答。透

重組棒球的
世代記憶

石婷溱/蔡曉婷‧文

「那些在深夜看完一場決賽的球迷，一定會意識到他們親眼目睹了一場

合作無間的過癮比賽，他們感受到一種平時無法感受到的榮辱與共，因此

他們也看到了一個更好的世界。」

                    ----美國棒球專家布萊德利 

平時無法到的榮辱與共，對台灣而言，棒球的確是這樣

一個運動。

雖然2012年的倫敦奧運取消了棒球項目，除了倫敦單

位的強力杯葛外，棒球本身的經濟效益也是一大考量，但

即使趕不上足球、 

籃 球 的 盛 行 世

界 ， 在 台 灣 ， 

棒球還是許多運

動 迷 的 第 一 信

仰。

在日本職棒

界有句名言：棒球

是失敗的運動！一

場棒球賽至少有

51位出局數，也就

是說，一場比賽會

產生51個失敗者。

幾乎沒有其他的運

動是像棒球一樣，

打擊區上有七成失

敗機率的選手，他

還是位強打者；而

站在投手丘上，要將球隨心所欲地投入18.44公尺遠的好球

帶，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簡直到了「害怕失敗，就不要

打棒球」的程度。

那有什麼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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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棒球數位典藏計畫，我們開始窺見台灣棒球歷史的全

貌。

台灣棒球數位典藏計畫中內含了台灣棒球運動珍貴

新聞檔案數位資料館、台灣棒球數位文物館和台灣棒球

維基館，其中以台灣棒球維基館最為特殊。

在「台灣棒球維基館」這個平台裡，除了最新的即

時新聞外，對於棒球從日據時代被引進台灣當時的歷史

新聞，透過和聯合報的合作，人人都可以輕鬆的在這平

台找到需要的資料。

「給球迷他們拿不到的資料。」計畫主持人、淡江

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教授林信成這麼說。

這想法也成了這個計畫的出發點。

也因此，在九局比賽結束之後，我們有了另一個可

以分享的場域，不僅僅是和喜愛棒球的同好，也和百年

發展下，棒球的文物、新聞及群體記憶，攜手並進。

計畫主持人林信成出生在台灣最風靡棒球的時代，而

當我們第一次接觸這位一點也沒有運動粗獷氣息的教授

時，他微笑不好意思的說：「其實……我有點外行，你

可能會很驚訝……」和多數人一樣，林信成是一位「純

粹的觀眾」，對於棒球並沒有超乎常人的熱愛或研究，

單純在幾年一度的經典賽事時，跟朋友一起守在電視為

中華隊加油。然而，小時候半夜起來看棒球轉播的童年

經驗，讓他對棒球一直有著

美好的印象，在一次數位典

藏計畫案提報時，林信成正

巧與其研究生孫正宜商討到

棒球文物與舊新聞的典藏可

行性。憑著從小對棒球的好

感，林信成在這因緣際會下

開始著手典藏台灣棒球史的

計畫。

有著資料處理和電機

工程方面的專業，從網站架構、內容編寫

到圖片放置，一點一滴做起。拿起書本翻

來研究，是林信成教授做此計畫時最常做

的事，一本《台灣棒球一百年》（謝仕

淵、謝佳芬著，果實出版）是他收穫最多

也最豐富的參考讀物。就這樣，一位大學

教授、四位研究生和一部老舊的PC，組

成了棒球數典的運作小組。 

然而一人之力不及眾人之力，一人之智慧不及眾人

之智慧。如何將球迷和對台灣有著特殊情感的棒球運動，

完整的保存及運用流通變成了一個重要的議題。也因此，

可供球迷和專家間共同為台灣棒球史留下印記的平台需求

也就此產生。

既要編寫方便又要有棒球專業相關之士來撰寫，更

大的一個問題是經費的不足。種種考慮下，林信成選擇以

維基來編寫資料，和維基百科一樣，台灣棒球維基館擁有

全民編寫網頁內容的特性，棒球維基館內的資訊可說是集

眾人之智慧於一館。除此之外，配合著台灣棒球數位文物

館的內容配置：歷史文物，搭配民眾記憶，台灣的棒球印

象，開始浮現在網路世界。

「其實維基館就像個拼圖一樣，每個人的背景、記

憶都不同，但這樣你拼一筆、我補一塊，漸漸的就可以看

見棒球的全貌。」林信成說。

剛開始，台灣棒球維基館還沒被民眾熟知和參與。一

切的條目得靠團隊自己動手，翻書查資料來做編輯。一直

撐到兩個月後才有人加入編改行列，隨著網友的相傳和搜

尋網站的傳遞，網站才開始步上軌道快速發展。

三年間，資料頁面從 500頁至今年三月突破到

林信成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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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頁。管理員由原先林信成和學生初期的五人小組，也

多出了一些真正的棒球愛好者，點閱數也從一年後的90萬

次開始突飛猛進，至今已有5700萬次，更登上Google搜尋

「棒球」二字的首頁。

在這個網站中，我們可窺見一些許久未被提起的姓名，

這些人都曾經參與了台灣棒球的歷史。

洪太山，1924年出生，曾是第一、二、三屆的亞錦賽

中華成棒代表隊的隊長。這位「台灣的貝比魯斯」，是戰

後台灣的第一代棒球明星。隨著時間的遷移，洪太山漸漸

被淡忘他在台灣棒壇上的閃亮成績單，藉由數位典藏，我

們有了認識他的方法。

嚴德和，這個名字即便對棒球小有研究的人都可能感

到陌生，但他是台灣第一位到美國擔任國際青少棒賽裁判

的國際裁判，雖然已於2004年逝世，但透過台灣棒球維基

館在網路上對棒球的影響，他的女兒主動參與了維基館的

聚會，希望將父親的資料收入典藏。

棒球維基館的社群中，不乏本來在運動或棒球界中

享有名氣的人物。像緯來體育台的主播體育專欄作家蔡明

里，也參與了內容的編寫與修改。編撰網友中更不乏對棒

球有著痴狂程度、對每場賽事都能如數家珍的業餘專家，

甚至有部分網友藉此平台被聯合報相中成了專欄作家，可

說是臥虎藏龍。

然而，有社群的產生與互動就有紛爭的可能。曾經有

過某派球迷的支持者在維基館內指稱對方球迷破壞球場秩

序的文章，造成了兩派言論的對立和內容的爭議，也傷了

維基館內大家能夠共同努力為棒球付出的熱情。

對棒球維基館的爭議事件，林信成認為社群自治是

非常重要的。沒有所謂的「一人審判」，在這平台上人人

身分平等，任何事都要透過溝通來解決，藉由溝通達到共

識，才是維基經濟學的精神。林信成表示光靠自己一人的

力量是不夠的，必須設法引進外部的正面力量，一個自由

加上自治的互動平台才能達到品質提升的目的。

形形色色有著共同興趣的人，在電腦螢幕前貢獻己知

和己力。每個人就像一個個小拼圖，共同拼出台灣的棒球

印象，他們就像你我，平日各自為自己的生活努力。幾次

的聚會，讓他們從網路上的合作晉升到現實中的對話，雖

然從未見面過，但提到棒球大家都可滔滔不絕，熱絡得像

是一場小學同學會。

在棒球文物數位典藏計畫中，和當事人或其家屬互

動，能得以蒐集更多且更真實的資料。藉由這個平台，能

讓一些幕後英雄也有一個被認識和記錄的平台，使更多人

發現周遭那些「棒球達人」的存在。所謂的歷史典藏，不

一定要由學者來參與，人人都可以是一部分歷史的專家。

林信成教授建立了棒球維基館，讓棒球不再只是存在

在球場上、電視裡，或是腦海中，而是給許多球迷們在這

個平台上重現在各個世代的棒球記憶的機會。就因為這種

「平時無法感受到的榮辱與共」，在棒球場外，我們也可

以做另一種棒球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