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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運動員在巴黎奧運比
賽取得佳績，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當時雖正
在訪問東盟三國，但一直留意賽事情況，及
為健兒打氣。他昨日在越南總結是次三國訪
問期間表示，今次港隊各運動員都展現出非
凡力量，各個運動員都盡展所長，全力以
赴。無論結果如何，他們都充分展現出決
心、毅力和意志，在世界舞台上充分發揮專
業態度和體育精神。「他們每一位都是香港
市民的心中英雄。」
李家超表示，至昨日為止，港隊已經在巴

黎奧運獲得前所未有的佳績，勇奪兩面金牌
和兩面銅牌，共獲得四面獎牌，香港全城熱
烈歡騰。「我在此再次祝賀江旻憓和張家朗
各獲得一面金牌，祝賀何詩蓓獲得兩面銅
牌。香港市民為你們感到自豪、引以為傲。
感謝你們，亦都感謝教練和團隊的努力所作
出的悉心培育和支援。」
他形容，各運動員激動了我們的心，向世
界展現香港運動員自強不息、全力拚搏、不
屈不撓的精神，「運動員尤其經歷艱苦訓
練，要捱過受傷和痛楚，各運動員的努力、

付出和表現，都是我們香港的光榮，無論有
沒有獎牌，我們都支持和肯定你們，都為你
們喝彩和鼓掌。」

擬辦祝捷活動 盼劍擊館明年落成
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在奧運賽事舉行之
前，已計劃好在賽事完結後舉行歡迎和慶祝
活動，表揚港隊所有運動員的努力、付出和
表現。在賽事完結和運動員返港後，他會在
禮賓府歡迎和感謝他們，分享各港隊運動員
的不同奮鬥經歷。

香港健兒在今屆奧運中取得的兩面金牌均
為劍擊項目，李家超表示，他在施政報告中
已提出會建設一個運動館，作劍擊訓練和比
賽之用，「在這方面，我們會抓緊進行，希
望在2025年，可以有劍擊訓練和劍擊比賽的
場地、運動館，提升劍擊訓練。」
同時，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會審視和總結香
港代表在巴黎奧運的整體表現和成績，「正
如每一次大型運動會結束後，我們都會做總
結，看看哪一方面我們可以加強一些工作，
亦會聆聽相關人士的意見。」

港健兒展現決心毅力 李家超：市民心中英雄

香港隊羽毛球混雙代表謝影雪日前在八強落敗
後接受訪問時表示，兩三周前仍在急症室擔

心能否出戰奧運，十分感恩容醫生令她可以成行，
其後又在社交平台發長文講述今次奧運的備戰經歷
與感受，又再次提到容醫生。她口中的容醫生，正
是容樹恒。事實上，香港運動員有份出戰的綜合運
動會，經常會於賽場上見到容樹恒的身影。
每次隨港隊出征的團隊，包括醫生、物理治療
師、營養師、心理學家及運動創傷防護師等，還有
運動員自費聘請場外支援。容樹恒昨日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自己並非隨隊醫生。他解釋，奧
運及亞運均由港協暨奧委會負責醫療團隊，該會轄
下只有一名已隨隊參與了數十年賽事的醫生。不
過，全運會、全國城市運動及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等
賽事均由特區政府統籌醫療團隊，特區政府經常會
邀請他作為隨隊醫生，加上容樹恒每周均會到體院
為運動員義診，早已與一班香港運動員建立了深厚
的感情。
容樹恒表示，自2001年開始，他便每逢周三下

午四五時到體院為運動員睇症，每次約兩小時，
「基本上只會遇着大年初一或因公務不在港時才會
缺席，但也會補回，每次約為20名病人睇症。有時
因工作關係要到體院，也會探望一下運動員。」

治理謝影雪傷患「幫你諗計」穩人心
他說，四年一度的奧運亦是國際醫學專家聚集的
日子。自2012年倫敦奧運起，他就應邀到奧運主辦
城市開會及講學，今次亦不例外，故也是以私人身
份到賽場觀看江旻憓、石偉雄及謝影雪等其病人的
賽事。提到謝影雪，容樹恒透露對方於今年初的賽
事受傷，大年初二及三為其膝頭抽水。今年6月，
謝影雪更確診類風濕關節炎，「她痛到連揸牙刷都
唔得，更遑論拿起球拍打波。」更不幸的是，謝影
雪於數星期前膊頭脫骹被送往急症室，容樹恒立即
趕往為她治理，「當時阿雪爆喊，諗住無了（未能
出戰奧運），我跟她說，會幫你諗計。」
容樹恒坦言，謝影雪一直背負着教練團隊及支持

者等許多人的期望，故在賽前不久受傷，內心十分
惆悵，「我亦有跟她說，不讓你去你都不甘心。但
當然，我是衡量過其傷勢後覺得可以讓她冒險。」
在他的悉心照料下，謝影雪終能出戰奧運並成功打
入八強。

「父親老友粉絲」三種維度一樣着緊
每當有香港運動員的賽事直播，港人都會在熒幕

前為他們「集氣」，容樹恒表示，除了緊張賽果，
他更關心運動員每次落地，「阿雪在今屆奧運小組
賽對日本組合時，曾被羽毛球打中臉部再跌落地，
當時她以右手（膊頭脫骹的手）撐地，我驚到彈了
起身！後來收到她沒事的訊息才放心下來。」
被問到如何形容與運動員的關係時，容樹恒說，

面對不同運動員的不同階段都有不同，「面對十幾
歲的年輕運動員，要有senior的形象，可能是爸爸
的專業身份。但到他們長大了，彼此認識了許多
年，他們亦要面對很多人和事，如果再是高高在上
的醫生身份，他們未必肯聽你講，所以便會轉為朋
友的關係。」
他笑言，自己有時更會變成一名「粉絲」，「有

次我身處倫敦，阿雪正在伯明翰比賽，我特地即日
來回看她比賽。」正因與運動員建立了深厚關係，
石偉雄、江旻憓及已退役的香港「女車神」李慧詩
等，不時會主動協助容樹恒，參與其教學示範。

江旻憓、張家朗及何詩蓓在巴黎奧運合共為香港勇奪兩金

兩銅，全城歡欣雀躍，而港人也沒有忘記石偉雄與謝影雪等

征戰多年仍能踏上奧運舞台的香港運動員，但有多少人知道他們背後的醫生、理療師等團

隊的默默付出呢？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系主任、體院運動醫學名譽顧問醫

生容樹恒，在過去廿多年來近乎風雨不改，每周一次到香港體育學院為精英運動員義診。他昨

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身為港人，當然為香港運動員奪獎興奮；身為一名醫生，更

關注的是運動員每次落地時會否受傷，並希望他們可健健康康地完成賽事。他形容自己與運動

員的關係：「初時可能像是他們的父親，但他們長大了就變成朋友，因為如果再像長輩一般高

高在上的醫生，他們未必肯聽你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在現役香港運動員之中，「石仔」石偉雄及江
旻憓早在十幾年前已開始接受容樹恒的醫治，後
者可算是看着他們長大，加上他們多年來傷痕纍
纍，自然更為着緊。容樹恒笑說：「相比起來，
張家朗的傷相對小事，不用我擔心。」他透露認
識「石仔」最久，對方經歷的傷患「死得都
有，但至今仍沒有放棄，堅持至站上賽場，好多
運動員都未必做得到。」今次巴黎奧運除出席醫
學會議外，他約只有3天時間可到現場觀戰，港隊
成員或同時間於不同賽場比賽，他會選擇看一些
見到「個心會定啲」的運動員，「石仔」就是其
中之一。

無不克服嚴重傷患闖難關
石偉雄自幼已愛上體操，7歲開始參加體操班，

半年後已通過體院測試踏上體操之路，惟14歲時
在昆明全國青少年體操錦標賽參加單槓項目時出
事，肩頭着地，經檢驗後證實頸椎骨碎裂。石仔
回港接受容樹恒的手術後，足足在醫院休養了整
個暑期，同年12月已可全面復操。
容樹恒表示，今次巴黎奧運「石仔」在跳馬預

賽的第一跳便是難度極高的「李世光跳」，騰空
要求極高，「我在現場看，最驚他落地出事，輕
則像東京奧運般扭傷，重則可以是頭部落地，後
果不堪設想。」
江旻憓曾先後經歷雙膝十字韌帶斷裂，兩次也
是容樹恒為她開刀。容樹恒表示，江旻憓康復速
度快，全因她天賦及身體質素好，且紀律性強，
不論作息、飲食及訓練都協調得很好，奧運賽前
約一個月曾出現的小傷，也康復得很快。
容樹恒說：「她小時候已經好乖，之後即使經
歷許多錯折及難題，甚至說一句話便被人標籤及
扣帽子，但都一一克服過來，令我十分欣慰。最
令我開心的，是她永遠懷着感恩與謙卑的心。」

江奪金是「遲來的肯定」
過去江旻憓在外地作賽，他都時常留意其成績，
以至從網上看即時比數，又認為3年前的東京奧運
對方本應可奪得獎牌。今次巴黎奧運能於場上親眼
見證江旻憓站上全世界劍擊的最高舞台奪金，當時
他十分激動，「我都眼濕濕。這對她來說是遲來的
獎牌及肯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石仔」堅如磐石「劍后」感恩謙卑

為向所有參加巴黎奧運的港隊健
兒致意，啟德體育園製作以「奧運」為主題的動感

燈飾，於今日起一連兩個周末晚，在主場館外牆上演首個
大型戶外LED燈光展，與全港市民一起為中國香港運動員打氣。

亮 燈 打 氣

每逢香港運動員在奧運及亞運等國際大型體育
盛事上取得好成績，都會掀起一股運動熱潮，但
香港的體育政策是否到位、對運動員的各種支援
是否足夠，一直備受各界關注。容樹恒直言，即
使香港擁有許多出色的運動員與運動醫學人員，
但政策上仍有許多需要改善之處，「最簡單的一
個例子，香港的職業足球隊，願意投放在運動醫
學上的資源少之又少，就連每年為球員支付逾
2,000元驗身費，都不願意去花。」他指出，香港

目前並無運動醫學的學士課程，只
得碩士課程，更大問題

是：「即使畢業後，
有 什 麼 執 業 機
會？」他建
議特區政

府投放更多資源於運動醫學的培訓之上，並提供
更多專業認證資格及發展機會。
容樹恒表示，近年不少曾到港參觀香港體育學
院的外國專業運動醫學團隊，都認同香港在運動
醫學上對運動員的支援，專業水平及硬件發展亦
屬世界前列水平。但哪怕有許多出色的運動醫學
人員，在物理治療師、營養師以至其他專職醫護
人員上，不論人手、薪酬架構、晉升及培訓等方
面都有進步空間。
「體育學院不是一個醫療機構，很難做到像醫
院一樣醫療專業化，但優質和專業化的人才卻是
必須的，內地、泰國以至日韓在相關規範上便做
得比香港好。」他說。
容樹恒指出，香港與世界上許多地方一樣，現時
並無運動醫學的學士課程，大部分均屬碩士課程。
香港中文大學於2004年開設了由容樹恒創辦的全港
首個運動醫學及健康科學理學碩士課程，培育專職
的運動醫療人員，並由他擔任課程主任，至今已屬
全亞洲甚至全球最大的碩士課程。

倡增海外交流 利醫學發展國際化
「要給予運動醫學更多專業認證資格，以及學生
畢業後的工作與執業機會，才能進一步發展。」他
建議可參考外地的一些模式，例如由政府或體院與
大學醫療單位合作推行專業化醫療，讓不同的專家
在體院內成立一個轉化的科研團隊，同時增加體院
醫護人員的培訓，甚至到海外出色的運動醫學及科
學單位進行交流及培訓，令香港的運動醫學發展更
專業化與國際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盼政府投放更多資源培訓運動醫學

◆石偉雄完成賽事

後，與容樹恒於巴

黎飯敘，並在街頭

合照。

◆江旻憓返港休息一天後，昨日特地

帶同金牌到中大醫院找容樹恒。

與「石仔」敘舊

「劍后」開心分享

◆謝影雪於巴黎奧運期間與容樹恒合照。

◆容樹恒今年初為謝
影雪的膝蓋治療。
謝影雪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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