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剛度過 37 歲生日的陳浩源，前半生就
是一部奮鬥年華的劇本。　

23 歲那年的農曆年三十遇上車禍，失去
左腳，10 個月後離開醫院，從此依賴輪
椅生活。為了讓往後人生「容易一點」，
用了 15 個月、破釜沉舟式，成功練成
以義肢走路。

由坐輪椅到站起來，走上羽毛球運動員
之路，才是高潮迭起之處。

花了幾年時間駕馭輪椅，達致「人車合
一」的打羽毛球，由香港首位輪椅羽毛
球運動員，到 2021 年奪得東京殘疾人
奥運會羽毛球男子 WH2 級單打銅牌，
陳浩源說羽毛球是他的信仰，賦予他做
人的價值，讓他重新站起來，磨練成今
日的我。 

從一個心高氣傲的小子，成長為受人尊
重的運動員、母親和妻子引以為傲的 
男人，陳浩源希望自身的經歷，可以勉
勵、扶助同路人，活出自我價值，令 
香港成為「每個殘疾人士都可以抬起
頭、 走 出 街 的 城 市。」 共 融 的 最 高 
境界，他認為就是社會沒有傷健、膚色、
語言等分野，人人「乜都預埋你一份」，
一起共創未來。

用喜劇手法演繹悲劇，把很壞的時光轉
化為美好的結局；下一站，平日習慣用
義肢代步的陳浩源繼續用心走，目的地
是比巴黎更遠的地方。

陳
浩源（Daniel）成長於荃灣石圍角邨，如
同那些年的屋邨兒童，他把幾個足球和
羽毛球踢著玩著，培養出對運動的興趣；

然而直到中學，才開始主攻羽毛球。

「其實是一條很簡單的數學題。踢足球做前鋒，
一場最多取兩三分，但舊制羽毛球一場可以取 15
分。」此時，他不忘笑著補充：「加上羽毛球是
一項個人運動，比較適合我獨行獨斷的性格。」

話雖如此，自小愛跑愛跳的他當年沒有想過要做職
業運動員，畢業後從事文職工作。「小時香港運
動風氣不如現在的盛行，做運動員不容易。」問
他年輕時的理想職業，他半瞇起眼憶述：「可能
做 marketing，可能會成為一名頗成功的 sales，
因為我講嘢幾叻。」

住院十月　「唔敢照鏡」
2008 年的農曆年三十晚，正當大家團年之際，他
遭遇車禍受重傷，被切除左腳，在深切治療部和病
房住了 10 個月。曾經意氣風發、身高六尺的年輕
人，從此與輪椅形影不離，一開始根本難以接受，
「我甚至不敢照鏡，不敢承認鏡中浮腫、傷痕斑
斑、身體有缺陷的人就是自己。」

當時在醫院過著意志消沉的日子，直至從一名探
病的朋友口中得悉輪椅羽毛球運動，前路才開始
見到光明。由於他本身對羽毛球有濃厚興趣，加
上發現在一場公平比賽中，與相等的對手較量，
可以找到自己的價值，便饒有興趣的躍躍欲試。

不過，當年香港殘疾人羽毛球輪椅組別未有香港
代表隊成員，只有十多名業餘球手，深深被吸引
的他一出院，就跑去報名參加本地業餘賽，並用
大半年時間摸索和練習輪椅羽毛球打法。「那時
和教練一齊『盲摸摸』練習了九個月，不停對著

短片摸索如何打、如何走位。可能我比較年輕和
有根基，所以 pick up 得很快，最後還在賽事中拿
下冠軍。」

勝仗　發瘋的宣告世界
說到人生第一場輪椅羽毛球賽事成績，今天仍難
掩興奮和喜悅。「我摘下冠軍之後，直情『癲咗』，
在街上見到人就想向人宣告『我係香港冠軍、我
係香港冠軍』……」這面獎牌的意義是體現了價
值之所在，讓他相信：「只要你肯努力做一件事，
必得回報，找到自己的價值。」

陳浩源說：「羽毛球是我的信仰，它令我重新站
起來。」受傷後，地方仍是熟悉的老地方，可身
體已經不同；參與輪椅羽毛球，帶給他重獲肯定
和重新認識自己的機會。

首嘗冠軍後，他不斷挑戰自己。出院一年決心捨
棄電動輪椅和拐杖，學習單靠義肢走路，結果用
15 個月「願望成真」；為顯決心，更毅然捐出電
動輪椅，破釜沉舟要自己「不回頭」，好好走下去，
至今已十餘個寒暑。

由業餘球手轉型為香港首位職業輪椅羽毛球員，陳
浩源說很多時候都得靠自己摸索技巧和自創打法。
12 年間奪得 63 面獎牌，現在每星期花六天時間
訓練，形同上班，他說一路走來，不止要證明自
己的價值，自言部分原因來自「鬥氣」的性格。

參與殘奧　消弭誤解
「開始玩比賽時，有朋友說因為我，才知道有殘疾
運動員。」細問之下，這位朋友原來不知道香港
歷年出了余翠怡、梁育榮等國際知名的殘疾運動
員，而且以為殘疾運動員「唔出汗」、「唔使郁」，
獲獎也只因參賽人數少。聽到這些誤解，陳浩源
沒有當場指正，「只有親身做到成績，才可以改
變他人的想法」；而這個「教育」，沒有比在殘
疾運動界最大舞台 － 殘奧項目上奪獎，來得更有
說服力。

陳浩源 2021 年在東京殘奧運羽毛球男子 WH2 級
單打，為香港奪得銅牌。今天說起賽果，他欣然
一笑：「我應承自己要做一個受人尊重的運動員。
雖然我拿了銅牌，但這麼多年來，我努力開創香
港輪椅羽毛球這條路，一步一腳印，儘管你輸（金
牌），香港觀眾仍然會尊重你。」

最壞的時光

     最好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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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 浩 源 細 說 羽 毛 球 帶
給他的人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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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母親的驕傲，妻子則是他訴心聲的「樹窿」。
兩個女人的守護，育成今日的他。「沒有她們，
我一個人的力量，根本做不來。」所以，「掌聲應
該分給她們的」。

媽媽「養大我兩次」
陳浩源形容媽媽「養大我兩次」。第一次養他至
成年，發生意外之後養了他第二次。她指這只是
盡本份，他則認為是超額完成，兩次。

他一直形容自己有位「神奇媽媽」，因為媽媽在他
「甚麼都不是」、一無所有的時候便一直守護和
照顧他；他留院十個月，媽媽擔起家庭經濟支柱，
既要奔波工作，每日還堅持到醫院送餐，鼓勵他
重新振作。

很多人稱讚他是生命鬥士，但他更希望將掌聲分
給一直陪伴身邊的媽媽。這位「神奇媽媽」甚至
不忌諱向別人提起自己有個殘疾兒子。「亞洲社
會好忌諱公開有家族成員是殘疾人士的事實，但
媽咪在我意外後，仍經常將我掛在嘴邊，向別人
說她的兒子是殘疾人士，但他好叻……」可見陳
媽媽對兒子有多驕傲。

感謝妻子　陪著我走
談到相伴 14 年的妻子，陳浩源說話慢了下來。

妻子是他的中學同學，意外發生時，彼此拍拖僅
三個月。失去左腳後，考慮到她尚有大好青春，
他卻無法保證可以給她幸福，反過來更可能要她
照顧一輩子……思前想後，他毅然提出分手。

「吓，你都幾殘忍喎！」那時仍是女朋友的她當
下的反應是驚愕，感動他的是她的諾言。 她說：
「大家都不知道前路如何、未來會行到那裡，但
我承諾會一直陪你，直到你重新站起來。」不是
口裡說說，住院期間她一直陪他聊天、做物理治
療，見證他由依賴輪椅到使用義肢自如走路，結
果他不止站起來，兩人更一起走入教堂。「我好
多謝太太一直陪伴，做我嘅樹窿……」

從前的陳浩源，為事業打拼，「想做有錢人，過
自己想過的生活」；現在，他有更高層次的追求。
「我可以代表你愛的城市出去爭榮辱、爭勝負，
與海外運動員做朋友，也多了人認識你的故事，
意外前是沒有這機會的。」幽默的他還笑言：「這
些經驗，晚年即使要去榕樹頭講故，都有嘢講。」

陳浩源指意外讓他成長，學會關心別人。「我以
前常自恃有小聰明，加上生得高，習慣向下望人；
意外發生後，我坐輪椅向上望人，多了機會要人
幫助。」今天他薄有成就，認為是時候用自己的
故事鼓勵別人，為社會帶來正能量，這當下更體
驗到，原來「施比受，更有福」是真的。

望殘疾者　抬頭走出社區
他早前擔任香港賽馬會獎學金頒授典禮的主禮嘉
賓，分享自身經歷，鼓勵年輕人珍惜所擁有的，
相信自己，並放膽去追尋夢想。香港賽馬會獎學
金自 1998 年成立以來，已向超過 800 位香港及內
地同學頒授獎學金，總額超過 6.4 億港元；除了支
持本地八間大學和演藝學院本科生，亦涵蓋當中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香港每 12 個人就有一名殘疾人士，但你在街上
很難發現，因為他們都躲在家中不出門。」作為
過來人，陳浩源明白殘疾人士外出需要無比勇氣，
為了讓他們重拾自信，他積極推動殘疾人士運動

計劃，讓同路人在運動中找到滿足感，抬起頭走
出社區，其中一個運動就是講求智力和團體合作
的地壺。

「地壺運動不講求力量，可以小朋友贏大人，殘
疾人士贏健全人士，是一個很好的共融活動。」
活動由殘疾人士擔任導師，讓他們增強自信、獲
得別人尊重，更讓學生認識殘疾人士不只是尋求
幫助的 taker（受者），還可以是有貢獻的 giver（施
予者）。

實踐共融　從心出發
一方面要教育大眾停止歧視，另方面鼓勵殘疾人士
重拾自信走出去，陳浩源認為非一人之力可以實
現，需要社會眾志成城才能玉成其事。「好多人
覺得『共融』是餐廳提供輪椅位、斜台，但我覺
得這頂多只是『共同』，換言之他們有他們食飯，
你有你一邊玩。」

他認為，實踐共融應從心出發，「真正的『共融』
是傷健人士自自然然地坐埋一齊傾偈，你不為意我
是殘疾人士，我不為意你是健全人士，大家沒有
距離；而當社會多一點理解殘疾人士的需要，心
入面『預埋佢一份』，行動和計劃就自然可以做
到共融的目標。」更進一步來說，「不止傷健共融，
長幼、男女、不同膚色和種族……多方面都可以
做到共融。」

在早前舉行的香港賽
馬會獎學金得主頒授
典禮上，馬會主席陳
南祿（左）向擔任主
禮嘉賓的陳浩源致送
紀念品。

馬會早前於沙田馬場
舉行「香港精英運動
員賽馬日」，以表揚
香港運動員的傑出表
現，以及慶賀香港體
育學院成立 30 周年，
多名精英運動員、政
府官員及體育總會代
表出席。馬會公司事
務 執 行 總 監 譚 志 源
（左）與陳浩源在儀
式上碰面，對 Daniel
的毅力給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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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媽 媽 視 兒 子 為 她 的
驕傲。

母 親 及 妻 子 是 陳 浩 源
的最強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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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 

訪問短片

後 

記

Hello Am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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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念慈（右）大讚陳浩源性格正面，故提名他參選

十大傑出青年選舉。

球場上與陳浩源隊友合照，包括東京殘奧羽毛球

銀牌得主朱文佳（左二），以及香港殘奧暨傷殘人

士體育羽毛球總教練劉南銘（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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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給自己找個對手。訪問星級羽毛球員，《駿步
人生》請來前香港羽毛球冠軍、現職香港賽馬會見
習騎師訓練學校校長陳念慈（Amy）友情客串，和他
打一場友誼波。

雖不是 Kitty，Dear Daniel 其實早也認識 Hello Amy。

Amy 穿著港隊球衣、帶了私家球拍進場，說認
識 Daniel 多年，稱讚他性格正面積極：「我提名
他參選十大傑出青年，覺得他性格積極，故事可
以啟發人心，希望可以為社會帶來正能量。」他
2019 年獲選為「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雖說是友誼賽，Daniel 在前輩面前沒有鬆懈，每
次擊球疾如閃電，讓 Amy 開始不久便喊道：「真
係打到出汗喎！」雙方球來球往，其後更加入
Daniel 的隊友，來個混雙，最緊要好玩。

曾在 1975 至 1983 年連奪九屆全港羽球賽女單冠軍
的 Amy 笑言，近年多數打網球及高球，已很久沒有
如此認真的打羽毛球，現在拿起羽毛球拍，覺得很
輕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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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用足夠

 份量的髮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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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用輪椅呈「八」字

形，可防止急速轉動時

翻側。

陳浩源自認「貪靚」，出

鏡前補補妝。

觀眾欣賞陳浩源在殘奧場上的英姿，偶爾也會被
他整齊、貼服的髮型「吸睛」。網民不時笑問：「陳
浩源究竟用哪款髮蠟，為何『吹極都唔散』？」

陳浩源在訪問期間，向廣大網民公開承認：我是
講究打扮的。

他說每天僅花五分鐘整理頭髮，但會用「足夠份量」
及 waterproof 的髮蠟，所以「落雨都唔塌」；而且，
他經常理髮，大概十多日一次，以保持整齊。

傷殘人士　有權愛美

一則關於他的愛美故事，發生在意外後的住院時
期。因為覺得醫院的病人服不好看，他特意在親友
探病前換上運動服，有位殘疾院友見狀大潑冷水，
「你這麼貪靚幹麼？沒有人會留意殘疾人士的。」
他心生疑惑地想：「殘疾人士為何不可以靚？不
論男女、傷健，都應該有扮靚的權利。」不說不知，
原來他曾上堂學化妝，笑言比妻子更愛美。

羽毛球既是至愛，他也有「第二個情人」。他熱愛
足球，是英國足球隊曼聯的「忠粉」，至今逾 30
年；最欣賞 36 歲的現役曼聯球星 C 朗拿度。他解

釋，職業運動員每天不斷重覆練習同一動作，對
身體形同「摧殘」，而要令自己與痛楚、苦悶共存，
需要頑強意志，否則不能支撐下去。

他以同齡的 C 朗作為學習對象，激勵自己在運動
路上保持戰意。「C 朗作為一個年長運動員，卻仍
然幹勁十足，不斷入波，這當中，意志很重要。」
陳浩源早前宣布再打三年，計劃於 2024 年巴黎殘
奧運後退役，之後會完成浸會大學體育及康樂管
理課程，在另一平台繼續為香港輪椅羽毛球作出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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