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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我們老師在研究花崗國中歷史時，發現我們體育課上課用的花崗山運動場，

前身竟是花蓮的第一座棒球場，而曾經叱吒這座球場的，竟然是比 KANO 嘉農更

早踏進甲子園的台灣球隊──能高團「NOKO」。它足足比 KANO 早了 6 年，而且

台灣第一位旅外球員，也是出自能高團，叫「羅道厚」，他可是王建民、陽岱鋼

的前輩。這一連串的訊息，經由老師告知後，讓我們驚訝連連，也讓我們生起想

一探究竟的好奇心，所以我們就開始了研究之路。 

 

二、研究目的 

    希望可以藉由此次機會，了解能高團的歷史，並以問卷調查整理花蓮地區的

學生棒球隊對能高團的認識程度，和他們對棒球的看法，並進而反思花蓮棒球發

展的優勢與困境。 

 

三、研究方法 

 
貳●正文 

 

一、沿革 

    能高團原名「蕃人隊」1，成立於 1921 年，1923 年花蓮廳長江口良三郎2改

名為「能高團」3，由台籍棒球員林桂興負責組織在花蓮南濱接駁船隻卸貨的阿

美族工人成立球隊，球員入花蓮港街農業學校（今花蓮高農）接受棒球訓練，並

於 1925 年 7 月到日本訪問，共打 9 場比賽、4 勝 4 負 1 和，其中 2 場還是在落

成不久的甲子園球場出賽，是第一支登上甲子園球場的台灣人球隊，有禮謙遜的

態度加上強大的跑壘、投手能力，讓日本球迷為之驚豔。 

    能高團光榮返回花蓮後，包括羅道厚（伊藤次郎）、紀薩（西村嘉造）、阿仙

（稻田照夫）、羅沙威（伊藤正雄）4 名球員都進入日本京都平安中學棒球隊，

                                                      
1日治時期能高團在報章雜誌上都被稱為蕃人隊，可是這個名字實在是太難聽了，所以在 1970 年

最早有人在研究能高團時，就用當時日本人對原住民的稱呼，把它改為「高砂」棒球隊。 
2江口良三郎為第五任花蓮港廳廳長 
3「能高」二字指的就是能高山，能高山位於現在花蓮縣秀林鄉與南投縣仁愛鄉的交界，屬於中

央山脈主脊中段山系。日治時期，能高山與新高山（現在的玉山）、次高山（現在的雪山）並稱

「台灣三高」。能高山為當時原住民主要狩獵地之一，有「南能高、北奇萊」之稱。以當時時空

環境而言，以「能高」通稱當地原住民族所以才會有能高這個名字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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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稻田照夫、伊藤次郎與平安中學球隊打進甲子園大賽，是首次有台灣球

員進入甲子園大賽。 

 

二、成立的原因 

    關於能高團成立的原因根據

日治時期報紙資料顯示：當時採

訪江口良三郎時，他的官方說法

是日本官方覺得台灣的原住民暴

躁不安，為了方便教化，日本人

就想了個方法，推行「棒球」跟

「體操」，目的是要同化原住民， 

所以就成立了「能高團」。                 圖一：當時報紙刊出的報導 

    但根據我們訪問研究能高團的葉柏強老師4時，葉老師有不同的看法。他認

為如果僅是為了教化，為何能高團在台灣棒球史上只短暫出現？且當棒球好手被

日本挖角後，又沒有替補的選手？根據以上兩點，他認為應該是當時的花蓮廳長

江口良三郎為了宣傳即將成立的花蓮港所致。 

雖然說在清代就已經有了花蓮港的名稱，但是當時的花蓮港雖有其名，但是

並不是良港，自清代一直到花蓮港築港之前，大型輪船要停靠花蓮向來是件苦差

事。由於花蓮海邊缺乏較深海灣，所以早期輪船要停靠花蓮上下人員貨物，都必

須要停泊在花蓮市南濱外海(如圖二所示)海象十分險惡5，如果風浪太大，就無法

靠岸，有時就必須要移停北濱海邊，但是假如連北濱都不行的話，船隻就只好開

回去蘇澳或是基隆港了，所以假如遇到秋天風浪比較大的情況，甚至於一整個月

輪船都無法停泊花蓮港。早年蘇花臨海道路尚未開拓時，人員往來或是貨物運輸，

就只能靠船運輸送，只要半個月船不來，花蓮市面上販賣的商品就要面臨斷貨的

危險，所以當時花蓮一些有識之士，很早就希望花蓮能開闢港口。而且那時的港

口船不能直接靠岸，僅能用小船接駁(如圖三所示)，小船划到岸邊後繩子給岸上

的工人，工人再把小船拉過去，而這些港口的搬運工都是原住民，需投擲貨物練

就強勁臂力，所以被當時負責此業務的朝日組的林貴興看中，挖掘他們加入棒球

隊。也因為要登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江口良三郎才要利用棒球隊宣傳花蓮，

讓花蓮能蓋港口。 

 
              圖二：花蓮港                          圖三：裝載貨物情形 

                                                      
4 文史工作者葉柏強從小展現對文物的探索興趣，看到流落海外的文物照片感到心疼，多年來將

薪水全花在相關搶救上。曾因為一張繪葉書，讓他成功完成花蓮老建築的文化資產登錄。他出生

花蓮縣玉里鎮，故鄉廟宇、老店開啟他對美的認知與喜好。多年來他致力於蒐集與花蓮相關的歷

史資料，包括老照片、繪葉書、古籍舊本、宣傳摺頁等，透過這些資料，他細心地拼湊出花蓮那

些已消逝的時代。 
5 「濱海六百餘里，惟花蓮港、成廣澳可泊輪船；而皆風汛靡常，沙礁紛錯，往還匪易，民船更

不能以時至也。」──清，夏獻綸《後山輿圖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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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江口良三郎苦於日本政府不願撥款建設花蓮港，當他看到這支棒球隊後，

他認為正好可以利用他們打開「花蓮港」的知名度，有利於花蓮地區的三大建設。

於是他更換了該隊隊名為能高團，並且由日本人擔任教練。之後，經過多次與台

灣北部、西部球隊交手，能高團逐漸打開了名號，更促成了日後赴日宣傳（比賽）

的結果。由於「能高團」的比賽成績優異，讓日本媒體刮目相看，因而造成轟動。

當然，花蓮港的建設經費也有了著落，花蓮廳長江口良三郎以棒球隊打開花蓮港

知名度的策略，獲得百分之百的成功。雖然，花蓮港因為某些因素遲至 1931 年

才開始動工興建，距離「能高團」訪日比賽也有六年的時間，江口良三郎也退休

了；不過，對於台灣東部棒球的發展，林桂興與江口良三郎等人的貢獻，是不能

夠抹滅的。 

      
 圖四：江口良三郎

6
            圖五：中間為江口良三郎         圖六：林桂興 

 

三、最大功臣──林桂興 

    高正源在《東昇的旭日》一書中提到：「林桂興，是刻在台灣棒運歷史第一

頁的三個字。」林桂興對棒球界的重要性可見一斑。明治 32 年（1899）12 月 3

日，林桂興出生於台東廳台東街7，明治 45 年 4 月進入台北國語師範學校就讀，

但是並沒有畢業，大正 3 年(1914)7 月時就因為家庭因素自台北國語師範學校輟

學，返回台東老家，而在同年 10 月進入台東賀田組的子關係企業櫻組。大正 8

年 1 月自台東櫻組內離職，隨即在同年 8 月進入花蓮港賀田組內任職，之後林桂

興就和花蓮港結下了不解之緣。 

    

圖七：林桂興全家合影         圖八：朝日組
8
                圖九：當時的報紙廣告

9
 

                                                      
6這是大正十一年南國出版協會所出版的《東台灣》一書內的江口廳長照片，頗有英氣的中年大

叔，江口原為軍旅出身，在日本征伐花蓮原住民的戰役中出力頗大，後來擔任花蓮港廳廳長，只

是現在談到他，大多會把他參與屠殺原住民這一段歷史自動忽略。 
7 現在台東天后宮仍保存林桂興所捐贈的匾額。 
8原本是賀田組的辦公室，後來改為朝日組，戰後是更生報，1951 年花蓮大地震震塌。現址為黑

金通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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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林家提供戶口資料顯示，在林桂興職業欄部份還曾登錄是花蓮朝日組

「勞力頭」，負責四處招募身強體壯可以承受貨運搬運大量勞力的工人，也因為

工作關係的結識不少原住民好友。 

    相關歷史文獻說明林桂興是漢民，並不是原住民。但是根據林桂興家人所提

供的相關戶籍資料顯示，林桂興的外祖母是平埔族原住民，他身上是流有原住民

血液。 

    林桂興是花蓮《朝日組》棒球隊主力投手，是當時少數從事棒球運動的台籍

精英。當時的日本人非常喜歡棒球運動，各工商團體除了自組棒球隊，也會贊助

棒球活動，所以林桂興會打棒球也不令人意外。 

  

   根據林桂興孫子林真功表示，父親常常提到祖父林桂興籌組《高砂棒球隊》

過程，說是當時日本政府（花蓮港廳）請託他祖父召募一批原住民小孩學習打棒

球，這也是《高砂棒球隊》最原始的由來。相關歷史文獻也提及，林桂興在 1921

年左右籌組《高砂棒球隊》過程，發現一名原住民年輕小伙子查屋馬所投的球非

常快，再找了一名敢接查屋馬快速球的原住民少年辜茂得，以兩人為中心，又找

了鄔新、阿仙、亞拉畢、紀蕯、羅道厚、羅沙威、杉提掦、武諾、爾西般、亞仙

合利陽、屈道、杜易爐共 14 名原住民成立了《高砂棒球隊》。 

   林桂興去找身手好的人，把他們安插進入花農就讀，之後再訓練他們，所以

能高團的球員，白天念書，晚上練球。之前的花崗山球場，設備可說是東台灣最

好的，幾乎每個假日都有比賽，包括軍隊和銀行的棒球隊也常常在這裡比賽，也

有一些交流賽會在這裡打；當時的花蓮，其實是很進步的，光是日本人就占了百

分之四十。所以，論設備的話，花蓮其實是一流的。 

    林桂興不只對台灣棒球運動推展具有歷史性的貢獻，他對地方藝文及相關活

動也很熱衷。林桂興家人曾提及林桂興生前很喜歡收集書畫，在日治時期就珍藏

了一些名畫家還沒成名前的作品，是一位愛好地方、允武允文的熱心人士。 

    林桂興的體育天份相當好，不僅在棒球擁有不錯的球技，連高爾夫也是很在

行，在日治時代要打高爾夫，需具有相當經濟能力及社會地位才能享受的貴族運

動。林桂興孫子林真功回憶，祖父林桂興曾在高爾夫比賽獲得冠軍，贏得冠軍獎

金就在花蓮港附近買地置產。 

 

                                                                                                                                                        
9 從朝日組的廣告上有那麼多組的電話號碼，顯現其公司組織的龐大。 

圖十：這是某年朝日組獲得花蓮港大會優勝的合

照，中央坐著的三位可以說是當時花蓮港廳企業三

巨頭，右邊的就是當時花蓮港體育協 會會長，朝

日組董事中村五九介，中央留著鬍子的正是朝日組

社長，有著東台灣總督之稱的梅野清太，左邊則是

朝日組總經理古賀朝一郎。並木學堂是當時著名的

書局。可見當時商業贊助是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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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1947 年 228 白色恐怖橫行年代，他被國民政府強抓去關進黑牢，家

人變賣家產，甚至向友人借錢，才把他從冤獄中贖了出來，他出獄後為了避免白

色恐怖波及家人及親友，先將家人安頓至台東避難，最後他選擇以日本武士精神，

1947 年 9 月 15 日在自家柴房切腹自殺了斷生命。很悲壯的結束一生。 

 

四、能高團的輝煌戰績 

        這批原住民為主的《能高團》就在花蓮港廳長江口良三郎推動，加上承建花

蓮港的櫻組老闆梅野清太郎給予球隊經費上強力的支援，以及林桂興的訓練之下，

一年之後實力大為驚人。所以能高團在花蓮很有名，許多企業的對抗賽都會從能

高團找選手。 

        1924 年 9 月，能高團棒球隊以及兼做啦啦隊的同學一行六十名，在花蓮港

農業補習學校坂本校長的帶領下，北上臺北開始了一連串在台灣西部的征戰之

旅。 

         
           圖十一：當時的新聞報導                      圖十二：能高團合影 

        1925 年梅野清太與江口良三郎決定帶能高團到日本去比賽。七月九日在東

京舉行第一場比賽，由於日本人低估了能高團的實力，所以在第一戰時只派出當

時並非強隊的豐島師範中學來出戰能高隊，沒想到能高隊在查屋馬主投之下，完

全封鎖對方的打擊，反倒能高隊的打者卻能猛力得分，只前四局就攻下二十八分，

二十八比零！日本裁判便緊急宣佈比賽結束。七月十一日下午，第二場比賽在立

教大學球場進行，與能高隊對戰的改為實力堅強的早稻田中學，但日本球迷反而

樂於為能高隊加油。最後以和局做收。第三戰對神奈川一中，能高隊以一分險勝，

第四戰能高隊雖敗給愛知一中，但第五戰對京都師範學校棒球隊以十三比三的懸

殊比數贏得比賽，日本棒協於是安排能高棒球隊在同年八月份剛剛落成的甲子園

球場中進行接下來的兩場賽事。第六戰時，因為失誤過多而敗給八尾中學隊，而

第七戰，能高恢復水準，以七比二，在可容納數萬觀眾的甲子園大球場中，贏了

天王寺隊。當時日本人對原住民還停留在野蠻人的刻板印象，但看到這群學生服

裝得體、有禮貌、日語流利大吃一驚，甚至連報紙都還報導這群原住民的球員用

阿美族語講暗號，完全不用怕日本人會。 

        花蓮港能高團在揚威日本後，平安中學校(現龍谷大學附屬平安中學校)派出

球探前來花蓮港挖角，最後一共有四名能高團成員進入平安中學校，平安中學棒

球實力因此突飛猛進，順利進入甲子園奪得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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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三：赴日比賽戰績      圖十四：當時日本報紙的報導      圖十五：平安中學隊10 

 

    五、傳奇不再 

        大正 15 年 9 月，能高團進行第二次的全島巡迴比賽，然而在 10 月傳來了不

幸的消息，遠赴日本本土為花蓮港宣傳的江口良三郎因為喉癌病發，病逝日本。

能高團因為少了江口良三郎這位靠山，而梅野清太本身也有自己的球隊朝日組隊，

在無法獲得官方以及民間的支援之下，再加上四位重量級的球員被挖角到日本，

能高團在昭和 2 年之後解散，不再出現在歷史中。 

     

六、花崗山棒球場盛況 

    明治 41 年（1908）發生「七腳川事件」，日軍攻打七腳川，並剷平花崗山頂

約 10 公尺，範圍從今天的中正體育館前，將山頭鏟起，並把黃砂質的土壤往東

邊傾倒，開闢出今天的運動公園場地。後來日本人就把此山丘稱為「花崗山」。 

    明治 42 年，花崗山頭被鏟平後，2 月 18 日七腳川事件結束，攻打七腳川的

日軍及警察隊在花崗山舉行解隊式，之後這裡就成為警察及消防隊的訓練地點。

而這個場地也成為花蓮棒球發展的重鎮，許多著名比賽都曾經在這裡舉行，如：

大正 15 年「台東團」和「能高團」曾在花崗山棒球場進行交流比賽（如圖十九

所示），另外，花蓮港中學棒球隊在 1941 年春季甲子園台灣區選拔賽以一比零擊

敗嘉農，得以台灣代表出賽，但 1942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甲子園棒球賽中斷，

花蓮港中學棒球隊也就無法如期代表台灣出賽甲子園。 

      

圖十六：空中俯視花崗山運動場                圖十七：日據時代花崗山棒球舉行球賽。  

                                                      
10 照片中的大多數隊員都在昭和 5 年來到台灣進行比賽，這張繪葉書(風景明信片)是昭和初年日

本平安中學的棒球選手合照。後排中央的伊藤投手就是伊藤次郎，也就是原花蓮港廳能高團選手

羅道厚，是台灣第一位打入日本職棒的台灣籍野球員。同排最左邊的岡村，也就是岡村俊昭，就

是能高團團員葉天送，這張繪葉書是他們進入平安中學後所拍攝。 



花蓮棒球的「昔」與「今」 

7 
 

  
圖十八：花崗山棒球場11           圖十九：交歡野球大會，台東團與能高團，大正 15 年(1926) 

 
七、文史資料與訪談的對照： 

    這次訪談文史工作者葉柏強老師，從他手上私藏的照片和我們所讀的文獻，

再加上口述分享多重對照後，發現不同的地方。文獻閱讀的疑惑透過老師澄清說

明之後，讓文獻的意義不會被片面誤解，同時也更能深入當時的環境。 

 

八、問卷整理 

這份問卷是為了瞭解現在花蓮市的中小學生是否知道花蓮日治時期的棒球

史、現在中小學棒球隊的培養以及球員對未來生涯的規畫，當中重點訪問的對象

是花蓮市的國中小學生和高中生，我們一共採訪了 77 位花蓮市區的國小到高中的

棒球隊員，以下是他們的基本資料： 

學校 族群 

漢人 阿美族 太魯閣 布農族 撒奇萊雅 其他 

中正國小 7 11 1 1 0 無 

花崗國中 11 2 2 0 0 無 

花蓮高中 18 2 0 0 0 日本 

花蓮體中 4 10 3 2 2 無 

學校 您就讀目前的學校前曾加入棒球隊嗎? 

曾 不曾 

中正國小 6 14 

花崗國中 4 11 

花蓮高中 14 7 

花蓮體中 18 3 

學校 打棒球的年資 

不到 1 年 3 年內 3～6 年 6 年以上 

中正國小 5 9 6 0 

花崗國中 5 6 3 1 

花蓮高中 6 5 8 2 

花蓮體中 0 0 11 10 

                                                      
11 圖中的尖塔是咖啡館，當時人戲稱為全壘打亭。現址為老人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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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顧過去歷史與傳承 

      經調查後發現，多數學生對於第一支參與「甲子園」棒球賽的隊伍認為是

「嘉農」；其次對於花蓮在地棒球歷史的推廣，從比例上來看幾乎一半以上的球

員都知道能高團的存在，並且讓球員們具有相當的光榮感，同時對於花崗運動公

園曾是第一座棒球場也有一定的了解。 

  

 

 

 

（二）現在中小學球隊的培養 

      針對現在中小學球隊球員，多數加入原因是因為興趣，當中也有以職棒為

目標，在過程當中也有不少的球員考慮放棄，但在球隊訓練過程中，對於「團隊

精神」、「運動家精神」的訓練達到很高的認同度。 

知道

不知道

0 10 20 30 40

2. 請問您知道能高棒球隊嗎？

老師提過

棒球教練提過

家人提過

自己查到的

0 10 20
0 20 40

1

2

沒有

有

0 10 20 30

1

2

不知道

知道

4.能高棒球隊的事蹟讓你有光榮感嗎？ 3.承上題，如果您知道，請問您得知的 

管道是什麼？ 

1.請問日治時期台灣第一支參加甲子園的棒球 

隊是哪一個？ 

 

5.您知道花崗山運動公園在日治時期是 

花蓮一座棒球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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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的規劃 

      在這組回答中多數同學是看好台灣棒球發展，也願意選擇棒球，但是把打

棒球當成職業，卻呈現拉鋸現象，歸納多數學生認為打球「無法成為穩定的工作」、

「成為專業選手的技術訓練門檻高」、「家裡的人不同意」等原因，對於成為職業

選手的所要面臨的「基本生存能力」、成為專業選手需要技術的「訓練資源」也

是一大成本，如此一來就成為很大的考量，影響學生未來是否以此為業。 

 

 

0 10 20 30 40 50

興趣

鍛鍊自己

教練網羅

為了職棒

6.加入棒球隊的原因？

0 50 100

團隊精神

服從精神

榮譽感

運動精神

善用時間

冷靜判斷

0 20 40 60

1

2

不會
會

9.未來您會以打棒球為業嗎？

8.從棒球隊中學習到？ 

10.如果可以重新選擇，您還會選擇打棒球 

嗎？ 

11.請問您看好台灣未來的棒球發展嗎? 

7.您曾經想放棄棒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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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透過這次的研究，我們的結論如下： 

一、完整的了解能高團的歷史背景： 

    (一)能高團曾經一度帶動花蓮的棒球熱潮，甚至是引起日本人關注。 

    (二)組團說法有二：其一，日本政府想要「教化」原住民，所以推動運動 

       訓練；其二，當時為了推動花蓮港的發展，因而組棒球團打響名氣！但 

       不管如何林桂興的努力與成就不可抹滅。 

    (三) 團中成員全為阿美族，多數球員在多次贏得球賽後，陸續被日本人挖 

        角，最後因為江口良三郎病逝，無資源幫助下只能解散。 

    (四) 在戰後，外省人大量移入以及仇日心態之下，甚至因為 228 事件的白 

        色恐怖，加上早期對文獻保存的不關注，所以能高團的歷史就此埋沒。 

二、經過中小學的問卷調查，我們發現與建議： 

    (一)花蓮的棒球選手，對能高團的歷史多少都有了解，而且也有光榮感。 

    (二)他們也看好自己未來的棒球之路，對棒球有高度的認同感。不過，對於 

       這些選手的未來，我們認為政府可以參考日治時期日本政府的做法，當 

       時日本政府會安排球員至公務部門工作，如台糖、台電等，這樣選手才 

       沒有後顧之憂。 

    (三)工商企業的贊助也功不可沒，如果政府能鼓勵企業提供訓練資源，有錢 

       好辦事，這樣就不怕留不住人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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