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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排球員在賽後慶祝勝利。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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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發兒）
一個「異鄉人」來到香港追逐足球夢，場內場外
都要重新適應，其中飲食習慣更是一大挑戰，猶幸港
式美食的魅力無分國界，經過近半年的「洗禮」，姜𠗕
賢（Jun）已成為茶餐廳的忠實擁躉，更大讚「Hong Kong
food very good！」
半年前毅然決定來港闖蕩，當時的姜𠗕 賢連吃飯點餐也是一種
挑戰，面對多數只有中文的餐牌，他只能聽從隊友的「擺布」，
「阿袁（袁皓俊）會用英文或者看圖說故事，去告訴我有什麼東西
吃。」「開盲盒」般的點菜方式固然有趣，不過口味上難免要重新適
應，韓國菜大部分偏向清淡，姜𠗕 賢坦言花了不少時間適應港式美食的
「重口味」，「一開始來到香港很喜歡吃茶餐廳，但又覺得那些食物很
油，吃飯後整個人有點很漲的感覺。」

泡菜配麻婆豆腐飯？
經過近半年的「洗禮」，茶餐廳似乎已成功征服姜𠗕 賢的味蕾，還記得訪問
當天，看着一個韓國人風捲殘雲地「KO」一碟麻婆豆腐飯，有種奇妙的反差
感，吃完後大讚「Hong Kong food very good！」的他表示，「很好吃，但希望
下次可以加點泡菜。」算是為自己的韓國飲食習慣守住了最後的底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雨潤 北京報道）
2025世界女排聯賽北京站4日在國家體育館
揭幕，中國女排以3：0（25：18、27：25、
25：13）擊敗比利時隊，取得新周期的首場
勝利。
本場比賽是中國女排在洛杉磯奧運周期的

「首秀」，主教練趙勇採用「以老帶新」的
策略，派出吳夢潔、莊宇珊、王媛媛、陳厚
羽、張籽萱、龔翔宇及自由人王夢潔擔任正
選。首局比賽中國家隊一度落後，但憑藉吳
夢潔和莊宇珊連得五分反超前，最終以25：
18先勝一局。第二局比賽雙方咬緊比分，在

關鍵時刻，經驗豐富的龔翔宇、王媛媛和吳
夢潔挺身而出，助球隊以27：25再下一城。
末局中國女排迅速建立優勢，即便莊宇珊

因傷退場，小將董禹含臨危受命，表現穩
定，幫助國家隊以25：13鎖定勝局，收穫世
界聯賽開門紅。
賽後，趙勇對球隊表現表示滿意，稱比利
時隊給予中國女排極大壓力，但隊員們發揮
穩定，老隊員的經驗更是不可或缺。隊長龔
翔宇則認為，這支新陣容仍需時間建立默
契：「相信通過這次比賽，我們會越來越
好。」

姜𠗕 賢於大城市首爾成長，在小五已經與足
球為伴，其實Jun在之前也接觸過棒球運

動，只不過在足球場上能找到快樂，因而選擇
「棄棒投足」，他當時的生活除了學業就是到綠
茵場上訓練，「在中小學都是下午4時開始練
習，練完就回宿舍休息。」
在韓國，整個社會都強調從眾，大家為了考上

好大學爭相補習，競爭激烈。足球世界亦然，小
學生周一到周五放學後，會有3小時左右的訓
練，還會參與校內聯賽、市級聯賽、地區聯賽、
全國聯賽等賽事，大多數韓國青訓球員都視躋身
職業聯賽為目標，所以人人訓練都會十分搏命，
Jun形容就如同比賽一般，「五五波也會飛鏟，
但並不是打茅波，只是當訓練如比賽一樣。」韓
國高考競爭殘酷，踢足球某程度上成為考上心儀
大學的捷徑，因為高中參加足球隊的韓國學生，
在申請大學時能夠獲得降分福利和優先取錄，升
讀湖原大學的Jun正是其中之一，「教練就是看
了我中學時的比賽片段，才選我入學。」
在中小學是校隊主力的姜𠗕 賢，升到大學後角

色沒有轉變，只不過卻是第一次因為足球而感到
壓力，當Jun仍是year 1學生時就要面對year 4
的球員，比賽節奏跟以往是兩碼子的事，「那場
是自己大學比賽處子戰， 未習慣比賽節奏，加
上同隊也有一些師兄，與他們踢是有點壓力
的。」不過這種突如其來的壓力並沒有打垮姜𠗕
賢，反而令他更放膽鼓勵隊友，經過幾場比賽後
已經能夠跟上節奏，表現越來越好，更因此得到
球探賞識，於畢業後在K3聯賽發展。

起初踢K3 業餘波吸取經驗
姜𠗕 賢的生涯發展看似跟一般人無異，把所有

心力投放在足球，利用運動員身份升讀大學，畢
業後獲K3球會招手，不至於「畢業即失業」，
不過原來Jun從未在球會青年軍接受過訓練，就
連選拔也沒有去過，記者也對此感到十分好奇，
問他為何沒有參加選拔，答案卻令人有點意外，
「無特別留意（選拔消息）。」畢業後加盟K3
球隊始興市民，才令Jun有第一次踢球會的
經驗，但身邊的隊友有的是來自韓國豪
門FC首爾，有的已經踢過一至兩年
K3聯賽，「白紙」一張的姜𠗕 賢首
季上陣時間只有54分鐘，其後加
盟另一支K3球隊春川市民，出
場時間是上季的10倍，但仍稱
不上是主力球員，短短兩季
的 K3 生涯，留下的只有
「後備」，一球助攻及一
面黃牌。在外界看來，
這段經歷可能是微不足
道，但在姜𠗕 賢眼中卻
是碩大無朋。
「人生第一次當足
球是一份職業就是那

段時間，踢波會有人工，所以有一定壓力，隊中
比我踢得好的人大有人在，要與他們競爭是很困
難。」即使K3是業餘聯賽，但姜𠗕 賢堅持用職
業心態對待，加操之餘也會虛心向「老大哥」請
教進步方法。

加盟九龍城 先克服雞同鴨講
或者正正因為堅持才看見希望，在前九龍城射
手李根好推介下，姜𠗕 賢今季終於在九龍城一圓
職業球員夢，然而在來港前他對這裏的認識是
「五隻手指數得晒」，「只知道有支球隊叫傑
志，因為金信煜在此效力。我考慮了很久才決定
接受邀約，知道在海外踢波是很困難，一定要好
好表現自己。」於是姜𠗕 賢透過李根好了解香港
的情況和注意事項，加上自小便立志成為職業球
員，所以就決定來港。
由首爾走到2,000公里以外的香港，姜𠗕 賢加
盟球隊後馬上成為球隊主力，但其實頭一個月只
是他的「適應期」，畢竟Jun不善英語，而隊友
亦不懂韓語，在沒有翻譯在場的情況下，語言不
通就是最大難題，「起初，大部分教練所說的內
容都不明白。」Jun也曾試過因為語言不通而出
現失誤，「第一次用英文提場，試過希望鋒線球
員跑身後空位，他們有時可能會回後，所以會失
波，但現在聽慣了英文，會知道教練想我做什
麼，而隊友亦都聽得懂我說的英文。」

實戰4個月 難忘逆轉挫傑志
「適應期」過後，迎來的就是經典戰役，2月
作客傑志一役，九龍城半場已經落後兩球，正當
所有人以為勝負已分，九龍城卻在下半場10分
鐘內連入3球，以3：2反勝「藍鳥」完成驚天大
逆轉。而在4月主場對大埔一戰，姜𠗕 賢4分鐘
在禁區拉跌盧卡斯，累球隊輸十二碼，幸好盧卡
斯主射被李瀚灝撲走，才保住不失。Jun其後由
「罪人」變功臣，接應隊友開出的角球後心口控
定再用左腳抽遠柱射破謝家榮十指關。1個月後
再回想那個入球，卻令人意外地以「我還記得那
場比賽，但並沒有特別感覺」來形容，全因對
Jun來說，反勝傑志一仗才是最難忘，「因為是
在落後兩球下反勝，球隊很團結，很喜歡這種感
覺。」
一個人隻身在異鄉追夢的路絕不易走，自小以
職業球員為目標的姜𠗕 賢恐怕也沒想過其「職業
夢」竟然會在香港實現，但至少想像與現實都是
美好的，「我對職業球員的想像是球會會投資在
球員身上，現在情況正是如此，來港後有需要都
可以接受物理治療。」來港僅4個月，姜𠗕 賢已
與九龍城結下情緣，「很高興可以在九龍城實現
夢想，有明確的發展方向及戰術，能夠加盟球隊
真的很幸運。」
的而且確，香港這片彈丸之地是個充滿挑戰的

地方，但姜𠗕 賢的故事告訴我們，只要不忘初心，
夢想依然可以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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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愛茶餐廳醫肚

●國家隊球員吳夢潔（上）在比賽中施展扣殺。 新華社

●Jun（右）4月鬥大埔由罪人變功臣，成
為其港超代表作。 九龍城供圖

●姜𠗕 賢慶幸能在香港一圓足球夢。 ●姜𠗕 賢（藍衫）現在仍要克服語言不通的問題，有時要
透過翻譯與球隊教練溝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發兒）
港足昨晚在香港大球場出戰友
賽，在主力艾華頓缺陣的情況
下，只能以0：0悶和尼泊爾。
港足開賽初尚未入局，多次傳

送失誤，去到19分鐘才有第一次
攻門機會，米高頭槌二傳史提芬
彭利拿第一時間抽射高出，此子4
分鐘後在左路主射罰球，皮球略
門而過。港足站穩陣腳後取得不
少攻門機會，先有茹子楠在禁區
接應費蘭度長傳控定後在窄位起

腳僅僅高出，完半場前米高接應
陳晉一左路傳中後起腳射左上
角，被門將飛身撲走。雙方半場
踢成0：0。
港足下半場 55 分鐘換入陳俊

樂、吳宇曦及洛迪古斯加強攻
力，4分鐘差點收到成效，洛迪古
斯截得對手皮球後推入禁區橫傳
給顏卓彬，後者門前撞射高出。
港足之後再有費蘭度罰球直射被
門將撲出，最終只能以0：0悶和
對手。

港足久攻不入 友賽悶和尼泊爾

●史提芬彭利拿（左）上半場數次起腳，都未能攻破對手大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發兒 攝

●

費
蘭
度
（
左
）
今
場
繼
續
出
任
「
自
由

人
」
。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張
發
兒
攝

港
超
韓
援
姜
𠗕
賢

港
超
韓
援
姜
𠗕
賢

逆
流
追
夢

逆
流
追
夢

對許多香港人來說，

在這個競爭激烈的城市

中實現自己的夢想絕非

易 事 ， 然 而 姜 𠗕 賢

（Jun） 卻

選擇在這片

彈丸之地一

圓職業夢，

沒有接受過

球會青訓的

Jun在韓國是「失意軍

人」，來到香港搖身一

變成為職業球員，首次

在海外落班的姜𠗕賢已

視球會九龍城為另一個

家，雖然初期曾受語言

不通困擾，但14場比賽

正選上陣，加上射破謝

家榮十指關，就是他克

服一切的最佳證明。

●圖/文：香港文匯報
記者 張發兒

味蕾無國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