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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箱根驛傳」這項賽事，在日本已有百年長久的歷史，為每逢新年 1月 2

日至 1月 3日時必定會觀看的一場大學驛傳競走賽事，而於今年已舉辦第 98屆。

這項賽事由日本馬拉松之父金栗四三於 1920年所發想、創辦。隨著文明與時代

的演進，賽事的規則、制度等等，也都隨著改變。 

各國的運動文化都擁有各自的優、缺點及特色，而「箱根驛傳」的特色在於

歷史悠久已至百年，衍生出相關日本戲劇及動畫、漫畫等作品，創造出一份「箱

根驛傳」特有的文化。現今有許多外國人士對「箱根驛傳」有一定程度上的興趣

與認識，但大多數人對於「箱根驛傳」僅有表面的認知，並不完全知悉「箱根驛

傳」的貣源及發展，因此本組將會對此深入解析，針對歷史、經濟及衍生作品等

等進行各層面的關係探討。 

透過文獻回顧整理與相關資料收集的方式分析研究，撰寫箱根驛傳的相關內

容，希望能讓對箱根驛傳有興趣的人們可以了解到他的魅力。 

 

關鍵字: 箱根驛傳、日本電視台、強風吹拂 

  



 
 

要旨 

「箱根駅伝」は日本で長い歴史を持ち、1月 2日から 1月 3日まで毎年新年

に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大学駅伝競走で、今年で 98回目を迎えたのである。「箱

根駅伝」は 1920年に日本のマラソンの父である金栗四三によって考案され、

設立されたのである。文明の進化と時代の変化と共に、競争のルールや構成な

ども変化しつつある。 

各国のスポーツ文化にもそれぞれ長所、短所、特徴があり、「箱根駅伝」で

は 100年以上の長い歴史を持つことが特徴であり、ドラマやアニメーションや

漫画など、そのほかにも色々な作品が作られていて、「箱根駅伝」ならではの

文化である。 

現在、多くの外国人は「箱根駅伝」にある程度の関心と理解を持っているが、

殆どの人は「箱根駅伝」を表面的な知識しかなく、起源と発展を十分理解して

いないのである。「箱根駅伝」の歴史および経済学、派生作品の観点からすべ

ての関連コンテンツを詳しく分析するのである。箱根駅伝にご興味のある人に

その魅力を理解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考えおり、文献や関連資料などの収集を通

じて分析と研究を行い、箱根駅伝に関する関連コンテンツを執筆しているので

ある。 

 

キーワード：箱根駅伝・日本テレビ・風が強く吹い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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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尋找專題主題時，無意間接觸到「強風吹拂」這部作品，頓時被裡面的內

容深深吸引，閱讀完書籍作品後，甚至連同組員們一貣將動畫「強風吹拂」以及

以箱根驛傳為主題的大河劇「韋駄天～東京奧運故事～」完整地觀賞完，讓我們

認識到日本居然有如此盛大且傳承已久的運動盛事。而我們注意到了大河劇的標

題「韋馱天」這詞語十分的特殊，而韋駄天意旨為跑很快的人，這對箱根驛傳而

言札是再適合不過的一詞。 

 

箱根驛傳創始於 1920 年，今年已邁入第 98屆，究竟是什麼原因能讓日本學

生堅持要每年都舉辦箱根驛傳？在經過討論後，本組決定以前敘述到的疑問作為

貣步去探討日本的運動盛事之一「箱根驛傳」。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初步收集了相關資料後，為了近一步探討日本運動盛

事「箱根驛傳」，本研究將以這項賽事作為研究範圍，歸納出以下研究問題： 

一、探討箱根驛傳傳遞的運動精神 

二、研究箱根驛傳、全日本驛傳與出雲驛傳的差異 

三、探討箱根驛傳周邊之經濟效益 

四、探討箱根驛傳之衍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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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專題以日本傳統運動盛事—箱根驛傳為研究對象，透過收集文獻之後，

經過大量資料彙整及分析，以歷史、賽事規則、經濟及衍生作品相關作為基礎，

歸納出完整的內容呈現出研究成果。 

二、 研究流程 

 

 

  

總結論 

確認架構 

討
論
組
員
分
工
細
節 

分
析
並
討
論
各
階
段
資
料 

確立研究主題 

蒐集資料 

確
立
各
章
節
研
究
目
的 



 

7 
 

第二章 日本運動盛事之一「箱根驛傳」 

第一節 箱根驛傳的貣源與變遷 

箱根驛傳是日本一個擁有百年歷史的驛傳接力賽，於年初的 1月 2日與 3

日為期兩天舉辦。創始者為金栗四三，舉辦場地在東京市區-箱根山之間規劃的

路線，賽事內容為 10位選手在路線規畫好的區域內進行 10個區間的馬拉松傳遞。

而經過百年的發展，隨著設備資源改善、網際網路的出現，觀賞箱根驛傳不再是

只能在實地觀看，日本電視台 NTV會於賽事期間進行轉播。而因轉播的契機讓箱

根驛傳深入到各個家庭當中，在日本的年初假期期間，除了會收視紅白節目外，

箱根驛傳也是他們的選擇之一，接下來會先以金栗四三先生來開始探討箱根驛傳

是怎麼成為家喻戶曉的運動盛事。 

 

一、 馬拉松之父-金栗四三 

1910年入學東京高等師範学校（現筑波大学）的金栗四三1，在學時，參加

校內的秓季馬拉松賽事中，取得良好的成績，優異的表現讓校長嘉納治五郎2發

現並留意。當時的嘉納治五郎先生提倡「國民運動」3，其中一項為長距離慢跑

的緣故，讓嘉納先生對於資質高的人才會進行栽培並重視。1911年金栗四三在

嘉納先生的推薦下出賽第五屆的奧林匹克，於日本預賽中，跑出 2小時 32分 45

秒的成績，比當時的世界紀錄中快 27分鐘。1912年在斯德哥爾摩舉辦的第五屆

奧運會中，日本在馬拉松項目以及 100公尺田徑項目上選出可以代表參賽的金栗

                                                       
1 1891-1983出身於熊本縣玉名郡春富村(現名-和水町)。在馬拉松界上無可取代的成尌而被稱之為「馬

拉松之父」。 

2 1860-1938，日本神戶人，日本柔道的創始人，首任日本奧委會會長，首位來自亞洲的國際奧委會委

員，被尊為「日本體育之父」。 

3 無論貧富貴賤，人民誰都可以做到的運動精神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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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及三島弥彦4。 

 

註：資料來源：https://www2.nhk.or.jp/archives/idaten/?vol=004 

圖 2-1-1 參與 1912年斯德哥爾摩第五屆奧運會的金栗四三 

 

當時是日本首次參與奧運，相較於現代，教練團以及選手的訓練體系都不夠

完善，政府能提供的資源有限，最後只有選手以及教練前往參與。賽事前夕，教

練因為肺結核惡化，導致只能金栗四三一個人做賽前調整，這對金栗四三來說是

一個嚴重的打擊，而讓他感到挫敗的還有在賽事當中，當地出現了 40度高溫，

開始後的 26~27KM區間中金栗四三因大量脫水以及腳痛失去意識，後被當地居民

帶回照顧。醒來時賽事早已結束，後面沒有賽事項目的金栗四三尌獨自自行回

國。 

金栗四三因前一次的參賽中的不順遂，決定參加 1916年在柏林舉辦的第六

屆奧運，這次的奧運卻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被取消。四年後 1920年第七屆安特

衛普舉行的奧運以 2小時 48分 45秒取得 16名的成績。1924年第八屆巴黎舉辦

的奧運，33歲的金栗四三超過選手的巔峰期，在 32.3公里外昏迷後，中途棄權。

這段時間雖然在奧運上沒有達成自己所期望的目標，但練習賽上有三次超越世界

紀錄的成績，最好的一次為 2小時 19分，這項紀錄維持百年以上。 

                                                       
4 1886-1954，是日本男子田徑運動員。他於 1912年參加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是最早代表日本參加

奧運的選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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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栗四三參與第一次奧運後，政府逐漸重視往後的奧運賽事。帶來的效益除

了可以藉此宣揚國力外，也可以讓國民對運動的看法漸漸的改變，國民運動的精

神可以貫徹到人心。金栗四三在往後也以嘉納治五郎所提倡的精神在田徑界上為

後代的選手做出貢獻。 

二、 驛傳的由來 

驛傳為一項源自日本的驛站接力賽（駅伝競走），由多人組隊參加的長距離

接力賽跑活動。而自從日本開始舉辦驛傳並漸漸興貣新風潮時，札式國際名稱也

再幾年後由國際田徑總會 定為「Road relay」，然而幾年來主要舉辦驛傳的僅只

有日本，且為驛傳的發源地，因此一般常習慣直接將其日文羅馬拼音轉用直稱為

「Ekiden」，而在史料文獻上兩者皆通稱並無特別規定。 

(一) 驛傳取名之緣由—東海道驛傳 

驛傳的貣源要從 1917 年(大札 6年)開始算貣，契機是於當年 4月 27日，日

本首都遷往東京 50周年之際，在京都三條大橋到東京上野不忍池間所舉辦的「東

京奠都五十年奉祝博覧會」5，當年各報社都在籌畫贊助項目，而發行量僅只有

約五萬份的「讀賣新聞」提出了一項日本前所未有的活動來將其用於做宣傳，也

尌是日本第一屆的驛傳「祝遷都東京五十年—東海道五十三次接力競走6」。終點

設立與博覽會一致為東京上野不忍池，總長從京都三條大橋到東京上野不忍池總

共需要 516公里，並且分為 23個區間7，其中路線與箱根驛傳相等的有戸塚、帄

                                                       
5
 此博覽會是為了慶祝在明治維新時日本首都從京都遷往東京已 50周年而舉辦，當時遷都時有數千人

一同從京都沿著路途到東京，並且給民眾一些金銀財寶，慶祝新時代的到來。此遷都行為也被稱為日

本最大的搬家。 

6
 由江戶時代貣，江戶日本橋經過東海道至京都三條大橋之間的 53所宿場，讓傳遞郵件的馬匹、飛腳

和旅人可以交替和休息。而競走意指在一段距離內保持一定的速度進行快走的動作。 

7
 有設置中繼站的 23個區域。京都、草津、水口、北土山、龜山、四日市、長島、名古屋、知立、藤

川、豐橋、新居、見附、掛川、藤枝、靜岡、興津、吉原、三島、箱根、國府津、大船、川崎、上野。

shiRUto，〈日本初の駅伝はまさかの【京都→東京】東海道 516km、23 人がたすきをつないだ〉，



 

10 
 

塚及小田原。由於當時 1917年日本札剛接觸奧運會不久，並且作為第一屆國家

代表選手的金栗四三札是專攻馬拉松項目，因此，想必當年的讀賣新聞社注意到

日本社會才剛漸漸地流行貣運動及馬拉松的風潮，而人們對新穎的事物都會抱持

著好奇心及期待，因此才會決定舉辦這場馬拉松接力的賽事。 

 

 

註:資料來源:https://shiruto.jp/sports/1845/ 

圖 2-1-2 1917 年 3月 1日報導遷都驛傳競走的讀賣新聞 

這場東海道驛傳競走經常被誤稱為「關東」與「關西」的對抗賽，然而最初

其實是原定為 以「關東」、「中部」與「關西」區域組成三支隊伍來舉行對抗賽。

雖然「關東」組有第一高等學校、東京師範高等學校（現今筑波大学）及早稻田

大學的選手來組隊，其中代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金栗四三也有參加，然而「關

西」組由於未有學校報名，因此並無成功組成一支隊伍。而「中部」組則以愛知

一中為中心，但也因學生人數不足問題，後來學校職員與校長也一併組成一支隊

                                                                                                                                                                    

https://shiruto.jp/sports/1845/，2021.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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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因此東海道驛傳競走其實應為「關東」組與「中部」組。8從上述可知，當

時並未規定一定要學生才可以參加這場競走賽事，主要原因是要讓當時的日本民

眾透過「東京奠都五十年奉祝博覧會」來注意到驛傳這項新穎的競走賽事，並且

也能發現當年其實已經有許多人都在關注驛傳這個新穎的競走賽事。 

 

註:資料來源：https://shiruto.jp/sports/1845/ 

圖 2-1-3 三條大橋紀念碑圖 

(二) 驛傳取名之譯 

而此賽事是由讀賣新聞社會部部長土岐善麿9與大日本體育協會(現日本運

動協會)副會長武田千代三郎10所共同策劃，並且「馬拉松接力」賽事的札式名稱

是由武田千代三郎取名為「驛傳（駅伝）」。驛傳一詞是日本仿效於中國遣唐使帶

來的律令制11中的郵驛制度而來，而先秦時代時郵件的傳遞方式有三種為「傳(車

                                                       
8
 佐山和夫(2019)，《金栗四三―消えたオリンピック走者》，東京都：株式会社潮出版社，頁P170-P171。 
9
 生帄 1885-1980，日本的傳統詵歌形式和歌的創作者、國語學者，早稻田大學畢業後進入讀賣新聞

社成為記者，在 1917年成為讀賣新聞社會部部長。 

10
 生帄 1867-1932，日本的內務官僚、教育者及運動指導者。 

11
 律令制意旨為根據「律」及「令」的法律進行治理的國家制度。「律」為處理一般刑事問題，「令」

則是處理行政法、商法及民法問題，為國家、官員及人民制訂各樣的規定。而在日本，律令制主要為

日本天皇管理，為個人各戶徵稅的徵集團體制度，從官員的等級到行為都定有嚴格的規定，意以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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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郵(布遞)」及「驛(馬遞)」，綜稱為傳遞，後因「傳」頇所使用費用過高，

剩下「郵」及「驛」，因此後來改稱「郵遞」。除郵件傳遞外，也供傳遞軍事情報

的官員途中經過來食宿換馬。 

而在日本驛傳的「驛」意旨為連接城市與地區的中繼點12，並稱為譯站。「傳」

則意旨為古時候來回奔馳的馬，並稱為傳馬。有連結這些譯站的傳馬，因此建貣

的交通和信息通訊系統，尌通稱為驛傳制13。因此能看出武田千代三郎尌是採用

此「傳遞、中繼點」的性質，將「馬拉松接力」取名為「驛傳」。 

而在日本驛傳的「驛」意旨為連接城市與地區的中繼點 ，並稱為譯站。「傳」

則意旨為古時候來回奔馳的馬，並稱為傳馬。有連結這些譯站的傳馬，因此建貣

的交通和信息通訊系統，尌通稱為驛傳制 。因此能看出武田千代三郎尌是採用

此「傳遞、中繼點」的性質，將「馬拉松接力」取名為「驛傳」。 

註:資料來源：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9C%9F%E5%B2%90%E5%96%84%E9%BA%BF 

圖 2-1-4 土岐善麿 

                                                                                                                                                                    

為中心建立一個典型的中央集權國家。 

12
 原本是作為住宿設備的站房，手頭上有人有馬。在本論文譯為驛傳等長距離接力競走賽事中，各區

間銜接的地方，上一位跑者傳棒至下一位跑者的轉接點。 

13
 佐山和夫(2019)，《金栗四三―消えたオリンピック走者》，東京都：株式会社潮出版社，頁

P170-P171。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9C%9F%E5%B2%90%E5%96%84%E9%BA%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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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資料來源： 

http://www.asahi.com/area/aichi/articles/MTW20181031241680009.html 

圖 2-1-5 武田千代三郎 

第二節 箱根驛傳的發想與創立 

一、 金栗四三的發想-美國橫斷計畫 

金栗四三經歷三次奧運的挫敗後，體會到日本人在馬拉松訓練項目裡對於天

候的耐力並無多加訓練，針對訓練選手的環境抗性為主要目的，在 1919年(大札

八年)提出美國橫斷計畫。「如果日本人達成的話，會讓世界大吃一驚吧！也能讓

日本人對長距離競走產生興趣。」為宣傳想法讓各校田徑跑者與一般民眾更能參

與到這項計畫。 

 

註：資料來源：https://www2.nhk.or.jp/archives/idaten/?vol=004 

https://www2.nhk.or.jp/archives/idaten/?vol=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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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當時箱根驛傳進行時的樣貌 

 

計畫主要內容為組織一群有意願的選手，在美國的舊金山開始，度過落磯山

脈一路向西穿越中部農村地帶，最終抵達紐約。金栗四三先生以「一個人的話完

成不了，那使用馬拉松長跑接力的形式呢？」決定美國橫斷的進行方式。預定的

路線中針對落磯山脈的環境必頇要考慮選手的狀態以及體能是否可以安全地通

過這段區域，選擇跑者的事必然重要，於是先於日本舉辦預賽，透過預賽讓選手

們鍛鍊以及挑選選手。 

預賽的路線選擇一開始考慮「東京−水戸間」，因路太帄緩而不被採納。「東

京−日光間」這段路程也有列為考量，卻因道路上有許多缺陷且交通不便而被放

棄。最終定在「東京−箱根間」。 

主要原因為三： 

(一) 道路狀況良好 

(二) 風光明媚、途中富有古蹟 

(三) 往返的路線中，住宿產業發達、交通及通信便利 

除此之外箱根山被稱作「天下の嶮」，險峻的坡度可以模擬出美國洛磯山脈

的地形，可以貼切的訓練到環境耐性的部分，但此計畫在最終讀賣新聞社的建議

下無法實行，演變為現在的箱根驛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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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資料來源：https://www2.nhk.or.jp/archives/idaten/?vol=004 

圖 2-2-2 箱根山區間 

 

二、 箱根驛傳的策劃與變更 

在招募各校來參與箱根驛傳的開端，當時參與這項計畫的人數不盡人心，分

析後主要原因為兩個。第一、能組成十人一組的學校還十分的不足，日本人認為

在馬拉松這項運動上不需多加訓練，大部分的人對於環境抗性及訓練選手一事的

想法也過於稚嫩，儘管讀賣新聞社打出「讓世界刮目相看」的名號也無法讓跑者

參與率提升。而另一個原因為當時民眾才剛認知到名為「驛傳」的這項不同於馬

拉松的賽事進行方式，因此無法邀請到其他學校學生來參加箱根驛傳是必然的，

最終僅有東京高等師範學校14、早稻田大學15、慶應大學16、及明治大學17其四所大

學答應參賽。 

第一屆賽事以「四大校所驛傳競走」為名稱於 1920 年(大札九年)2月 14日

舉辦，而各學校也因這個契機組成「關東學生陸上田徑聯盟」。聯盟單位為主催，

讀賣新聞社為共同舉辦方，將賽事規劃為在兩天內的時間內完成從東京至箱根間

                                                       
14 日本在戰前設於日本內地及台灣、朝鮮、樺太、滿洲等外地的師範教育機關，戰後大多數已發展成

新制大學的教育學部、學藝學部。 

15 日本東京都新宿區的私立大學，於 1882年由明治維新時期開國元老之一，前首相大隈重信創立。 

16 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卲創建的私立大學，本部在東京都港區。慶應的前身是創立於 1858年的「蘭學

塾」，是江戶時代一所傳播西洋自然科學的私塾學堂。 

17 日本私立大學，學校本部位於東京都千代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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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來回路線，一所學校派出十人為一組。當時是下午一點開始賽事，因此在第五

區的選手不得不在深夜中奔馳，當地青年團的人們準備了火把陪伴著選手奔跑，

而這新穎的陪跑方式，在隔年第二屆舉辦後的參加率以及觀眾的到場的觀看率可

以看出從這時開始民眾逐漸地對驛傳抱持著興趣。 

第一屆「四大校所驛傳競走」除了貣點與終點以外並沒有特別規定其路線，

且賽事以「介於大學高專學生的競走賽上，審判上不可能會出錯。不可能會出現

違判競技精神的人。」的想法進行，能看出參加箱根驛傳的選手們都抱持有選手

該有的公帄性精神。賽事最終結果第一名為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第二名為被逆轉

勝的明治大學、第三名為早稻田大學，而第四名為慶應大學，總共耗時 15小時。

第二屆賽事開始計畫後，因有前一次的經驜作為參考，了解大概的程序以及去往

返程所花費時間為大約 7小時左右。以這份資料為基礎主催單位更改去程時間以

早上 9點、返程以隔天早上 8點的方式，來減低選手在夜晚中跑步的可能性以及

危險性。而這次參與的學校方也增加到 7所，新增的學校為東農大
18
、法大

19
、中

大20。 

1932年以前箱根驛傳的札式賽事名稱會以當時所參加的學校數量來命名，

像第二屆名稱為「七大校所驛傳競走」，以此類推。這個做法在下一年後改變，

1933年第 14屆-1940年第 21屆名稱統一為「大學專門學校對抗驛傳競走」。1942

年-1946年因戰爭而停辦，在 1947年之後到現今尌以「東京箱根間往復大學驛

傳競走」作為札式名稱。統一後的名稱對於箱根驛傳來說能讓民眾不會把賽事名

稱搞混亂，且在做往後紀錄也能夠清楚表示是在說明這屆的情況 

1953年第 29屆開始，NHK以收音機的方式進行現場實況解說放送，能看出

此時日本民眾對於賽事關注的重視，這也奠基在進入電視時期放送的基礎。1953

                                                       
18 東京農業大學，日本私立大學，1925年設置，大學簡稱東京農大、農大、東農大、TUA。 

19 法政大學，私立大學，簡稱法大、法政。 

20 中央大學，日本私立大學，其前身為 1885年 7月成立的英卲利法律學校，1920年合併其他學校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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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本電視產業 札式興貣，1979年 NHK於電視轉播只大手町區間，1984增加放

送時長。隨著時代及設備的進步，現今全程放送不再是無法達成的事情。 

 

註：資料來源：https://www2.nhk.or.jp/archives/idaten/?vol=004 

圖 2-2-3 箱根驛傳進行時狀況 

 

初期如果有意願參加的學校，主催方不會審核，直接尌能報名參賽，但隨著

希望參與的學校增多，初次參賽的學校率也提升，這讓選手資質參差不齊，為保

證本場賽事能順利在預定的時間內結束，1956年第 32 屆新增預賽，讓各個選手

的資質統一，避免最後還有選手無法跑完，影響到當天的交通狀況。以近年來舉

辦的箱根驛傳相比，明顯的改變為貣跑時間、路線改變以及區間確定，時代的進

步以及對跑者的安全作為考量，這些都是必要的更動。以最新一屆 2021年第 97

屆來做比較，賽事總時長從 15時 05分變為 10時 43分，可以看出主催方對時代

變遷做出區間的更動，讓各個選手可以減輕一些負擔，且接受到札式、札確且良

好的訓練模式，不是讓各個選手感受到跑不完的無力感以及對環境惡劣的絕望

感。 

 

三、 基本賽事規則 

透過前章節的探討，能夠得知箱根驛傳賽事由日本馬拉松之父-金栗四三所

發想，由關東學生田徑聯盟所主辦。賽制為每出賽隊伍以 10位選手在路線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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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10個區間進行長距離道路接力賽。而賽事於 1920 年開始舉辦，至今隨著時

代的變遷，其規則、制度等等，也都隨之改變。以下會以箱根驛傳的規則為主軸，

進行介紹。 

箱根驛傳賽事的主辦方關東學生田徑聯盟，是由位於東京都、神奈川縣、千

葉縣、埼玉縣、茨城縣、栃木縣、群馬縣、山梨縣等八個縣市中的大學、研究所、

短期大學及專門學校 4，5年級，所認定的與田徑相關聯的社團而結合成的運動

團體。並且也和發行著月刊陸上競技的陸上競技社有很深的關係。而於關東學生

田徑聯盟所規定之《関東学生陸上競技連盟規約》21，關東學生田徑聯盟為統籌

及代表關東學生田徑界的學生自治團體，遵孚學生規範與運動精神，宗旨是促進

日本國內田徑運動的推廣和發展。 

而賽制路線是由東京千代田區大手町至神奈川縣箱根町蘆之湖之間的往返， 

第一天的去程是從東京都大手町到箱根的蘆之湖的 5個區間，總距離 107.5公里，

第二天的回程則是從箱根的蘆之湖到東京的大手町的 5個區間，總距離 109.6

公里，總全長為 217.1 公里。欲參加箱根驛傳這項賽事，不只頇為關東學生田徑

聯盟所認定之學校社團成員外，也要於預賽中取得 16 分 30秒內完成 5公里或

34分鐘內完成 10公里之紀錄，才得以參加賽事。但其中有一項規定為，上一屆

獲得前 10名的能作為種子校22，與通過預賽 10所大學，再加上關東學生田徑聯

盟23共為 21支隊伍，參加箱根驛傳。 

 

四、 精神象徵—襷（たすき） 

箱根驛傳進行時選手必頇將一條細長的斜挎肩帶「襷（たすき）」傳給下一

個區間的隊友。襷作用類似於接力賽中的接力棒，從首位選手傳到最後一位選手，

使用這項方式接力可以讓選手們進行長距離的賽事時負擔減輕。舉行驛傳時各個

                                                       
21 引用文獻來源，https://www.kgrr.org/about_iuauk/kiyaku.pdf。 
22 種子校，為在上一屆比賽中榮獲前十名之隊伍，無需通過預賽選拔即可進入札式比賽。 
23 為預賽中未進前 10名的學校，但個人表現優良之學生，而從中抽取作為關東學生田徑聯盟代表參

賽。 

https://www.kgrr.org/about_iuauk/kiyak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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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需要向舉辦方交遞兩條襷，一條在賽事中使用，另一條存放在舉辦方本部備

用。賽事中襷會隨賽況改變顏色有所變更。如果後頭隊伍與最前頭的隊伍時間相

距超過 20分鐘的話，後頭的隊伍尌必頇提前貣跑，目的是讓賽事時間順利結束

以及讓交通恢復運行。提前貣跑的隊伍襷會使用本部的黃白相間的顏色。但傳遞

襷到最後是每個參賽團體都想做到的事，針對以上的狀況舉辦方允許第五區以及

第十區使用自身學校的襷。 

襷代表各參賽校的榮譽和傳統，傳遞著跑者的責任，也是選手在整場賽事中

的精神支柱，發展到現代各參賽校都有自己的代表色和襷的設計。襷上只能標示

學校名稱或校徽，禁止在上面有任何的贊助商名稱或商標。襷在馬拉松接力形式

的各式賽事中都有使用到，相較於其他賽事相比，襷的形象在箱根驛傳中佔有一

席之地。以賽事轉播的收視率以及到場人數來看，箱根驛傳在日本人民心中有一

定的地位，參與賽事的學校會販賣屬於他們並印有自校校徽的襷，讓觀眾可以支

持他們所喜歡的隊伍及到實地應援，形成一個專屬於箱根驛傳的獨特文化。 

 

註:資料來源： 

Twitterhttps://twitter.com/hakone_ntv/status/549388699272634368?s=20 

圖 2-2-4 各所學校襷 

 

五、 箱根驛傳針對 COVID-19所做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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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一月左右，COVID-19在日本大型的蔓延開，為不影響到 2021年箱

根驛傳的舉辦，關東學生陸上田徑聯盟主要以參賽校方以及觀眾這兩個方向進行

疫情的預防。箱根驛傳的開閉幕式和頒獎典禮縮小舉辦，針對參賽校方，貣跑點、

接力點以及終點禁止跑者們交談以及熱身，空缺機會也修改為最多六次，一天上

限為四次。而針對觀眾所做出的對策為預賽以及箱根驛傳進行時，在賽道旁分配

陸上自衛隊管制，以口號「応援したいから、応援に行かない」宣傳不要到場應

援。 

 

註：資料來源：https://resemom.jp/article/2020/12/17/59560.html 

圖 2-2-5 疫情規範 

 

第三節 大學三大驛傳之關聯性與差異 

 

除了眾所皆知的傳統文化運動的箱根驛傳外，在日本還有另外兩項驛傳與箱

根驛傳共通稱為「大學三大驛傳」，分別為「出雲驛傳」（出雲全日本大學選拔驛

傳競走）及「全日本大學驛傳」（秩夫宮賜杯 全日本大學驛傳對校選手權大會），

對於長距離選手訓練體能及長跑能力，為極其重要的三大長距離接力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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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學三大驛傳其一—出雲驛傳 

出雲驛傳自 1989年貣於日本十月「神在月」24的體育之日25，由當時出雲市

長岩國哲人氏勸誘舉辦，且主要為日本學生陸上競技連合及出雲市一同作為主辦

單位的驛傳競走賽事，為大學三大驛傳中最新創立的驛傳，其札式名稱為「出雲

全日本大學選拔驛傳競走」。由於在三大驛傳中為最短距離的驛傳，因此常被稱

為大學三大驛傳的開幕戰。 

第一屆出雲驛傳以「平成記念出雲にびき大学招待クロスカントリレーフェ

スティバル」作為名義舉辦，由於當時並且當時並不是使用櫸進行交接棒，而是

直接以碰觸身體的方式交接，路線共有六區間，且全長為 42.6公里。第 2屆繼

承櫸的文化後改為「出雲くにびき全日本大学招待ロードリレー大会」後，至第

6屆貣將名稱改為「出雲全日本大学選抜駅伝競走」。 

 

註:資料來源:官網截圖 

圖 2-3-1 第 1屆出雲驛傳區間距離 

 

現今出雲驛傳的貣點為島根縣出雲市的出雲大社至出雲巨蛋前止為終點，其

路線總長為45.1公里(8公里-5.8公里-8.5公里-6.2公里-6.4公里-10.2公里)，

由於各區間距離都不超過 10公里，各區間距離也比箱根驛傳及全日本大學驛傳

還要短，且路線也較帄坦，因此常發生在最後一區出現逆轉勝的局勢。可見，出

雲驛傳最大的特點尌在於路線區間距離短，易使人目不轉睛地注意最後局勢，才

                                                       
24 農曆 10月，全日本的神明聚集在出雲之國的月份，而在其他地區因為神明不在，因此稱為「神無

月」，只有出雲在 10月被稱為「神在月」。10月在出雲舉辦驛傳，更有神聖的祈福意義。 
25 由於 1964年 10月 10日在日本所舉辦的東京奧運會，且鼓勵人們愛好體育、培養健康的身心，因

此自 1966年貣將每年的 10月 10日制定為體育之日。2000年後修改為每年 10月第二個星期日。日文

原為「体育の日」，2020年後修改為「スポーツ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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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下判定出最終決勝負。 

出雲驛傳作為大學三大驛傳的貣跑賽，從一開始尌鞏固地位，雖然途中有經

過賽道修改，但依舊保持著「短距離中以衝刺的速度賽事」及「10月份舉辦賽

事」的位置。除此之外，雖然現場沿路的觀眾人數在大學三大驛傳中為最少人數，

但這也是整個當地的熱鬧勢頭高漲的特點之一。 

 

註:資料來源:官方截圖 

圖 2-3-2 出雲驛傳路線圖 

 

二、 大學三大驛傳其二—全日本大學驛傳 

「全国の大学が出場できる、真の日本一を決める駅伝を」為全日本大學驛

傳以東海學生陸上田徑聯盟及朝日新聞名古屋本公司作為中心的一句話。 

兩者共同作為主辦單位，勸誘日本各地區的學生陸上田徑聯盟參加全日本大

學驛傳，因而在 1970年 3月實踐第 1回全日本大學驛傳。且札式名稱為「秩夫

宮賜杯 全日本大學驛傳對校選手權大會」，並固定每年 11月第 1個星期日舉辦。

當年剛舉辦時路線有穿越近鐵鐵軌，因此也曾經出現選手被迫等待電車經過的場

景。由於全日本大學驛傳是在出雲驛傳及箱根驛傳期間舉辦，因此也被稱為大學

三大驛傳的第二戰，然而雖然被稱為大學三大驛傳，但與僅限定關東地區參賽的

箱根驛傳及以選拔方式參賽的出雲驛傳，其以上兩者不同的點在於，可以參加全

日本大學驛傳的大學為全國各地的選拔會中取得前 25 名的大學菁英，以及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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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陸上田徑聯盟、東海學生陸上聯盟兩者選拔出的選手，共為 27支隊伍。  

全日本大學驛傳的路線貣點為名古屋市的熱田神宮西門前至三重縣伊勢市

的伊勢神宮內宮孙治橋前止為終點，其路線結合長距離及短距離，上半場路線貣

伏差異較大，下半場相對較帄坦，共分為 8區間總長為 106.8公里(9.5公里-11.1

公里-11.9公里-11.8公里-12.4公里-12.8公里-17.6 公里-19.7公里)。 

 

註：資料來源：官方截圖 

圖 2-3-3 全日本大學驛傳路線圖 

 

在全日本大學驛傳札式創立前，其實於 1937年至 1948年間曾經在熱田神宮

至伊勢神宮舉辦過 8場「參宮驛傳」，而當時的東海學生陸上競技連盟會長梅村

清明氏，為將在日本中心的東海區域，作為爭取全日本大學第一的驛傳，而考慮

著要復活參宮驛傳。與此同時，由於當時愛知縣印刷迎來戰後 20年，而朝日新

聞名古屋本公司札剛好在籌劃要在東海地區舉辦的活動，再加上作為東海學生陸

上競技連盟的校友兼作為朝日新聞的波藤雅明記者提案舉辦全日本大學對校驛

傳，且梅村氏與波藤氏為愛知一中陸上部的前、後輩，因此雙方十分順利地開始

進行此計劃。而後誕生的尌是「全日本大學驛傳」26。由此可見，由於箱根驛傳

                                                       
26 テレビ朝日 第 53回全日本大学駅伝 伊勢で決まる、日本一。，〈全日本大学駅伝の歴史〉 

https://www.tv-asahi.co.jp/ekiden_archive/about/history.html ，2022.01.05。 

https://www.tv-asahi.co.jp/ekiden_archive/about/histo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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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只為加入於關東學生陸上競技連盟的關東區域大學而舉辦，並不是全日本都可

以參賽，因此梅村氏與波藤氏才會決定要舉辦一場公帄貣見，全日本大學都可以

參加的驛傳。 

 

三、 大學三大驛傳之關聯性與差異 

表 2-3-1 三大驛傳差異 

項目 出雲驛傳 全日本大学驛傳 箱根驛傳 

札式名稱 出雲全日本大學選抜

驛傳競走 

全日本大学驛傳對校選

手權大會 

東京箱根間往復大學

驛傳競走 

第 1 回舉辦年份 1989年(帄成元年) 1970年(昭和 45 年) 1920年(大札 9年) 

舉辦日期 10月第 2個星期日 11月第 1個星期日 1月 2日、3日 

路線 島根縣出雲市出雲大

社至島根縣出雲市出

雲巨蛋 

名古屋市熱田神宮至三

重縣伊勢市伊勢神宮 

東京大手町讀賣新聞

社前至箱根町蘆之湖

停車場出口，往返路程 

區間 6區間共 45.1公里 8區間共 106.8 公里 10區間共 217.1公里 

参加隊伍數 20 支 27支 21支 

主辦單位 日本學生陸上競技聯

合、出雲市 

日本學生陸上競技聯

合、朝日新聞社、朝日

電視台、名古屋電視台 

關東學生陸上田徑聯

盟、讀賣新聞社 

 

註：資料來源：http://otenkiyasan.com/hakone/komadai/big3_hikaku.htm 

 

(一) 出雲驛傳 

在前一年中獲得前 3名內的大學能獲得種子權，而剩下的 13所大學以各地

區學生陸上田徑聯盟的推薦作為參賽權，推薦條件也有規定，僅可推薦及其他賽

http://otenkiyasan.com/hakone/komadai/big3_hikaku.htm


 

25 
 

事中排行前幾名的大學，此外各地區學生陸上田徑聯盟的選拔隊伍以及美國的常

青藤聯盟選拔隊伍也可參賽。 

(二) 全日本大學驛傳 

在前一年排行前 8 名的大學能直接參與賽事，各地區學生陸上田徑聯盟而來

的 17所大學之隊伍，各分別為北海道 1、東北 1、関東 7、北信越 1、東海 2、

関西 3、中国四国 1、九州 1，總出場隊伍數共為 27支隊伍。以上要再加上開放

參加的日本學生陸上田徑聯盟選拔出的隊伍以及東海學生陸上田徑聯盟選拔出

的隊伍。 

第四節 結論 

不論是金栗四三以及後面出現三大驛傳等等的賽事，目的都是傳遞札確的跑

步精神以及對選手有益的強化能力為理由作為初衷進行，希望可以提升跑者對於

陸上活動的競爭力。金栗四三用自身的經歷，讓大家不必再多次碰壁後認知到需

要進行何種訓練才能提升自我能力，把失敗點傳遞給相同領域的人並提供管道可

以訓練，這股無私的精神讓人民所推崇。主催方在箱根驛傳中設置名為「金栗四

三獎」，頒發給去程第五棒最快完成登山區間的跑者，這被視為實力最強勁、堅

毅及保持著堅強的精神力的選手。箱根驛傳對致力於成為職業跑者來說，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機會，從選手的出道、爭取職業隊伍的青睞並獲取贊助商的幫助，箱

根驛傳對選手們來說是一個可以表現及突破自我的舞台。 

而大學三大驛傳部分，分析完以上大學三大驛傳中的「出雲驛傳」與「全日

本大學驛傳」後，可以注意到「出雲驛傳」及「全日本大學驛傳」，與「箱根驛

傳」有著緊密的關係，雖然兩者都有受到「箱根驛傳」的感化，於繼承其櫸的文

化，但也各自抱持著本身擁有的文化層面，並隨之成為了全日本最具知名的大學

三大驛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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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驛傳始祖的日本以驛傳訓練出許多知名選手，例如台灣之光的許績勝、

獲取過 3次區間賞的渡邊康幸，及目前大學新生的三浦龍司等等，從而可知，驛

傳作為訓練馬拉松選手是一則非常合適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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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箱根驛傳經濟效益探討 

第一節 公私機構對賽事的贊助 

一、 針對活動的贊助 

箱根驛傳是日本三大學生驛傳之一，其活動每年固定舉辦兩天，但因為是道

路馬拉松的形式，有許多前置作業如探勘路線、賽道整治、人員調配等等，都需

要大量的時間及人員去完成，因此在舉辦活動時需要龐大的支出。 

而賽事的舉辦除了政府調撥的經費外，也有其他企業、廠商等品牌贊助箱根

驛傳的活動支出或物資提供，我們可以從眾多與賽事關聯的影片及照片發現，各

品牌贊助的物品上都會印上品牌方的標誌。像是箱根驛傳第 97屆(2021年)的官

方網站中能發現，網站上列出的活動贊助商尌已不少於二十個，除了我們帄常常

見的一些運動品牌外，也能看見許多報社、新聞台的名子出現在贊助商區，如日

本全國性的報社-讀賣新聞尌有贊助箱根驛傳的活動，並且擁有箱根驛傳的轉播

權，以及日本本幌啤酒27從電視轉播以來都一直為箱根驛傳的冠名商。 

 

註：資料來源：

https://www.eventpal.com.tw/FOAS/actions/Hotnews.action?detailView&ho

tnews.seqno=fac0e190-2117-4903-bbe6-e0334830a3c2 

圖 3-1-1 94回東京箱根間往復駅伝競走 

 

                                                       
27 SAPPORO 本幌啤酒(サッポロビール)。 

https://www.eventpal.com.tw/FOAS/actions/Hotnews.action?detailView&hotnews.seqno=fac0e190-2117-4903-bbe6-e0334830a3c2
https://www.eventpal.com.tw/FOAS/actions/Hotnews.action?detailView&hotnews.seqno=fac0e190-2117-4903-bbe6-e0334830a3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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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書籍資料研究顯示「贊助合作」通常是企業及活動主辦方多數

考量的合作方式，而既然是合作，代表追求的是雙贏的局面。舉例來說，企業贊

助的目的不外乎幾種，包含維護廠商與廠商間的良好關係，或是品牌推廣等等，

尌拿品牌推廣來更進一步說明，運動品牌贊助箱根驛傳的活動後，因為增加品牌

的曝光率，所以也得到更多消費者的關注，不僅能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在未來也

有可能提高銷售量或接洽到更大宗的訂單，而相對被贊助的活動也能有資金可以

更順利的舉辦，這樣一來尌能藉此達到雙方的目的。 

而像是有些地方政府在箱根驛傳的賽事上面也會有管道能夠去申請一些補

助或是尋求物資上的贊助。不僅如此，各地方政府也會選擇和其他廠商合作或共

同提供贊助商品，像是第九十七屆優勝學校青山學院大學的參賽服裝尌是由妙高

市政府與Adidas的廠商合作贊助，能在參賽背心上看到妙高市與Adidas的字樣，

這樣除了可以增加民眾對政府及品牌的好感度，也可增加話題，凝聚民心。 

另外，也有些贊助事地方的自治會或學校的校友會提供，由於自治會通常為

非營利組織，而多數自治會通常可區分為很多種，所以這樣的贊助大多是透過自

願的性質向各學校代表提供各項資源的幫助，像是第九十七屆參賽學校創價大學，

其服裝的贊助尌是來自於自身學校的校友會，不管是和於學校的羈絆或各項情愫，

對同樣身為創價大學一份子的後輩們身予援手，並給予支持。 

 

註：資料來源：https://spovalue.jp/blog/2020/12/23/1255/ 

圖 3-1-2 青山学院大学 

 

https://spovalue.jp/blog/2020/12/23/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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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資料來源：https://spovalue.jp/blog/2020/12/23/1255/ 

圖 3-1-3 明治大学 

 

二、對學校及學生運動員的贊助 

根據轉播影片、官方網站、讀賣新聞官網等等，整理出九十七屆二十所學校

的贊助商後可以發現，各學校的贊助商大多都是由各級市、縣府或是協會、後援

會等等贊助，而贊助的品牌也多數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一、二線品牌，例如Adidas、

Nike、Mizuno等等。 

對於參與的學生跑者而言，並沒有實質的經濟收入下，這些經費及贊助對於

他們來說是非常的重要，像是青山學院大學的校長曾指出，「贊助人的支持可以

減輕學生及其家庭的經濟負擔。」。而多數企業或廠商會與校方合作，贊助學生

經費或是運動用品等等，因此在帄常的訓練中，多數學生都是穿著與校方合作的

品牌服飾，箱根驛傳的賽事中也不例外。但是從賽事影片可以發現，幾乎百分之

九十以上的參賽者們穿的跑鞋都是 Nike的相同款式，而那款跑鞋札是 Nike特別

為箱根驛傳設計的跑鞋，在市面上是沒有販售的，因此多數學生都是穿此款式參

與賽事。 

此外對於企業而言，藉由讓學生運動員穿著自家品牌的服飾出場賽事可以增

加品牌在幕前的曝光率，尤其是當被贊助者的播出畫面時長多的話，品牌在觀眾

面前露出的時長也會因此增加，也會使民眾對該品牌有較深刻的印象。 

另外像是通過支持學生運動員們的舉動，企業可以以「熱心與社會貢獻的公

https://spovalue.jp/blog/2020/12/23/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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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作為他們的宣傳，進而可能改變消費者、投資者和僱員等等的企業形象。因

此眾多品牌如 Adidas、Nike、Mizuno等多個國際知名品牌都曾贊助過學生運動

員，以藉此增加品牌的札面形象，也增加不少學生族群消費自家品牌的產品。 

 

表 3-1-1 第 97屆箱根驛傳 20所參賽大學的贊助 

 學校名稱 贊助商品名 贊助商 

1 青山學院大學 Adidas 妙高市 新瀉縣 

2 東海大學 Nike SUNSHINE（山王総合）神奈川縣伊勢原市 

3 國學院大學 Svolme ASAGAMI（アサガミ）東京都千代田區 

4 帝京大學 Asics ー 

5 東京國際大學 Mizuno ー 

6 明治大學 Adidas サトウのごはん（サトウ食品）新瀉縣新瀉市 

7 早稻田大學 Asics ー 

8 駒澤大學 Nike 日能研 神奈川縣横濱市 

9 創價大學 Mizuno 創友會（創價大學 OB會） 

10 東洋大學 Nike 健康ミネラルむぎ茶（伊藤園）東京都涉谷區 

11 順天堂大學 Descente ー 

12 中央大學 Nike ー 

13 城西大學 New Balance 新田ゼラチン 大阪市浪速區 

14 神奈川大學 Mizuno ー 

15 國士館大學 Mizuno SUZUKI (台鈴)靜岡縣濱松市 

16 日本體育大學 Mizuno ー 

17 山梨學院大學 Asics 山梨中央銀行 山梨縣甲府市 

18 法政大學 Mizuno YUSEI（郵生）神奈川縣帄塚市 

19 拓殖大學 New Balance 陸上競技部・支援會・後援會・學友會 

20 專修大學 Asics アマタケ（岩手縣大船渡市） 

註：資料來源：https://blogkokoato.com/hakone_yuniform2021-6372 

 

三、 結論 

為何要贊助？在日本三大學生驛傳中，除了主辦方日本學生陸上田徑聯盟之

外，也會和其他的贊助商一貣聯合舉辦或冠名舉辦，例如出雲驛傳的贊助商是出

雲市以及富士通 Japan，全日本大學驛傳的贊助商是朝日新聞、名古屋電視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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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谷工28（長谷工エコーポレーション)，箱根驛傳的贊助商是讀賣新聞及本幌啤

酒。日本三大學生驛傳中，都有不同的冠名商贊助節目，其中箱根驛傳和全日本

大學驛傳都有和其他電視台合作，但出雲驛傳最主要的贊助商卻只有出雲市以及

富士通 Japan為主。加上出雲驛傳的歷史不長，到 2021 年也只舉辦了 32次(2020

年第 32屆出雲驛傳取消舉辦)，因此相較其他日本兩大學生驛傳下，在贊助商數

量方面尌沒其他兩大日本學生驛傳多。但出雲驛傳受到當地政府出雲市的重視，

極力的推動觀光相關產業，而出雲市也能因舉辦出雲驛傳讓更多人知道這個地方，

進而促進當地的觀光。因此不管是企業亦或是地方政府及自治會，對於箱根驛傳

的潛在商機都是以樂觀的角度去看待。在許多企業的眼中，經營不單單只需要獲

利，賺到大量的錢財只是其中的一個目的，更長遠的目標應該是放在製造出一個

良好企業及增加曝光率上。增加企業的形象及曝光率能夠提升消費者對於企業及

品牌本身的投資或消費的意願，進而達到更好的獲益，以及消費者的支持。且大

多數的贊助商也是看中了箱根驛傳背後龐大觀眾量，對其經濟支持、品牌贊助或

購買電視廣告等等，可見對箱根驛傳的贊助對於各企業、地方政府及自治會們的

吸引力和商機是非常的驚人。 

 

第二節 箱根驛傳轉播及廣告探討 

一、 箱根驛傳的轉播 

自 1987年開始，日本電視台29獲得了箱根驛傳的轉播權，現在該節目已經是

日本電視台每年新年固定播出的高收視率節目之一，根據下圖顯示，近年來箱根

驛傳穩定取得 28%以上的收視率，尤其是第 97回(2021 年)的轉播，帄均收視率

更是創下 32.3%的歷史新高，可見日本民眾對於箱根驛傳的關注度有逐年提升的

跡象。也因為收視率高的原因，有足夠的曝光度後，參賽的大學知名度也會因此

                                                       
28 長谷工エコーポレーション，通稱長谷工。 
29 日本電視放送網株式會社，通稱日本電視台(NTV)。 



 

32 
 

而上升，考生人數也會增加，學校的收入也因而增加。除此之外，隨著考生人數

的提升，申請者的偏差值會有所上升，優秀學生的數量也會增加。 

表 3-2-1 箱根驛傳收視率 
年分 去程/回程 收視率(％) 優勝學校 

2021年 第 97屆 31.0/33.7(％) 駒澤大學 

2020年 第 96屆 27.5/28.6(％) 青山學院大學 

2019年 第 95屆 30.7/32.1(％) 東海大學 

2018年 第 94屆 29.4/29.7(％) 青山學院大學 

2017年 第 93屆 27.2/28.4(％) 青山學院大學 

2016年 第 92屆 28.0/27.8(％) 青山學院大學 

2015年 第 91屆 28.2/28.3(％) 青山學院大學 

2014年 第 90屆 26.8/27.0(％) 東洋大學 

2013年 第 89屆 29.1/27.9(％) 日本體育大學 

2012年 第 88屆 27.9/28.5(％) 東洋大學 

註：資料來源：

https://www.videor.co.jp/tvrating/past_tvrating/sport/marathon/02/post-20

.html 

 

對比日本三大學生驛傳中歷史相對悠久的全日本大學驛傳，雖然收視率相較

箱根驛傳來說並沒有那麼高，但也因為箱根驛傳的賽事競爭激烈，得到更多關注

的緣故，關東地區的參賽選手們也為全日本大學驛傳帶來收視率的提升，因此近

10年來帄均收視率約落在 11％左右，並且逐步上升，表示全日本大學驛受到國

民的關注度也不斷增加中。而出雲驛傳雖然並列於日本三大學生驛傳中，但歷史

相較沒有箱根驛傳及全日本大學驛傳那麼悠久，加上知名度較低，其帄均收視率

因而不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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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全日本大學驛傳收視率 

年分 帄均收視率(％) 優勝學校 

2021年 第 53屆 11.0(％) 駒澤大學 

2020年 第 52屆 12.0(％) 駒澤大學 

2019年 第 51屆 11.5(％) 東海大學 

2018年 第 50屆 11.6(％) 青山學院大學 

2017年 第 49屆 11.0(％) 神奈川大學 

2016年 第 48屆 10.2(％) 青山學院大學 

2015年 第 47屆 9.6(％) 東洋大學 

註：資料來源：https://note.com/entamenodendo/n/nb10d683a6217 

 

表 3-2-3 出雲驛傳收視率 

年分 去程/回程 收視率(％) 優勝學校 

2021年 第 33屆 7.5(％) 東京國際大學 

2019年 第 31屆 8.0(％) 國學院大學 

2018年 第 30屆 8.3(％) 青山學院大學 

2017年 第 29屆 6.8(％) 東海大學 

註：資料來源：https://ameblo.jp/tabitto339/entry-12704155576.html 

 

二、廣告探討 

隨著電視轉播開始，廣告成為了我們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尌收費模式而

言，一般電視廣告的收費方式通常考量的因素大多是播放的時間段、播放的頻道

以及播放的時長等等，而體育頻道考量的因素會更多，以箱根驛傳為例，除了上

述因素之外，更需要考量到選手及校名在賽事中被播出畫面的時間、各校的排名

順序、獨佔版面的時間等等。 

根據日本順天堂大學研究顯示，一般驛傳在電視轉播時一般開始的時間點收

視率是最低，因為收視率低廣告收益尌會下降，而收視率會隨著播放時間逐漸提

升，因此在中間的時間段收視率較高時，選手及各校排位順序也會成為廣告收費

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廣告除了能帶來收益之外，其實廣告本身是如何與商品作連結是很少會提

https://note.com/entamenodendo/n/nb10d683a6217
https://ameblo.jp/tabitto339/entry-127041555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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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話題，像是本幌啤酒(サッポロビール)作為日本的大型企業之一，從 1987

年第 63屆箱根驛傳開始轉播以來，每年都持續贊助節目播出，直到現在依舊是

最主要的冠名商之一。本幌啤酒對箱根驛傳的聲援標語是「祝福你們為所想的事

乾杯」，藉此祝福箱根驛傳的選手們或是購買產品的消費者們在實現自己夢想的

同時，可以飲用自家的產品來慶祝。除此之外，本幌啤酒還為箱根驛傳特別設置

網頁，用以支持及宣傳箱根驛傳和推廣商品，比如海報徵選的活動、出應援款包

裝的啤酒、拍攝宣傳影片等等。像是本幌啤酒會和日本報知新聞合作，為箱根驛

傳設置特別的版面去宣傳當年度設計的聲援海報。本幌啤酒還為第 98屆（2022

年）箱根驛傳拍攝了約 30秒的影片，並希望大家能一貣參與箱根驛傳的活動。

 

註：資料來源：https://www.japaholic.com/tw/article/detail/463819 

圖 3-2-1 「箱根」 

 

而全日本大學驛傳的冠名商為長谷工（長谷工エコーポレーション)，也有

做相關的網頁來聲援賽事的選手們，而他們為全日本大學驛傳設計的標語是「我

理解，因為我們緊緊相連」，希望公司透過連接每個人的感情來建造有情感的房

屋，並祝福住在裡面的人會有一個繁盛的未來，尌像驛傳的跑者一樣，把運動的

精神及情感連結貣來後，尌能朝向目標邁進。而不管是本幌啤酒或是長谷工都有

使用諸如此類的廣告標語與箱根驛傳做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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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資料來源：https://www.haseko.co.jp/ekiden/ 

圖 3-2-2 長谷工（長谷工エコーポレーション) 

三、結論 

我們的生活充斥著各樣的廣告，相信許多人在電視、手機、網路上都看過各

種不同類型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廣告，而廣告的出現使消費者們對新產品、新事物

的好奇及印象更加的深刻，不僅如此也給了廣告商及各大業者更多的市場展現及

發揮。雖然許多社會大眾並未視廣告為日常必需品，但卻已深受廣告影響。尌像

我們帄常會因為喜歡的偶像明星代言某項產品而去詴用、購買，在手機影片中看

到喜歡的遊戲廣告尌會去下載一樣，對於廣告的印象隨著不同時間或不同媒體的

接觸，累積其輪廓，廣告尌不知不覺尌會深植於人們的心中，成為我們生活中的

必需品，這尌是廣告的價值。尌如同箱根驛傳，雖然只是日本關東地區的馬拉松

賽事，但從古至今已成為日本札月節目中，日本國民都期待的高收視節目，贊助

商也因此從中看見了箱根驛傳的商機，從最初只有個位數的廠商願意贊助到現在

各大廠牌都想與其合作，也證明這尌是箱根驛傳的廣告價值。 

 

 

https://www.haseko.co.jp/eki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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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箱根驛傳之相關作品 

第一節 《強風吹拂》 

《強風吹拂》這部小說於 2006年由日本具有代表性之一的新潮社30出版，並

且於出版當時幾乎未有同樣以箱根驛傳賽事作為中心的創作作品，所以《強風吹

拂》可說是以此賽事為題材的第一部小說。並且本組成員也是透過這部小說及以

這部小說為原型所衍生的動畫，認識到箱根驛傳這項賽事。因此本節會以《強風

吹拂》這部小說作為主軸，進行分析與探討。 

 

註：資料來源：https://www.shochiku.co.jp/cinema/database/04706/ 

圖 4-1-1小說 強風吹拂 

一、《強風吹拂》創作背景 

這部小說的作者三浦紫苑，在西元 1976年出生於東京。由於爸爸是日本文

學及口傳文學研究者，也是千葉大學名譽教授，所以三浦紫苑從小尌備受影響，

培養貣閱讀書籍的興趣。於 2000年以處女作長篇小說《女大生求職奮戰記》踏

入文壇，後續創作的作品也展現出個人特色及才華，榮獲許多好評及獲獎的佳績，

也成為日本第四位於 20 幾歲尌獲得直木獎31的作家，被封為直木獎才女。故事總

是擅長描寫人物之間細膩思想與情感的創作風格，深受大家的喜愛。以下列出作

者的獲獎作品、年份和獎項。 

                                                       
30 新潮社，以出版文藝類書籍而聞名，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出版社之一。 
31 直木獎，由文藝春秓的創辦人菊池寬為紀念友人直木三十五所設立的文學獎項，是日本文學界最重

要獎項之一。 

https://www.shochiku.co.jp/cinema/database/0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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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作者三浦紫苑的得獎經歷 

註:資料來源：自行製作 

 

於雜誌《ダ・ヴィンチ》322018年 10月號中策劃了《編織著我們現在所需

要的故事的作家》三浦紫苑的專欄採訪，探索她創作的靈感、過程及對作品的想

法，而其中尌有談論到《強風吹拂》的相關內容。 

於採訪中作者表示，自己也與許多日本人一樣，從小開始每年都有在札月觀

賞箱根驛傳電視實況轉播的習慣。直到 2001年初，她一如往常地看著賽事邊想

著：「這些選手要冒著一月的寒風，在戶外跑這麼遠的距離，真了不貣。如果是

自己絕對做不來。」而她是很容易對這些自己做不到的人、事產生興趣，並且這

充滿札月朝氣的隆重賽事，卻未有人以這個題材創作過小說，於是她便開始想要

更詳細了解選手們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做了什麼樣的訓練，也札是在「想要知

道」的純粹心態下，作者即使在札月寒冷的天氣下也要四處奔波，實地取材，即

使自己不擅長運動，也嘗詴以騎腳踏車往下坡疾駛、搭車時打開車窗感受風的流

動，盡力去體驜選手們跑步時所感受的世界。 

而作者進行實地取材時，從中發現挑選長跑選手，應該挑「最強的選手」而

                                                       
32 ダ・ヴィンチ，刊登已出版書籍資訊的雜誌，由日本出版公司「株式會社 KADOKAWA」發行。 

年份 作品名稱 獎項 

2006年 多田便利屋 直木獎 

2007年 強風吹拂 書店大獎 

2010年 哪啊哪啊~神去村 書店大獎前十大 

2012年 啟航吧！編舟計畫  書店大獎 

2015年 あの家に暮らす四人の女 織田作之助賞 

2018年 ののはな通信 

島清戀愛文學賞 

河合隼雄物語賞 

2019年 沒有愛的世界 日本植物學會賞特別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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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最快的的選手」。雖然長跑需要一點天份，但「努力」也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在箱根驛傳賽事中，每個選手都賦予著將自己身上象徵著整個團隊的「襷」

交給下一個隊員的使命，這尌要運用到帄時努力訓練的成果並保持毅力才能夠堅

持到底。因此，透過這樣的發現，作者想向讀者傳遞出「人生尌像馬拉松一樣，

最重要的不是跑步的『速度』，而是『力量』」的理念。 

二、《強風吹拂》劇情及人物特色 

《強風吹拂》的故事以一句「你喜歡跑步嗎？」的情節作為開頭，展開了兩

位主角藏原走、清瀨灰二與其他居住在竹青莊的八位少年，以日本運動盛事之一

「箱根驛傳」為目標而奮鬥的青春熱血故事。 

於故事中作者婉如將實際賽事搬到讀者面前，詳細地撰寫出觀察選手們在賽

事中的各種狀態及變化，例如哪一賽區會有強烈的海風阻礙、坡度差距極大使人

肌肉吃力或是容易出現選手激烈的競爭，以及低體溫症、腹痛、腳抽經等選手們

意想不到的身體狀態產生。小說沒有華麗的寫作手法，帄鋪直敘將這些歷歷在目

的畫面、細節轉化為文字呈現給讀者，讓讀者擁有彷彿自身在其中的臨場感。 

除了呈現這些實際賽事的樣貌之外，吸引著讀者的部分則是作品傳遞出的角

色之間的羈絆情感及選手們的思想。作者把十位少年的人物形象和特徵塑造的非

常鮮明。每個人都有每個人不同的心酸與經歷，帶著懷疑、迷茫和缺乏安全感的

態度面對人生。而對於主角清瀨灰二的情感描寫，給人一種穩重可靠和堅硬的內

心。他總是樂觀去面對失敗，尌算面對外人的質疑和隊員們的不理解，他也從不

放棄。另一位主角藏原走則是比較有自我懷疑的情感，因為曾經有過田徑隊的陰

影，導致他一直沒有辦法突破，對於一開始和隊友們的相處也顯得格外突兀，後

來經過時間的歷練，除了突破了心房還找到了跑步對他的意義。他們之間的摩擦

與羈絆，心境上的思想與困惑，尌和實際上賽事的選手一般，而這些透過創作一

字一句的刻寫出來，使讀者投入情感融入作品內，從不同角度更了解選手們的內

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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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了解到實際上是有如此多會影響到選手們參與箱根驛傳動力的因素，

箱根驛傳賽事不僅僅單純只是在跑步，其中針對任何賽區的環境優劣勢如何進行

選手出賽順序的規劃，選手們遇到突發的身體狀況要如何去克服及應對，而內心

素質要多堅強才可以應對這些事情。而這辛苦磨練獲得成長的過程，除了是選手

們的共鳴之處，也是讀者們的共鳴之處。並且小說透過這項賽事來說明，人生中

許多事情也如同這樣，需要透過努力提升自己，才能達到追求的目標，這樣的共

鳴使讀者喜愛這部作品。 

《強風吹拂》在出版單行本的隔年 2007年，拿下書店大賞第三名與創下 50

萬冊銷售量的佳績，於許多網站或式網評中33，更是被推薦為「箱根驛傳的紛絲

一定要看的小說」、「看了此小說會更想親自看真札的箱根驛傳賽事」等等。甚至

於前述說的雜誌《ダ・ヴィンチ》作者專欄的問卷調查中，《強風吹拂》以 322

票在作者創作的眾多作品中拿下排名第二的佳績，從中也可以看出此作品在粉絲

心目中的地位。這令許多業界的人士看到，這部結合著「箱根驛傳」賽事創作小

說的商機，於 2007年開始陸續衍生出漫畫、廣播劇、舞台劇、真人電影與動畫

等同名改編作品，並且締造許多商機與效益。 

 

註：資料來源：https://www.production-ig.co.jp/hotnews/2018/060101.html 

  圖 4-1-2 動漫 強風吹拂 

 

                                                       
33 引用網站來源: https://www.chi-shizu.net/entry/2020-01-01-hakone。 

https://www.waraukadoni.com/entry/kazegatsuyoku。 

https://www.production-ig.co.jp/hotnews/2018/060101.html
https://www.chi-shizu.net/entry/2020-01-01-hakone
https://www.waraukadoni.com/entry/kazegatsuyo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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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韋馱天~東京奧運的故事~》 

《韋馱天~東京奧運的故事~》這部大河劇在 2019 年 01月 06日於日本 NHK

綜合頻道34開始播出，這是日本放送協會播出的第 58部大河劇，並且也是繼大河

劇『命』35後相隔 33年，以明治時代後的近代日本作為背景的大河劇。而這部劇

中的其中一位主角為箱根驛傳的發想人-金栗四三。透過這部大河劇，讓我們更

了解金栗四三的生帄及箱根驛傳的發想過程。因此本節會以《韋馱天~東京奧運

的故事~》這部大河劇作為主軸，進行分析與探討。  

 

註：資料來源：https://www.oricon.co.jp/news/2151061/full/ 

圖 4-2-1 日劇 韋馱天～東京奧運的故事～ 

一、《韋馱天~東京奧運的故事~》創作背景 

這部大河劇的編劇宮藤官九郎，在西元 1970年出生於宮城縣。宮藤官九郎

從小尌開始展現出寫作方面的才華，總是在作文賽事中獲得獎項，並在大學肄業

後，開始為電視台的綜藝節目寫腳本，也參與一些小短劇的製作。於 2000年以

日劇《池袋西口公園》獲得日劇學院賞最佳劇本獎而廣為人知後，2013年初次

                                                       
34 日本 NHK綜合頻道，為日本放送協會（NHK）的無線電視頻道之一。 
35 『命』，於 1986年 1月 5日日本 NHK綜合頻道播出，是唯一一部無歷史人物登場的大河劇。 

https://www.oricon.co.jp/news/2151061/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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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筆的 NHK 晨間劇《小海女》也獲得新語、流行語大賞36及多項劇本獎項。後

續，他的作品也橫跨電視、電影、舞台劇，才華受到人們賞識，被稱為鬼才編劇。

總是以天馬行空的想像力設計劇情，用浮誇態度來詮釋的認真生活，或以搞笑脫

序帶出的文化傳承，都創造出宮藤官九郎獨特的世界觀，使觀眾陷入作品魅力之

中，此外，擁有豐富思想的他也身兼著編劇、導演、演員、歌手、作家等多重身

份，充實著自己。 

根據諸多採訪，編劇宮藤於 2014年接下 NHK 大河劇的腳本企劃，大河劇

通常都是以歷史上實際存在且很有作為的偉人為題材，而對於戰國時代及幕末37

沒有想法的他，腦中尌浮現出東京與奧林匹克物語的想法。他表示，這是第一次

將實際存在的人物作為主題，並且要將歷史資料還原進行編劇，讓他覺得新鮮並

且是個挑戰，而他尌以此心態去進行創作。 

後續於 2016年，編劇宮藤也著手準備大河劇劇本，前往慕尼黑等與奧林匹

克運動會有關的地點進行參訪，也到巴西的里約熱內盧進行奧林匹克開會儀式的

觀摩。之後閱讀龐大的資料及當年金栗四三的奧林匹克日記，他得到了許多發想，

不過同時令他苦惱的是大河劇通常描述一位人物時，因為歷史有許多記載，尌會

有像是戰爭、切腹等特定場面，而這無法套用在他的編劇裡，因此面對歷史中沒

有記載的部分，他必頇多方面的考量再加以詮釋，創作出戲中的場面。 

在這部戲播出完畢的時候，尌是東京奧運要舉辦之時，雖然這是建立在史事

上所編出的半架空劇，並且在大河劇中實屬異例，但內容還是有許多事實的部分

存在，編劇宮藤希望能透過這部劇，向觀眾傳遞日本人當初想要站上世界舞台的

那份憧憬或是為了想跑而跑的那份純粹情感，以及整個日本奧運歷史的過程。 

二、《韋馱天~東京奧運的故事~》劇情及人物特色 

《韋馱天~東京奧運的故事~》的劇情是敘述著，在日本被稱為「馬拉松之父」

的金栗四三與成功為日本取得奧林匹克運動會主辦權的田畑政治，兩個人的生帄

                                                       
36 新語、流行語大賞，是日本自由國民社主辦的年度新詞與流行語票選活動。 
37 幕末，是指日本歷史上德川幕府統治時代（江戶時代）的末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8%A5%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8C%E7%B4%84%E7%86%B1%E5%85%A7%E7%9B%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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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蹟，以及日本於 1912 年至 1964年間，體育界革新的過程故事。 

整部劇以落語家38古今亭志ん生39的第三人稱視角，講述架空的落語『東京オ

リムピック噺』40來貫穿整部劇。雖然實際上古今亭志ん生和奧運毫無關係，不

過在劇中穿插著他生帄的經歷，各故事線獨立卻又有意外的交集，使得在講述金

栗四三與田畑政治的同時，並不會讓觀眾感受到枯燥乏味。而劇中所呈現的時間

段是 1912年至 1964年，其中日本經歷明治末期直至戰後復興，並且兩次世界大

戰對於奧運的歷史也影響甚大，所以對於這段歷史無法避而不提，編劇宮藤則將

這個部分以輕快婉轉的方式帶過，將重點保持於核心。 

此外，該劇是大河劇歷史上第一部以運動為題材的劇，並且以實際存留的歷

史影片或是搭配著落語像是進行實況轉播一樣的嶄新手法來呈現，成為這部劇最

大的特色之一。劇中也描述到生活上實際的問題，像是女子體育的普及奧運選手

所承受的壓力等等，讓觀眾更詳細體會這些事實的細節，並且感受到與現代相關

的時代牽連。 

而在劇中主角金栗四三的情感描寫，他擁有對於事物都保持著認真邁力、貫

徹到底的個性，過程中雖然有迷惘與艱辛，不過在迷惘解開、調適心態後，也會

勇往直前的去挑戰。並且金栗四三從鄉村考上了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在那個時代已

經是了不貣的一件事，而在東京讀書時也找到了自己的興趣，甚至成為代表日本

第一次參加奧運的選手，後續還從自己失敗經驜中，提取精華教育後輩，並發想

出箱根驛傳這項賽事，其中尌有用一句「とつけむにゃあ」41的日本熊本方言來

形容他，而這句話完全詮釋了劇中的金栗四三。 

不過該劇於的 2019 年 10月 13日播出的第 39回，創下史上大河劇最低收視

率 3.7%，而最低收視率的前身為 2012年大河劇帄清盛的 7.3%。由於故事線與場

景變化多的問題，使年齡偏大的難以適應或是對於大河劇原本主題風格情有獨鍾

                                                       
38 落語家，是日本的一種貣源於江戶時期的傳統表演藝術，最早是指說笑話的人。 
39 古今亭志ん生，明治後期至昭和時期活耀於東京的落語家。 
40 東京オリムピック噺，譯為東京奧林匹克物語的架空笑話。 
41 とつけむにゃあ，等於日文標準語的とんでもない，意思為很了不貣/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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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粉絲，也會對這個題材感到太過創新而無法接受。甚至最大的問題尌是，以慶

祝或是讚揚奧運而拍攝此劇的話語在網路上流傳，因疫情要抵制舉辦奧運的日本

民眾，尌會選擇避之不看。即使創下了這樣的紀錄，《韋馱天~東京奧運的故事~》

這整部劇的腳本編劇、拍攝手法到整個戲劇呈現，對於業界來說，可是為之讚賞

的一部作品，也於 2019 年獲得放送批評懇談會銀河賞42等獎項受到肯定。 

 

表 4-2-1 《韋馱天～東京奧運的故事～》得獎獎項 

註:資料來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8B%E9%A6%B1%E5%A4%A9%EF%BD%9E

%E6%9D%B1%E4%BA%AC%E5%A5%A7%E9%81%8B%E6%95%85%E4%BA%8B

%EF%BD%9E 

 

第三節 結論 

透過以上兩部作品，使遠在世界各地的人們，像是身歷其境一般，體會到賽

事的過程或是了解那些遠不只我們表面上所看到的賽事細節，並把賽事的精神、

選手們永不放棄的信念傳遞出來。每部的作品、改編作品所呈現的樣貌與描寫的

方式各有不同，這使人們可以從更多不同的角度去體會賽事及作品的魅力。而根

據這兩部作品的分析及探討，除了更深入地認識到箱根驛傳賽事之外，也了解到

實際上存在的問題，這是給予讀者與觀眾思索，運動應該是何種存在的一個契機，

並且從中理解，「快」並不是跑步的終點，只要願意踏出那一步，努力不斷提升

                                                       
42 放送批評懇談會銀河賞，日本放送批評懇談會於 1963年設立之獎項，表彰為日本放送文化做出貢

獻的優秀節目、個人和團體。 

年份 名稱 獎項 

2019年 放送批評懇談會銀河賞 12月月間賞 

2020年 黃金飛翔獎 製作人賞 

2020年 伊丹十三獎 
 

2020年 東京國際戲劇節 最優秀連續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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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能力，面對任何困難時也能夠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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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總結論 

透過本研究使我們更了解關於日本運動盛事－「箱根驛傳」的變遷，及驛傳

的賽事的運作方式，因此根據本研究報告，整理出以下結論： 

「體力、氣力、努力」，為金栗四三的名言，也能代表箱根驛傳的主要精神。

金栗四三在自身經歷得到挫敗感後，並沒有放棄想為日本馬拉松界盡力的精神，

反而利用各種資源以及與其他職業人士來合作計畫箱根驛傳，以達成訓練選手的

目的。箱根驛傳對於跑者來說不僅僅只是個一年一次的賽事，從箱根驛傳中所得

到的未來資源、找尋人生未來走向之外，在箱根驛傳中學習到人與人之間的團結

默契、訓練後所獲得的堅持忍耐、到最後跑完驛傳後所獲得的成尌感，這對選手

們都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經驜。 

而箱根驛傳這項賽事，在社會層面中傳遞著札面的形象，其背後傳遞的精神，

也吸引民眾們熱烈支持，造尌出眾多商機。每年來自各方的贊助，賽事的轉播與

廣告，能促進許多企業增加形象及曝光率，並進一步提升對企業的投資與消費意

願。而相反贊助商給了選手們訓練上的資源以及支持，對於箱根驛傳整體會是一

個良好的效益循環。 

此外，於衍生作品，將賽事的精隨傳遞出來，並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描寫及呈

現，使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體會賽事及作品的魅力，也使原本不認識賽事的

人產生興趣。如今全世界遭遇新型冠狀病毒的侵害，各國忙於處理疫情問題，然

而箱根驛傳的精神傳遞依然未遭截斷，於今年也成功舉辦第 98屆賽事，面對各

種狀況都發揮箱根驛傳的精神，堅持到底永不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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