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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香港女队在乒乓球女团铜牌

争夺战中战胜上届亚军德国队，历史性地夺得了香港乒

乓球史上首枚奥运会团体奖牌。虽然香港早在 2004 年

雅典奥运会上就获得过双打银牌，但因为这次登上奥运

会领奖台的杜凯琹、苏慧音、李皓晴都是香港本土培养

出来的选手，自然引起了更大的社会反响。香港乒总和

内地多年来密切交流、互相学习、优势互补的丰硕成果，

有目共睹。

香港和内地的乒乓球交流源远流长 

早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来自上海的薛绪初、傅

其芳等人就代表香港参加了在新加坡举行的远东地区单

打锦标赛，并获得冠、亚军。中国乒协加入国际乒联大

家庭之后，来自香港的姜永宁作为中国第一代国手参加

人才交流引领香港乒乓
走上奥运领奖台

文 / 余锦佳  图 / 本刊资料

了世界锦标赛，作为主力队员和上海的王传耀一起将中

国队带进最高水平的甲级队行列。

中国体育的旗帜性人物容国团，曾经是香港的街头

球王，1957 年他怀着报效祖国的愿望进入广州体育学院

深造，不久就在体育界的一次集会上，发出三年夺取世

界冠军的誓言，更如愿在 1959 年世乒赛上实现理想，夺

得男子单打金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体育第一个世

界冠军。容国团这位香港热血青年，不仅打开了中国乒

乓球攀登世界高峰的大门，他的“人生能有几回搏”之豪

言，更是激励鼓舞着一代代乒乓人创造奇迹，为国争光。

人才交流是推进香港乒坛发展的动力

当年的港英政府并不重视体育发展，投放资源有

限。当时球员生活费、奖金和代表香港参加比赛不足的

东京奥运会中国香港女队获得历史性突破，获得团体铜牌。

赛后，中国香港队和中国队共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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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都是由乒总会长余润兴和协会出资承担，这么多

年来付出无数也没法算清。为了提高香港乒乓球水平，

余润兴先生竭力主张从内地引入人才，促进香港的乒乓

球活动普及提高。1982 年，来自广东的余锦佳、陈江华、

莫卡莎加盟香港队，连同早前移居香港的印尼华侨原、

中国队队员李光祖、陈盛兴、张秀英，广东队球员许素

虹、澳门球员黄耀荣等，香港队实力大增。在教练员和

运动员的共同努力下，香港队终于在 1983 年的英联邦

乒乓球锦标赛上囊括了七项冠军，引得港督亲自前来祝

贺。80 年代中期又有内地的齐宝华、陈丹雷加盟港队，

在 1989 年世界锦标赛历史性地为香港摘取女子团体赛

铜牌，从此港队迈进世界强队行列。女孖宝的成功，提

升了乒乓球在香港体坛的影响和地位。

千禧年开始，香港队的表现更是惊喜不断。2002

年釜山亚运会，张钰、帖雅娜为香港夺得历史上第一枚

亚运混合双打金牌 ；2004 年雅典奥运会，来自广东的

李静、高礼泽获得男双亚军，为香港夺得回归祖国后的

第一枚球类奥运奖牌。香港乒乓热再次掀起高潮，乒坛

女孖宝、男孖宝成为众多青少年心中偶像。

香港乒乓球水平的提高离不开中国乒协的鼎力支

持，徐寅生、李富荣、蔡振华、刘国梁等历代领导以及各

省市乒协和运动队，在几十年中一直与香港乒协友好合

作，在训练和比赛中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引进人才，是为了引领未来

香港回归祖国之后，特区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引进优

秀人才，引进的人才在各行各业比比皆是。然而，在香

港与内地乒乓球人才交流的过程中，社会上仍有一些不

2016年11月20日，香港乒乓总会八十周年庆典隆重举行，国际乒联终身名誉主席徐寅生和亚乒联终身名誉主席李富荣，为香港

乒总会长余润兴（右二）颁发中国乒协突出贡献奖和亚乒联盟的第一个终身成就奖（右一为香港乒总主席余国梁）。

张钰（左）/帖雅娜在2002年釜山亚运会上摘得混双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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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看法。认为成绩固然可喜，但都是从内地引进人才，

占了香港本土年轻人的位置和机会，这样不利于香港乒

乓球项目的发展。

事实上，当年余润兴会长一直强调不能跟国外一些

协会学，引进人才就是为了立竿见影拿成绩。我们要着

眼将来，通过优秀球员在赛场上的表现，引起社会和舆

论对乒乓球项目的重视，吸引更多本土青少年参与乒乓

球活动，在普及的基础上发现有培养前途的苗子。90 年

代初，香港的乒乓球普及面还很窄，青少年参与乒乓球

运动人数不多。乒总举办教练训练班时，导师提出选才

和训练要求，学员的回应是 ：“有人来打球已经不错了，

这些要求根本做不到……”当时训练的起点很低，难于

发现人才。

专才运动员在世界大赛上获得奖牌后，社会各界对

乒乓球的关注程度明显升温，青少年群体中又一次掀起

了学乒乓球的热潮。年轻的余国梁在担任香港乒总主席

后也抓住这个机遇，在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赞助方面做

了不少有成效的工作。1991 年香港乒总喜获恒生银行

合作，共同推出“恒生乒乓球社区发展计划”，从此展开

了不同阶段的青少年培训计划，2001 年还成立了恒生

乒乓球学院，为香港培养本土乒乓球人才开辟了新的途

径。时至今日，恒生银行已经连续超过 30 年与香港乒总

合作双赢，这在香港也是史无前例的。香港乒乓球的崛

起，恒生银行功不可没。

在 2003 年以前，香港青少年培训一直处于普及阶

段。青少年队的训练每周也最多只能练 3 次，每次两个

小时，球员出席率还不能百分之百保证，主要原因是他

们更重视学业。那个年代的球员参加国际大赛的心态也

只在乎能不能参与，输得少就算赢。其实在一些教练眼

里，香港孩子的自身条件真不差，只是投入训练的时间

不够。为求突破，乒总在 2003 年推出育才培训计划，提

出以参与奥运为目标的全新训练计划，挑选 12 岁或以

下精英球员进行重点培训，要求每周必须保持 5 次训练，

每次最多 2.5 小时，对球员和家长来说，这个训练量的

要求在当时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 

香港体育学院在队员学习、训练、生活、医疗等方

面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作为协助政府执行精英体育

培训的机构，体育学院积极配合乒总多项计划的落实推

出，多年来彼此通力合作，成就了今天香港乒坛的可喜

格局。

参与奥运是每一个运动员的梦想，但对当时的香港

青少年球员却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目标。经过乒总和各方

的不懈努力，“育才计划”让一些本土选手逐渐看到了参

加奥运会的可能性，他们开始考虑要不要做一名职业球

员。在东京奥运会上夺得女团铜牌的三朵金花中，李皓

晴是第一批转成全职的育才球员，杜凯琹、苏慧音是第

二批，而黄镇廷则是当时进全职球员年龄最大的一位，

都已十七、八岁了。这几位青少年突破传统观念，勇敢

地接受全职乒乓球训练，既是他们自己走上奥运舞台的

关键一步，也是香港乒乓球从业余到职业迈出的一大

步。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李静（右）/高礼泽组合摘得男双银牌，

这也是香港乒乓球队在奥运会取得的最好成绩。

来自河北的齐宝华（右）和来自北京的陈丹蕾共同撑起了20世

纪90年代香港女队的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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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才教练功不可没

物质条件齐备，运动员的技术水平能不能尽快提

高，教练的执教能力尤为重要。在香港乒总整个训练架

构中，上（代表队）中（青少年队）下（少精训练）三级精

英培训，都有一些经验丰富的专才教练（资深专业教练）

无缝衔接配合。惠钧、陈江华、李惠芬、管建华、闻纯正

等一批优秀教练员，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为提高香港

乒乓球水平做出了贡献。尤其是前世界冠军惠钧和李惠

芬，他们在香港执教多年，工作认真负责，队中有不少

人都曾接受过他们的指导。

记得在 2007 年乒总搞第二批育才训练时，乒总特

邀原浙江省队教练闻纯正来港，负责训练当时只有 11 岁

的杜凯琹、9 岁的苏慧音等球员。在闻教练专心敬业的

指导下，杜凯琹、苏慧音进行了系统的基础培训，虽然

时间只有两年多，但这个年龄段正是向上突破的关键。

闻教练既要抓训练，还像照顾自已的孩子那样关心她们

的生活。外人感受不到他们肩上背负的责任与压力，甚

至有些人觉得这些教练就是来港揾食（挣钱）。其实这些

专才教练从内地来港，全都一心扑在工作中，忙于训练

比赛，很少有时间与家人团聚，无怨无悔地为香港乒坛

默默耕耘。

大约 5、6 年前，在香港伊利沙伯体育馆看完一场国

际比赛后，突然有一位乒乓球发烧友跟我说了一句话 ：

“看来你们是对的……”显然他是对当年乒总引进人才

的举措给予了肯定。当时我心里不由一阵激动，却忘了

对他说一声谢谢。当我把这句话告诉余会长及乒协的同

事时，大家都感到格外的欣慰。想当年舆论曾经出现的

反对声音，有些言语还非常尖锐，让余会长承受了不小

的压力。余先生先后担任香港乒总主席、会长长达 60 多

年，他爱国爱港，重贤惜才，出资出力，与中国乒协和国

际乒联通力合作，在国际乒联大家庭享有良好的声誉，

早在 1989 年就获得了国际乒联贡献奖。他顶住压力，

克服困难，坚持引进人才，为香港乒乓球界开创了新局

面。如今香港本土的球员在奥运会上勇夺奖牌，也是对

余会长最好的安慰。

奥运银牌、铜牌已经在手，新一代香港本土球员的

目标，一定是奥运会领奖台的最高处。

（本文作者系香港乒乓总会前教练及运动员发展总监）

前世界冠军李惠芬（右一）作为香港乒总聘请的专才教练，带领香港女队在

2006年不来梅世乒赛上摘得银牌。

以黄镇廷、何钧杰为代表的香港男乒正向着更高的目标努力前进

本文作者余锦佳（左二）和赵凤仪获得香港乒总颁发的长期服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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