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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話題人物】日文系助理教授內田康 榻榻米上歌牌格鬥一瞬間  
校園話題人物

 

【記者陳品婕專訪】你聽過競技歌牌嗎？或許有人是透過漫畫《花牌情緣》認識

它的：在日式榻榻米上，一群人全神貫注，眼睛盯著前方50張紙牌，耳朵專注聆聽和

歌內容，「煞！」一聲，快速地從眼前飛過一張張的紙牌，它又被稱為「榻榻米上的

格鬥技」。本校歌牌社為全臺唯一，指導老師是日文系助理教授內田康。

 

競技歌牌的入門門檻很有趣，「除了要熟背紙牌上的和歌外，還要訓練搶牌速度」

，內田康解釋，「比賽使用的歌牌只有和歌的下半段，玩家必須依照聽到和歌內容的

上半段，搶走相對應的牌，速度快的為勝。」

 

早在30年前，內田康還是高中生時，就開始學習這項技藝，「我很喜歡古典文學，歌

牌上的和歌正是古典文學的教材，加上我就讀高中的歌牌競技社十分有名，於是我加

入社團學習，沒想到就一直玩到現在。」

 

回想高中的社團時光，內田康印象最深刻的是高三時擔任全國團體賽主將，並拿下優

勝，「當時許多學弟妹都是新手，為了不讓他們在初次參加大賽中緊張，做了好多訓

練，我也告訴自己要多搶牌，減少學弟妹們壓力。」

 

來本校任教後，教導日本古典文學的他使用《百人一首》和歌集做教材，「我也將競

技歌牌帶到課堂上讓學生嘗試，透過遊戲方式更能認識和歌。但對於臺灣學生來說

，和歌是外文又是古文，入門前須熟背五十音。」於是內田康改變競技玩法，「我的

課堂遊戲規則是聽完上半部的和歌後，再去搶奪相對應的牌，玩法較簡易，更能學習

聽力。」

 

由於課堂上的推廣，吸引了一群有興趣的日文系研究生們成立同好會，並邀請內田康

指導，之後便成立了「歌牌社」。內田康將自己的經驗與技巧傾囊相授，他說，「最

重要的就是記住『決字』，也就是和歌上半段開頭的字詞，每一張牌的決字字數不同

，最多6字，記住決字更能快速反應出對應的紙牌。」

 

在臺灣，競技歌牌的專業人士微乎其微，內田康曾在2015年應聘赴日本臺灣交流會授

課，他分享，「當時主要是分享如何使用《百人一首》教導和歌及競技歌牌技巧給日

文系老師，讓他們能在課堂中教導。」為了推廣競技歌牌，內田康也應邀帶著社團學

生在2016年國際夏季旅展中的日本福井縣攤位表演。現任歌牌社社長日文碩四張修齊

說，「因為在學校積累不少表演經驗，那次演出還獲頒推廣獎，真令我難忘。」



 

張修齊分享，「由於老師的推廣，目前有兩位日僑學校小學生固定和我們一起學習、

練習歌牌，已持續1年了。」內田康期許，「透過和歌讓更多人認識日本古典文學之

美，這項競技運動不但能訓練集中力、記憶力，也能體驗日本文化，期許未來有更多

學生能夠加入我們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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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田康（右）致力推廣競技歌牌。（攝影／何瑋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