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賽馬水平
不斷提升，已在世界名列前
茅，馬匹運輸、檢疫及管理的技術與人才
亦屬世界級水平，過去亦成功協辦過北京奧運馬
術項目。由香港賽馬會興建的廣州從化馬場已於
2018年正式啟用，現為沙田馬場以外的另一個馬
匹訓練基地。香港賽馬會從化馬場馬房行政經理
佘靖宇日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從化
馬場環境得天獨厚，山好、水好、空氣好，香港
馬匹到從化訓練後體重增加，回港出賽的勝出率
高，反映牠們吃好、住好、休息好。2026年起，
從化馬場將恒常舉辦賽事，他深信香港賽馬的寶
貴經驗與專業人才庫，將有助於帶動整個大灣區
馬產業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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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身傷辛酸多 籲新人抱熱誠

同事緊密協作 戰勝疫情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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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靖宇曾任騎術導師，亦曾在馬術項目中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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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靖宇早年參與馬術比賽的
英姿，座騎為「仙履至尊」。

受訪者供圖

◆佘靖宇在英國受訓時與初生小馬合照。 受訪者供圖

佘靖宇在中五畢業後加入馬會，1994年在上水雙魚河騎術學校
擔任見習馬房助理，並向馬術方面發展。2002年，他被委任

為騎術學校騎術導師，於2008年晉升至檢疫馬房經理，今年再晉
升至馬房行政經理，主理從化馬場的日常管理，以及與香港兩地
的馬匹運送事宜。

港賽馬水平享譽全球
佘靖宇指出，香港回歸祖國至今，本地賽馬水平不斷提高，已勝

過世上許多地方，「不論當年赴英受訓或近十年出門，當地人家都
知道香港的國際賽；『靚蝦王』及『蓮華生輝』等前香港馬王在日
本、英國及澳洲都極具名氣，正是因為有更系統化的培訓。」
在馬術方面，佘靖宇表示，香港自1997年起參與全運會賽事，
自己有份於2001年廣州第九屆全運會代表香港出賽。回憶當年參
與第九屆全運會，他說：「那次是我首次參加全國性比賽，在來
自不同省份運動員身上學會許多不同的騎馬技術與技巧。」
他說，無論是盛裝舞步、場地障礙抑或越野障礙賽，馬術項目最

重要都是講求「人馬合一」與長時間的投入。「現時香港隊已愈來
愈多到內地參與馬術賽事，無論在亞運及全運都有不錯的成績。」
香港於2008年協辦北京奧運馬術項目，馬會撥款12億港元在香
港興建馬房及馬術比賽場地，同時負責場地設計與興建，並透過
馬醫院、賽事化驗所及其他設施提供支援，更獲北京奧組委授予
「北京2008年奧運會馬術比賽重要貢獻機構」的榮譽。當時，佘
靖宇負責奧運馬房（沙田和雙魚河）的馬房管理工作，「當時有
來自逾20個國家及地區的運動員、合共約200匹馬來港參賽，我
們既要做足事前準備工作，亦要待他們到埗後，全天候24小時照
顧人、馬在衣食住行方面的需要。」
當時整個團隊約40人，他在為期約兩周的賽期內，每朝5時起

床工作至晚上 12時，馬匹抵港與離港一段日子更「近乎沒得
睡。」他續說，整個賽事期間香港經歷兩次颱風，幸運地沒有造
成影響，賽事如期舉行，所有馬匹亦能「安全來、安全走」，
「我為團隊感到驕傲！當然亦有賴馬會的支持，因當時投放了許
多資源，馬房只是其中一部分，亦包括獸醫、運輸及場地支援
等。」
在佘靖宇的工作履歷中，還包括支援2010年廣州亞運馬術項目
及去年舉辦的第十九屆杭州亞運馬術項目的工作。他表示，自己
在廣州亞運主要負責的工作包括馬房日常管理、馬匹出入口，以
及執行馬匹檢疫安排。
當時，有關部門特別容許外來馬匹可於入口內地後再出口，當

時負責支援的香港馬房團隊連同自己在內，約有6人至8人，用了
大半年時間為賽事做準備。「由於是第一次在內地舉行亞運馬術
項目，因此要與不同政府部門協調，亦要得到國際組織認可，這
點十分難忘。」
當時，位於從化的亞運馬術場地，在賽後交由香港賽馬會管
理，並改建成如今的從化馬場。佘靖宇表示，從化馬場正是借助
亞運的經驗設有生物安全措施，「包括工作人員進入時要登記、
洗手消毒、穿保護衣，另設有生物安全圍網等。」

欣喜同事水平不斷提高
他形容從化馬場設施及設備都達到世界級水平，並於2019年首
次舉辦示範賽事，「看着從化馬場從零開始到目前有上山跑道及
最新的水力行馬機等設備；看到來操練的香港賽駒成績有所提
升；看到不少同事水平不斷提高，這一切都帶動了整個馬產業，
無論在從化抑或整個大灣區都有一個好的發展及示範作用，我有
幸參與這個大型項目亦感到十分榮幸。」
佘靖宇表示，從化馬場起初約有百名馬房員工，如今已增至約
350人，其中約80%是內地同事，多屬周邊居民與村民，相對較年
輕。相對於香港已有十分成熟的馬房管理系統，從化的管理與人
員培訓工作是一項新挑戰，「尤其內地同事入行時並未有機會深
入了解賽馬是一門非常專業的運動，需要更有系統及仔細地照顧
馬匹。」
可容納近1萬人的從化馬場看台正在興建中，預計明年下半年可
投入使用，以備之後恒常賽事之用。佘靖宇表示，整個從化馬場
工作團隊有馬房助理、策騎員、辦公室人員、獸醫及釘甲匠等不
同工種，馬會一直為他們提供專業培訓，為整個大灣區的馬產業
發展儲備人才。「香港是成熟的賽馬地區，有許多寶貴的
經驗可輻射至大灣區內，希望助力國家提升從業員的專業
資格並帶動整個馬產業的推進，甚至將來可進一
步發展育馬事業。」

佘靖宇以從事馬產業作為終身職業，原來他的爸爸也是馬會上水雙魚河
騎術學校的馬伕，讓他小時候已與馬匹為伍，「當時宿舍旁邊就是馬房，
我在這環境下成長，久而久之對馬匹產生興趣。」在雙魚河看到騎手接受
訓練及會員策馬參與跳欄比賽等，令他對騎馬的興趣愈來愈濃厚。與不少
熱愛馬匹的青少年一樣，他最初也是以當騎師為目標，但礙於身高及體重
超出限制，因此向馬術方面發展。
在加入馬會後，佘靖宇被派往上水雙魚河馬術中心與爸爸一同工作，主
要照顧退役馬，並開始接受有系統的騎術培訓，更先後約於1996年及1999
年被馬會揀選，派往英國受訓每次為期半年，並成功考取初級及中級騎術
教練證書。

獲派赴英培訓 學懂與馬相處
佘靖宇曾到過英國新市場（Newmarket）其中一個賽事馬房實習一個月。
他憶述，英國的馬房環境與香港截然不同，像是一個農場，受訓過程亦予他
深刻的體驗，「很多外人以為騎馬很簡單、很悠閒，但其實內裏大有學問，
因每匹馬都有不同的脾性與性格，與人不同之處是不能透過言語表達，因此
要學懂與牠們相處及溝通，彼此建立互信與默契。」
在英國受訓期間，他從什麼都不懂到深入了解馬匹脾性、生理構造、牠們
的飼料與食物及當中的營養學問。
憶起當年在雙魚河工作的日子，除了兩父子「拍住上」以及有機會一睹

「包裝之星」、「通靈」、「青城」及「及時而出」等一代香港賽駒的風
采外，佘靖宇最難忘的是長期照顧退役馬「仙履至尊」的一段日子。
「仙履至尊」於1994年退役，服役6季以來合共勝出6場頭馬，但佘靖宇

指牠有脾氣，形容是「無人喜歡」。佘靖宇成功與牠建立互信，更合作參
與馬術賽事，在越野賽中取得好成績。他形容，已將對方當成是生命的一
部分甚至家中一分子，但快樂的時光終非永恒，「仙履至尊」其後因病離
世，結束了與佘靖宇約7年的緣分。
他坦言，自己當時十分傷心，但彼此相處的點滴卻一世難忘。「牠心情
欠佳或身體不適時會透過肢體語言展現出來，例如不想做某些（馬術）動
作，但開心時動作會做得好好，既跑得快又什麼都不怕就跳過去。」
佘靖宇育有一名8歲兒子，同樣對騎馬有興趣。他笑言樂見三代同以照顧
馬匹為終身職業，「但我會向他講清楚，加入這行業就要當馬匹是朋友，且
必須捱得，不能只看到光榮一刻。」

一般人看騎師或馬術運動員威風八面，但其實無論
騎師或策騎員，背後均經歷許多辛酸，單從馬背上滾
下來也數不出有多少次。佘靖宇受傷比較重的一次，
是在當騎術導師時從馬背上摔下，左手甩骹需休養3
個月，而肩椎盤突出則是長期病症。
佘靖宇表示，不論賽馬抑或馬術，其實萬變不離其
宗，就是要與馬匹合作，寄語有志入行者必須要對馬
匹有興趣，以及對行業有熱誠，「馬行業是唯一人與
動物合作的體育項目，不同於其他可用器材或器具進
行協助的項目，人馬合一就是這道理，要照顧好馬匹
之餘，亦要令其有最舒適的生活環境。」
他坦言，在與馬匹打交道、建立互信及默契的過程

中有苦有樂，「平時訓練需要不斷重複做一些動作，
可能比較悶，亦可能會面對受傷。每朝4時許起床，
冬天從化的氣溫更可能在零度以下，而即使遇着打風

落雨，都要24小時照顧馬匹的起居飲食。不過，當參
加比賽取得滿意成績，自然十分開心。」

欣喜樂多於苦 成功感難以比擬
佘靖宇坦言，有志加入馬產業的年輕人可能只看到

行業表面上的風光而看不到背後的付出，「例如作為
騎師，要長年累月控制食量及體重，早睡早起，個人
要自律，也要求有規律的生活習慣。」苦與樂之中，
他認為開心的時間總會較多，獲得的成功感及滿足感
亦是其他運動難以比擬的。當然，他並沒有忘記背後
有獸醫及釘甲匠等團隊人員的支持。
佘靖宇相信，只要對馬產業有興趣，自然能好好調

節生活作息。他寄語新入行者要持創新、求新的態
度，善用科技去提升馬匹及人員的訓練，以達至最大
的成效。

佘靖宇多年工作間所遇到的最大挑戰，莫過於新冠疫情爆
發。在平常日子，他約每兩星期回港一次開會、商討兩地馬場
運作事宜及回家休假，但在疫情期間，最長試過9個月才回港
一次。
「疫情期間的防控措施及安排前所未有，例如馬匹來往兩地
的交通及交接安排，以及香港運馬同事到從化後的衣食住行安
排。從化同事又要配合當地政府的措施，例如要穿特別裝備在
指定範圍及時間工作，亦要配合政府定期登記接種疫苗資料及
出入廣州的安排等。」他說。
佘靖宇表示，疫情那幾年間，全憑同事間緊密協作，並與香
港馬房管理層保持緊密溝通，「運馬工作從無因疫情而停過，
從化馬場亦未曾有一天停止運作；操練、試閘等均如常進
行。」
疫情後期面對的最大挑戰，則是感染人數增加，高峰期接

近三分一同事確診，「當時從化每天早、午、晚、凌晨4次
統計人手，再因應情況靈活調動馬房員工，香港的賽馬一直
如期舉行未受影響，可說是表現出團隊精神，亦彰顯馬會
『One Club, One Team』（一個馬會，一個團隊）的精
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