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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至柔與台灣的高爾夫運動發展 
 

雷小娟  淡江大學 
 

摘要 

周至柔將軍在戰後百廢待興的時代中，因國家的需要大力推廣高爾夫運動，替

台灣的高球運動打下了深厚的基礎。不僅協助老淡水球場的重建與台北球場的創

設，也培育了許多名揚國際的高球選手，並且領導高協使選手們在國內外都有傲人

的成績，其「高球之父」的稱號當之無愧。儘管周至柔對台灣的高爾夫運動有重大

的貢獻，但目前關於周將軍與台灣高球運動的相關文章多偏向介紹性質，無法較為

全面的了解周一生與台灣的高爾夫連結，甚為可惜。因此本文即希望通過《聯合報》、

《中國時報》報載中的相關事蹟，盡可能呈現周至柔對台灣高球界的成就，彌補目

前相關文章之不足，讓更多人了解這位「高球之父」的影響與貢獻。 

 

關鍵詞：高爾夫歷史、台灣高爾夫 

通訊作者：雷小娟 (115278@mail.tku.edu.tw) 
 

壹、前言 

 
二次戰後的台灣經濟百廢待興，暫時受創的高爾夫球場在戰後相繼修復，使本

島的高爾夫運動得以延續日治時期的發展，才造就日後台灣高球選手在國際大賽上

發光發熱。能有如此引以為傲的成績，究其原因台灣的軍方功不可沒，不僅積極興

建球場、推廣高爾夫，更積極培訓球員、協助對外參賽。若要說軍方是台灣高球的

推手，這樣的形容並不為過。1儘管台灣軍方對高爾夫運動的貢獻清晰可見，但由於

缺少國家相關單位的檔案，因此無法就決策過程、執行狀況、經費來源、成果評估

等加以了解。目前軍方與台灣高球之間的關係集中於個人層面，當中要以領導中華

高協 18 年的周至柔最具代表性，相關的文章不在少數。目前關於周至柔的文章受限

於刊登刊物的性質，皆以通俗的介紹為主，甚少註明資料來源。而這樣的文章又廣

為引用，長久下來能夠呈現的面向愈來愈有限，殊為可惜。 
當然，周至柔對台灣高爾夫的貢獻非一篇短文能夠訴盡，因此本文僅以《聯合

報》、《中央日報》中關於周至柔的報導為主要史料，以時間為敘述縱線，輔以現有

的相關文章，期望能將周至柔在高壇上的作為與貢獻更佳的具象化，試圖用更多的

                                         
1 王誼邦，〈台灣高爾夫運動的回顧與展望〉，《身體與文化學報》，第 7 輯(台北：2008.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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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來書寫他在台灣高球界所走過的軌跡。 
 

貳、高爾夫與戰後台灣的外交 

 
台灣第一個高爾夫球場是位於淡水的台灣高爾夫俱樂部(又稱老淡水球場)，其落

成於 1929 年，經過二次大戰的破壞與戰後的整修，之後在美軍顧問團與參謀總長周

至柔的協助下，於 1952 年成為台灣第一座合乎國際標準的 18 洞球場；2 1953 年春

天，何應欽、孫連仲等人發起建造台北高爾夫俱樂部，國軍還出動工兵與機具支援，

隔年 10 月 3 日正式開幕；31956 年 5 月 29 日，在周至柔的督促下，「淡水」與「台

北」兩球場與社會各界的熱心人士聯合成立「中華全國高爾夫協會」，空軍清泉崗與

左營海軍球場也在 1960 年、1962 年相繼啟用。4不管是球場的興建或是組織的建立，

都可以看到軍方的身影，台灣軍方大力推動台灣高爾夫運動的原因何在？ 
周至柔於在 1950 年就任中華民國參謀總長，傳聞時任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的彭

孟緝曾多次向周至柔建言，或許可以從該建言中略窺梗概。彭孟緝向周至柔表示自

己多次率將領參加國際軍事會議以爭取國外支持，而會後的高爾夫聯誼賽往往是建

立私人情誼的所在，但我方將領可用「一竅不通」來形容。彭認為這會影響外援的

爭取，屢次向周至柔反映，於是高爾夫就成為了軍方將領的「必修課程」，接著各軍

種幾乎都有屬於自己的高爾夫球場。5儘管此說有待進一步查證，但大致上符合當時

的時代脈絡，也與台灣的外交實況有關。 
此外，1951 年美軍顧問團(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成立，該團於團

長、副團長、參謀長之下再分設第 1 組至第 4 組等業務組，如陸軍顧問組、海軍顧

問組、空軍顧問組與聯勤顧問組，至 1955 年底，來台的顧問團人數，不含眷屬多達

2,400 人。61952 年「美軍援華顧問團」成立，選擇老淡水球場為其健身與交誼之所，

以推土車填平戰車壕與封閉地下坑道，協助修復使其擁有完整的 18 洞。7周至柔對

淡水球場的整建同樣大力支持，認為高爾夫球場除了健身與交誼之外，更具有政治、

經濟與外交等特殊性，之後南機場(現台北青年公園)改為球場也與其想法有直接的關

係。8因此在考量各種需求之下，台灣的高爾夫球運動便在軍方的支持下展開了，而

周至柔可說是相當關鍵的角色。  
 

                                         
2 李建同主編，《台灣高爾夫發展史》(臺北：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1999)，34~36。 
3 李建同主編，《台灣高爾夫發展史》(臺北：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1999)，123。 
4 李建同主編，《台灣高爾夫發展史》(臺北：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1999)，52。 
5《國會雙周刊》(1993)；該資料以「高爾夫」、「彭孟緝」、「周至柔」為關鍵字在「Google 圖書」

檢索，2013.5.26 檢索。 
6 鄧克雄主編，《美軍顧問團在臺工作口述歷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8)，13-17。 
7 胡清暉，〈淡水高球場地下密佈軍事坑道〉，《聯合報》，2005.1.19，C3 版。 
8 李建同主編，《台灣高爾夫發展史》(臺北：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199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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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周至柔的高球生活 

 
周至柔畢業自保定軍官學校第八期，該校為民初首屈一指的陸軍軍官學校，與

之同期的著名人士有前省主席陳誠以及前國防部長與台大校長孫震。在國民黨尚未

敗退至台灣前，周至柔曾任中央航空學校校長(1933)、空軍軍官學校教育長(1938)、
首任空軍總司令(1946)。1949 年後任參謀總長、台灣省主席(1957)，國家建設委員會

主委(1967)等要職。9周至柔自稱於 1945 年開始接觸高爾夫球後，便開啟了與該運動

的不解之緣，並且表示高爾夫運動應是工商繁榮景象中，中華民國各階層皆適宜的

健身運動。10因此在來台之前，周至柔便對高爾夫產生了個人的興趣，並且認為該運

動適合各種階層。 
周至柔對高爾夫的興趣也保持身體的實踐，親自入場擊球揮桿，經常與孫立人、

何應欽造訪淡水球場。111954 年 10 月 2 日，台北高爾夫球場啟用開幕，何應欽應邀

致開幕辭。在開幕升旗過後由周至柔開球，一桿就飛過了超過 250 碼以上，並以 117
桿名列該俱樂部中擊球總排行第二名。121955 年 7 月 1 日，周至柔與前財政部長徐

柏園在台北球場進行友誼賽，由於前次由徐柏園獲勝，所以本次徐讓周 4 桿。現場

觀賽者約 30 餘人，現場臨時決定敗方的支持者要公開宴請勝支持者，賽前僅 5 人支

持徐柏園。周至柔最後以 7 桿之差擊敗何柏園，何的支持者也依約在台北高爾夫俱

樂部開席。13周至柔早在 1945 年便對高爾夫有了興趣，抵台後同樣保持固定進場揮

桿的習慣，因此周的球技表現確實不俗。 
除了健身之外，周至柔也從高爾夫球中領略了為政與處世之道。1957 年 8 月，

時任台灣省主席的周至柔接受《聯合報》記者的專訪，其中也談到了他喜歡的高爾

夫球運動。每逢假日晴天，周至柔就會身著短領運動衫與短褲膠鞋，頭戴藍色遮陽

帽，在老淡水或在台北球場揮桿。由於周身居政府要職，在打球時依舊與最高當局

保持聯絡，吉普車上專有無線電，一有要事馬上趕回處理。而周至柔強調民主，並

且表示：「今日政治民意為主，以後我要多聽取省臨時議會與各級民意代表的意

見。」、「圍棋給我思想的訓練，使我在處理一件事時，先觀察全局決定戰略，然後

迅速切實的實施。這次我奉命出主台灣省政，我已作過全盤的考慮，我第一顆子將

先把省府本身安定，提高行政效率，才能發揮力量贏得全局。至於將來施政時自然

會遭遇很多困難，不過高爾夫球也給了我一個經驗，只要認清了洞口，那怕多打幾

棒，也要打中的。」14因此高爾夫球不僅僅提供了周至柔身體上的健康，也讓他在省

                                         
9 陸軍一級上將周先生至柔治喪委員會，〈陸軍一級上將周先生至柔行狀〉，《高爾夫年鑑》(台北：

1987.7)，96~97。 
10 王宗蓉，〈領導高爾夫運動三十年 周至柔辭協會職務〉，《中央日報》，1982.4.21，第 5 版。 
11 〈悠然山水間 寫遠東第一球場〉，《聯合報》，1953.9.13，第 3 版。 
12 〈高爾夫俱樂部開幕 何應欽致開幕辭 周至柔發第一球〉，《聯合報》，1954.10.4，第 3 版。 
13 〈周至柔徐柏園昨賽高爾夫〉，《聯合報》，1955.7.4，第 3 版。 
14 楊文璞，〈穩籌省政如弈棋由生活情趣看周主席〉，《聯合報》，1957.8.11，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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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上有了更多的體認。 
 

肆、政府公職期間對高球運動的支持 

 
周至柔擔任軍政要職期間並非專責於台灣高爾夫運動，但是在高球相關的新聞

與賽事中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與其關懷，主要集中於球場的建設與賽事的支持及參

與。 
例如對於南機場球場的補助，1956 年時任國防會議秘書長的周至柔行文至台北

市政府，說明該球場已請省政府補助三萬元，希望市府補助二萬元。15也就是在經費

上直接給予台北高爾夫俱樂部一筆為數不小的補助。在接任省主席之後，關於中部

最大的高爾夫球場，周至柔決定建於台中縣豐原鎮公老坪，該鎮熱心人士組成高爾

夫球場促進委員會商討，並決籌經費一百萬元辦理，周至柔在至豐原巡視時，時鎮

長廖忠雄報告球場地皮收購問題已開始進行。16這座球場就是現在的台中豐原高爾夫

俱樂部。 
1958 年 5 月 2 日，中華民國成為世界高爾夫協會的創始會員國之一。17同年中

華全國高爾夫球委員會邀請鄰近各國的業餘高爾夫球手，參加 7 月 5、6 兩日在淡水

高爾夫俱樂部舉行的「第一屆業餘高爾夫錦標賽」。主辦此一比賽的民航空運公司比

賽委員會主席曾長坤表示，已獲得中華全國高爾夫委員會主任委員陳長桐的允諾，

聘請台北高爾夫俱樂部總幹事孫桐崗為特別顧問。此項賽事冠軍將由省主席周至柔

頒給「主席杯」，其他優勝者亦將獲各種獎品，同時舉行餐會，招待全團與賽人員。
18這項比賽是當時台灣規模最大的高爾夫賽事，周至柔特別與財政部長徐柏園、美國

駐華安全分署副署長包登、及民航公司總經理葛蘭第擔綱首發的表演賽事。19這項賽

事成為台灣當時最重要的高爾夫賽事之一。 
1959 年 6 月 11 日，第二屆主席杯由民航公司主辦，在淡水高爾夫俱樂部開打，

國外的參加者約一百人，於 8 日起陸續自琉球、香港、東京、漢城、馬尼拉、曼谷

等地飛來台北參賽。連同台灣的參賽者共 90 人，將一連舉行 4 天的比賽。20總桿數

最低者將獲得省政府主席周至柔所贈的「主席杯」，淨桿數最低者(男子的差點以 24
計算)將獲得「民航杯」。女子淨桿數最低者(差點 30)將獲得「女子杯」。21第 3 屆「主

席杯」同樣由民航公司主辦，周至柔擔任開球貴賓，並且與中國銀行董事長徐柏園，

中華全國高爾夫委員會主任委員陳長桐、民航公司總經理葛蘭第等 4 人一組，自第

                                         
15 〈北市上年度總決算 教育部門全部凍結〉，《聯合報》，1956.1.12，第 3 版。 
16 〈縣農會請收回后里牧場〉，《聯合報》，1958.3.16，第 3 版。 
17 李建同主編，《台灣高爾夫發展史》(臺北：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1999)，298。 
18 〈高爾夫錦標賽下月初舉行〉，《聯合報》，1958.6.20，第 2 版。 
19 〈主席杯高爾夫球賽今日揭幕〉，《聯合報》，1958.7.5，第 2 版。 
20 無標題，《聯合報》，1959.6.7，第 3 版。 
21 〈主席盃高爾夫 今在淡水開賽〉，《聯合報》，1959.6.11，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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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洞球台出發參加表演賽。同時何應欽、孫連仲兩將軍及中信局副局長王慎名、民

航公司業務運務副總經理葛琳等 4 人一組，由第十洞發球台出發作表演賽。22因此周

至柔不僅以該職位「省主席」作為該項賽事的最高榮譽象徵，更親自下場進行表演

賽，親身示範自身對高爾夫球的熱愛。1961 年 10 月在淡水球場舉辦的「國慶杯」

周至柔親自下場，與孫連仲、菲駐華羅慕斯大使共同競技。23 
1962 年 1 月初，周至柔宣布該年 5 月第 1 週為「中華民國台灣省高爾夫球週」，

並將第 5 屆業餘高爾夫球錦標賽訂於 5 月 2 日到 6 日舉行。當時這項賽事已經成為

遠東規模最大的賽事之一，共打 72 洞，「主席杯」將頒給總桿數最低的優勝者，而

「民航杯」則歸淨桿數最低的優勝者。24該項賽事已連續舉辦多年，但是周至柔宣布

的「高爾夫球周」卻可能是中華民國開國以來高爾夫運動的以來的首例，至今同樣

後無來者。 
 

伍、高爾夫主委期間的積極作為 

 
1965 年，周至柔卸下省主席後接任全國高爾夫協會的理事長，更加直接的參與

國內的高爾夫事務，不僅開辦首屆「中華民國公開賽」，台灣的球員們也開始在亞洲

甚至是世界舞台上嶄露頭角，周至柔也不吝於給這些球員公開的鼓勵與支持。 
1965 年 4 月 9 日，中華民國公開賽在淡水球場舉行，由何應欽擔任開球，擊出

了 180 碼的佳績。兩百多位球僮一擁而上搶拾這顆首屆賽事的開幕球，最後由在淡

水球場服務 5 年的許八郎獲得，周至柔立即頒發五百元給這位幸運的球僮。25這次的

公開賽由時年 27 歲的許溪山獲得冠軍，並且在台北國賓飯店摘星廳舉行閉幕典禮，

由周至柔親自頒獎，獎金五萬元。26儘管該項活動無法證實是否出自於周至柔本人的

構想，但兩百多位球僮搶球的「盛況」想必相當壯觀，其景況與紅包也給了首屆公

開賽一個熱鬧與吉祥的開始。 
1966 年 11 月 27 日，周至柔曾頒給呂良煥一面「為國爭光」的金牌，以獎勵呂

良煥在當年 10 的加拿大盃國際賽中第 3 名的成績。27時隔 5 年，1971 年呂良煥在英

國公開賽中以 1 桿之差輸給 Lee Trevino 而名列亞軍，這是台灣人首次在「四大賽事」

中拿下前三名的佳績(同年又獲法國公開賽冠軍)。28該年 8 月 10 日早上八點半，教

育部長羅雲平在部長室頒給呂良煥體育獎章，晚間則由周至柔設宴款待這位高球名

將。周至柔在宴會上致詞指出，呂良煥的成績不僅是個人與國家的光榮，還是整個

                                         
22 〈高爾夫賽今天揭幕 三百餘位名將交鋒〉，《聯合報》，1960.6.9，第 2 版。 
23 〈國慶杯高球賽抽籤完畢 周至柔孫連仲均將參戰〉，《聯合報》，1961.9.25，第 2 版。 
24 無標題，《聯合報》，1962.1.13，第 2 版。 
25 〈高球公開賽 昨登場角逐〉，《聯合報》，1965.4.10，第 2 版。 
26 〈我高爾夫公開賽 許溪山獲冠軍〉，《聯合報》，1965.4.12，第 2 版。 
27 ，〈全國高球委員會頒金牌贈名將呂良煥〉，《中央日報》，1966.11.28，第 5 版。 
28 宋永祥輯，〈世界四大比賽簡介〉，《高爾夫年鑑》(台北：199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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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的光榮。這似乎說明了台灣的高球選手準備開始在世界與台上發光發熱。29周至

柔在宴請呂良煥時也表示，高球不應被視為是「貴族運動」，但卻被列為抽娛樂稅的

特種營業項目，未免不公平。30 
1972 年 10 月，改組後的全國高爾夫協會仍由周至柔擔任主委。31該年 11 月 29

日，呂良煥與謝敏男抱著第 20 屆世界杯高爾夫錦標賽的冠軍杯凱旋回國。早上 10
點 50 分的國泰班機返抵台北時，在松山軍用機場受到盛大的歡迎，中華高爾夫委員

會主任委員周至柔將軍，中華體協理事長楊森將軍等到機場迎接。32晚間 6 點半在三

軍軍官俱樂部舉行聯合歡宴，中華高爾夫委員會名譽會長何應欽將軍、主任委員周

至柔將軍、全國體協理事長楊森將軍、教育部次長朱匯森等都頒獎給謝敏男與呂良

煥，僑委會委員長毛松年也頒海光獎章給他們。33除了男子選手之外，1975 年 3 月

24 日，涂阿玉與日本選手鳥山進行延長賽後贏得總獎金八百萬圓(二萬六千六百六十

六美元)的廣島女子高爾夫球公開賽冠軍，涂阿玉回國後周至柔同樣設宴款待。34連

著幾年台灣都有球員在一級的國際賽事中獲得好成績，周至柔領導下的高協可謂喜

事連連。 
1975 年 4 月 6 日，中華民國公開賽在陰雨中的淡水球場閉幕，郭吉雄獲得冠軍，

但該次的公開賽的閉幕卻出現了一段過去不曾有的默哀。當時的總統蔣介石於 4 月

5 日辭世，閉幕典禮由大會執行長陳茂榜代表全國高爾夫委員會主任委員周至柔主

持並頒獎，典禮中並為總統的逝世默哀三分鐘。35周至柔前一日(5 日)通知所屬各地

球場及練習場，今起停止開放 3 天，並指示在淡水球場舉行的公開賽頒獎典禮儘量

簡單結束。36顯見周至柔除了領導高球有方，亦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度，避免不必要

的批評。 
1978 年 6 月 7 日上午，周至柔及空軍總司令烏鉞等 6 位空軍將領在林口高爾夫

球場舉行了一場特別友誼賽，迎接來台訪問的美國飛虎協會會長克羅斯等十餘人。

參加這項盛會的美方人士有志願大隊協會前會長希爾准將、會長克羅斯、副會長歐

德爾夫婦等十多人，並由羅英德、陳衣凡、陳鴻銓、衣復恩等將軍作陪。他們都是

當年抗戰時在空中並肩作戰的伙伴。周至柔特以精製獎杯，贈送給「客隊」前三名，

他們是金鮑爾、尤柏萊夫人及克羅斯。37雖然這是場有好的外交場合，但隔年美國便

拋下了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外交關係。同年，周至柔因為腦血管病

變中風，半身不遂，開始以輪椅代步。38 

                                         
29 〈呂良煥昨榮獲部頒體育獎章 周至柔設盛宴歡迎〉，《中央日報》，1971.8.11，第 5 版。 
30 〈呂良煥昨榮獲部頒體育獎章 周至柔設盛宴歡迎〉，《中央日報》，1971.8.11，第 5 版。 
31 〈全國高球會 今常委會議〉，《聯合報》，1972.11.10，第 6 版。 
32 〈揚威國際大賽雙雄奏凱 呂良煥謝敏男載譽歸來〉，《聯合報》，1972.11.30，第 3 版。 
33 〈培植新人 決定捐出獎金 台北淡水到處熱烈歡迎〉，《聯合報》，1972.11.30，第 3 版。 
34 〈廣島高球賽涂阿玉奪魁〉，《聯合報》，1975.3.24，第 8 版。 
35 〈我高球公開賽昨閉幕 郭吉雄蟬聯冠軍〉，《聯合報》，1975.4.7，第 8 版。 
36 〈全國高球場 關閉三天〉，《聯合報》，1975.4.7，第 8 版。 
37 〈藍天比翼抗日寇 綠茵揮桿念舊誼中美飛將軍昨賽高球〉，《聯合報》，1978.6.8，第 8 版。 
38 陸軍一級上將周先生至柔治喪委員會，〈陸軍一級上將周先生至柔行狀〉，《高爾夫年鑑》(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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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國家危難與個人健康大不如前，周至柔依舊為了台灣高爾夫運動克盡己

力，盡可能親自到賽事現場為選手加油打氣。例如 1981 年 4 月在新竹新豐球場的中

華民國公開賽，周至柔便從台北搭車，坐在輪椅上觀賞比賽。39並且在個人健康不佳

的情況下，推動國內高爾夫選手的獎助辦法，這便是 1979 年中華高協訂定訂定「優

秀選手深造獎助實施辦法」，給職業球員無息貸款，支助他們前往美國高爾夫學校進

修。40 
對此周至柔表示一般選手必須在美國職業高爾夫學校進修，通過考試，才能取

得參加世界性的重大比賽。我國只有 4 名女選手通過這項考試，男選手則無。高協

有鑑及此，特於日前由常務理監著會議通過優秀選手獎助辦法，規定凡是有發展潛

力的優秀業餘選手，在轉為職業後三年內，年齡未滿三十歲，並自願赴美進修，經

審查合格者，均可申請無息貸款。這項貸款包括雙程機票，全部學雜費，以及生活

食宿費用等。獲得貸款支助的選手，應努力爭取參加美國公開賽、美國職業錦標賽、

美國名人賽、英國公開賽和美國巡迴賽等世界性大賽為目標。41這項辦法是中華高協

首次將對職業選手的援助予以制度化，完成於周至柔理事長任內。 
1981 年 8 月 7 日，周至柔再度當選高協理事長，也讓他成為當時全國三十多個

單項運動協會中，年紀最長的領導人物(83 歲)。儘管周至柔因為年紀的關係再三請

辭這項職務，但是再各方友好勸留後，最後還是答應繼續為高爾夫運動盡心盡力。42

該年 9 月 8 日，周至柔在輪椅上接受 37 國高球選手的致意時，不禁真性情的熱淚盈

眶，因為想到此一國際賽事成真了，月初時行政院不僅開放球場興建，更加高爾夫

從「娛樂」項目改為「運動」項目。當這些長久以來的願望皆一一達成時，周至柔

留下了喜悅的眼淚。43但是原本 4 年的理事長任期，最後周至柔只做了 10 個月。 
 

陸、卸下主委的擔子 

 
1982 年 5 月，周至柔以健康關係堅辭理事長的職位，同年 8 月協會改選由許金

德接任。44周至柔擔任高協主委共 18 年，其任內台灣高球對外比賽成績卓著，國際

比賽中一共拿下了團體冠軍 27 次、亞軍 9 次、季軍 8 次、第 4 名 7 次以及個人冠軍

392 人次、亞軍 310 人次、季軍 221 人次、第 4 名 170 人次。其中包括職業世界盃

                                                                                                                           
1987.7)，97。 
39 〈周至柔將軍眾望所歸，要繼續領導我國高爾夫球協會〉，《聯合報》，1981.8.8，第 5 版。 
40 〈為參加世界賽舖路 優秀高球選手赴美國進修 可獲無息貸款獎助〉，《聯合報》，1979.4.26，

第 8 版。 
41 〈為參加世界賽舖路 優秀高球選手赴美國進修 可獲無息貸款獎助〉，《聯合報》，1979.4.26，

第 8 版。 
42 〈周至柔將軍眾望所歸，要繼續領導我國高爾夫球協會〉，《聯合報》，1981.8.8，第 5 版。 
43 〈體壇老兵周至柔〉，《中央日報》，1981.9.9，第 3 版。 
44 〈汪治隆有功高爾夫 獲贈銀盤紀念〉，《聯合報》，1982.10.21，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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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及個人冠軍、業餘世界盃團體季軍及個人冠軍、亞洲盃 4 次團體冠軍等國際性

重大比賽。45如此輝煌的成績，可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正因為對台灣高球的貢獻與對選手的關懷，國內 93 名職業高球選手聯名寫了一

封信給周至柔，當中最令人動容的一句話是「若非周將軍極力在各方面全力協助、

支持，我們大多數的人，至今可能仍僅是在球場上為客人背桿子的球僮。」周至柔

曾協調各球場，每星期開放一天，讓桿弟免費揮桿練習打球，造就了許多高爾夫英

雄，也改變了許多桿弟未來的命運。46這些球員對周至柔的感謝可說是溢於言表。謝

敏男的長子謝雅博甚至是周至柔取名的。47 
1982 年 8 月 11 日，職業高爾夫名將謝永郁、許勝三代表全國職業高爾夫選手，

以巨型浮雕像致贈周至柔，感謝他對台灣高球界 18 年的領導；48教育部、內政部、

社工會、體協與奧會等 5 個單位亦贈送「功在體壇」獎牌；49高協也在同年 8 月 26
日贈送周至柔一座雕塑銅像。50 

不管是浮雕還是銅像都相當有意義，但最有趣的應屬全台第一部高爾夫電動車

「至柔號」。1982 年 12 月 11 日，周至柔在新竹球場歡度 84 歲壽辰，該球場準備了

8 層高的大蛋糕、壽桃、壽麵為其賀壽，全國高爾夫理事長許金德及高球界人士 50
多人前往祝賀。此外，全台灣第一部高爾夫電動車也在當天啟用，並且命名為「至

柔號」。該電動車購價 20 萬元，周至柔對這項設備表示讚許，認為這種車輛可以裝

載器材，在歐美及日本已普遍使用，可節省昂貴的桿弟費用。51順帶一提，《聯合報》

駐美特派員毛樹清曾在 1959 年 8 月的文章中提到，周至柔把高球場上背桿子的球僮

譯為「桿弟」，桿弟一詞或許真有可能是出自周將軍之手筆。52 
1983 年 12 月 10 日至 11 日，首屆「至公盃邀請賽」在台北球場開打，總獎金

為 50 萬元，呂良煥了捐獻 2 尺高、1 尺寬的純銀的冠軍獎盃，讓 20 名職業好手共

同競逐。53最後新秀沈忠賢在加洞延長賽中擊敗謝玉樹，獲得至公盃邀請賽冠軍。沈

忠賢擊出低於標準 3 桿的 69 桿，除獲得最低桿獎金 1 萬元外，兩天的成績和謝玉樹

同為 141 桿，隨後在延長賽的第 1 洞脫穎而出，獲獎金 8 萬元，居次的謝玉樹獲 5
萬元。該項比賽是為了慶祝周至柔將軍 85 歲生日而舉辦，獲獎球員則由周至柔親自

頒獎。54之後周至柔一連參加了 3 屆的至公盃，1985 年的至公盃更是「星光閃閃」，

有數十位將軍參與其中，光是四星上將就有彭孟緝、高魁元、黎玉璽、宋長志、郝

                                         
45 宋永祥，〈周至柔將軍 我國近代體育播種功臣〉，《高爾夫年鑑》(台北：1985.7)，38。 
46 李廣淮，〈蕭蕭白髮老將軍 謙謙君子周至柔〉，《高爾夫年鑑》(台北：1983.7)，4。 
47 〈謝敏男喜獲麟兒 周至柔命名雅博〉，《聯合報》，1982.8.12，第 5 版。 
48 〈高協訂期改組〉，《聯合報》，1982.8.12，第 5 版。 
49 〈功在體壇 周至柔辭高協理事長 五單位致贈獎牌〉，《聯合報》，1982.8.20，第 5 版。 
50 無標題，《聯合報》，1982.8.27，第 5 版。 
51 〈周至柔慶生日 電動車昨啟用〉，《聯合報》，1982.12.12，第 5 版。 
52 毛樹清，〈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黃臉孔參議員鄺友良打開華裔參政之門〉，《聯合報》，1959.8.4，

第 2 版。 
53 〈至公杯高球賽今天登場〉，《聯合報》，1983.12.10，第 7 版。 
54 〈沈忠賢 稱霸至公杯〉，《聯合報》，1983.12.12，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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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村等 5 人。此外尚有陳衣凡、王多年、馮啟聰、烏鉞、司徒福、蔣仲苓、馬紀壯、

張國英、鄒堅、馬安瀾、吳寶華、郭汝霖、溫哈熊等將領參加。55職業球員方面有男、

女共 41 人應邀參，角逐一百萬元總獎金。56這也是周至柔人生中最後一次的生日，

並且與這些軍中同袍在高球場上共度這溫馨的時刻。1986 年 8 月 29 日，周至柔病

逝台北三軍總醫院，享年 89 歲。 
 

柒、結語：離世與紀念 

 
周至柔病逝隔日，《中華日報》、《民生報》、《中國時報》、《聯合報》、《中央日報》

等皆刊出了相關的消息，成為當天的重要新聞。報導中皆強調周至柔對國家以及台

灣體育界的貢獻。《中國時報》稱周早年是「我國現代空軍創始者」，晚年是「台灣

高爾夫球之父」。57《中央日報》也同樣表示周至柔有「高爾夫球之父的雅譽」。58行

政院更呈請總統發褒揚令以紀念這位戰功彪炳的陸軍一級上將。591986 年 9 月 30
日，周至柔的喪禮在台北市第一殯儀館景行廳舉行，總統蔣經國派總統府參軍汪敬

煦代表致祭，公祭後的大殮由谷正綱、袁守謙等人覆蓋國民黨黨旗，彭孟緝、王叔

銘、郝柏村、宋長志 4 位一級上將覆蓋國旗。60周至柔一生為國家犧牲奉獻，而國家

最後也用隆重的喪禮送他走最後一程。 
    儘管周至柔已經過世，但是高球界對他的懷念並沒有停止。1987 年的《高爾夫

年鑑》刊載了周至柔的紀念專輯，收錄周至柔的訃聞，以及其逝世隔日台灣各報的

相關文章。61該年 12 月 26 日，第一屆「至公紀念盃公開賽」在台北球場舉行，列為

台灣高爾夫巡迴賽的第 2 站，總獎金一百萬元。621988 年 12 月 6 日上午 9 點，周至

柔生前好友，袍澤及高球界人士聚集於台北善導寺，為他舉行 90 歲冥誕悼念會。兩

天後，第 2 屆「至公紀念盃公開賽」登場，72 名職業球員人角逐二百萬元的總獎金。

高協以此賽事來紀念這位領導國內高爾夫運動 30 餘年，並有輝煌成就的「台灣高爾

夫球之父」。63 
    不管是基於個人興趣還是著眼國家外交，周至柔對於推廣台灣高球發展可說是

有目共睹，至今仍舊無人能及。在位居政府要職期間盡所能以職務之便給予球場協

助，任高協理事長後更加積極地拓展高球版圖，更難得的是他身體實踐，甚至從這

                                         
55 〈台北球場‧星光閃耀〉，《聯合報》，1985.12.16，第 7 版。 
56 〈高球至公杯賽．開鑼〉，《聯合報》，1985.12.14，第 7 版。 
57 黃輝珍，〈叱吒疆場創始空軍實「至」名歸 粽恆球場提倡圍棋非「公」莫屬〉，《高爾夫年鑑》

(台北：1987.7)，104。 
58 〈縱橫沙場球場 腳踏兩個世紀 周至柔昨病逝三總〉，《中央日報》，1986.9.30，第 3 版。 
59 〈行政院呈請褒揚周至柔〉，《中央日報》，1986.9.26，第 2 版。 
60 〈周至柔喪禮昨舉行 總統特派代表致祭〉，《中央日報》，1986.10.1，第 2 版。 
61 中華民國高爾夫球協會主編，《高爾夫年鑑》(台北：1987.7)，95~107。 
62 〈至公杯邀請賽 眾職業好手比桿〉，《聯合報》，1987.12.24，第 7 版。 
63 〈至公杯高爾夫賽 八日起台北競技〉，《聯合報》，1988.12.6，第 10 版體育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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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運動中體悟了為官從政之道。周至柔的影響依舊直至今日，稱呼他為「台灣高爾

夫運動之父」可說是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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