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最愛與愛犬「啤啤」到處遊玩。

2  喜歡下廚、與家人及朋友分享美食。

3  謝影雪去年 11 月連同精英運動員及馬會義工隊探訪基層家庭，感受良多。前排左
二為馬會公司事務執行總監譚志源、右二為馬會見習騎師訓練學校校長陳念慈。

圖 1  2  由謝影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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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是寵物親善大使，謝影雪在 2021 年東京奧運後，人氣急

升，接拍了多個不同類型的廣告，首飾、化妝品、家品、電

器等，展現不同的面貌。「很多人覺得我在球場上很難接近，

拍廣告讓大家看到我的另一面，可以更認識我。」那麼在工作

以外，她還有什麼嗜好？

唱歌

「唱歌！我有時駕車會很大聲唱歌。」喜愛唱歌的程度可不是

隨口說說，她身體力行，在家裡添置了卡拉 OK 器材，方便隨

時隨地大展歌喉；而且由 Mirror、Tyson Yoshi，以至媽媽年

代的歌曲，全部琅琅上口。「我會跟媽媽唱舊歌，會陪她去看

陳慧嫻。」阿雪笑言，隊中大部份比她年輕的隊友，一看到她

的歌單，或許都會戲稱她做「雪姨」！

義工

作為受支持的運動員，謝影雪一直希望回饋社會。2022 年 11

月她參加由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發起、香港賽馬會主要贊助

的「愛心送暖行動」，聯同多名精英運動員及逾百位馬會義工

隊成員探訪基層，送上關懷。她當日到訪深水埗一個劏房戶，

居住環境非常狹窄，但女戶主收拾得整齊乾淨，「在艱難的環

境，那位媽媽仍然堅持給兒女最好的，也沒有因為現實困難

而愁雲慘霧。」這提醒她無論遇到什麼困難，都要堅持。「不

是看見希望才堅持，而是堅持下去，總會見到希望。」

願望

儘管羽毛球佔據她人生一大部份，在謝影雪的 Bucket list（「願

望清單」）裡，有三件事是退役後最想做的：重返校園，「想讀

有關營養學的科目，因為幫到自己、幫到人」；第二是開設一

間寵物友善的咖啡店；還有一些緊張刺激的事。「我從不滑水、

滑雪、跳傘，因為不想有任何機會受傷，影響比賽，但我一

退役，就很想立即飛去紐西蘭跳傘！」

羽毛球場內，謝影雪束

起長髮、左手握拍，目

光銳利，沉著應戰，是

堅實可靠、認真得有點

可畏的「雪姐」。 

離開球場，「雪姐」回復

「阿雪」身份，喜歡動

物，視愛犬如同家人；

除了人所共知的愛隊，

還 喜 歡 Tyson Yoshi、

會唱陳慧嫻的歌；也好

煮，試過廣告拍攝，甚

至非常有冒險精神，計

劃退役後立刻飛去紐西

蘭跳傘、玩滑水滑雪。

有說人生是在尋找一個

對手，毋寧說，也在尋

找一個夥伴。球場上的

最佳拍檔，彼此取長補

短，相輔相成，互相扶

持，榮辱與共，一齊贏

一齊輸；雙人組合比賽，

唯有通過團隊合作，才

能致勝。

由小雪、阿雪，再晉級

成為雪姐，謝影雪跟我

們分享「輕裝上陣」、放

下心理包袱卻不輕言放

棄的人生態度。比賽或

生活，成雙的時候，兩

心一意；即使是無雙、

變成一個人單數，無比

專注的做好每件事，這

大抵也是我們的處世座

右銘吧。

側面
謝影雪早前接受《駿步人生》專訪，與

主持人、馬會公司事務執行總監譚志源

「譚」天「雪」地，一切由牠開始。

愛犬

阿雪養過多頭狗隻，目前飼養的唐狗

「啤啤」，現年五歲，在四個月大時已被

她收養。「當時我在網上看到狗義工貼

文，說在垃圾房發現一隻狗寶寶。牠看

起來很骯髒，尾巴也被人燒過，但樣子

仍然天真、快樂」。她一看到啤啤，心

便被融化了，很快便決定領養，可是過

程有些波折。「牠感染了牛蜱熱，是一

種嚴重的疾病，很容易死。但啤啤很幸

運，醫了十天，最終堅強地生存下來。」

啤啤是隻善解人意的 Happy Dog，每

次一起外出吃飯，牠總是乖巧地躺在一

旁，從不搗蛋。難怪阿雪即使經常外出

比賽，在港又忙着訓練，都會抽空上網

自學，用南瓜、番薯、牛蒡、淮山加鴨

肉製造狗狗食用的腸胃粉，令啤啤吃得

更健康。不過，啤啤實在太貪吃，她笑

言：「見到零食就會忘記我！」

謝 影 雪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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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 31 歲的謝影雪最初接觸羽毛球，是在嬰

兒車上牙牙學語的時期。「那時媽媽帶家姐學

跳舞，我還坐在嬰兒車上。媽媽與其他家長在

球場等兒女下課，沒事做便一起打羽毛球。」

這些事情，她長大後從媽媽口中得知。「當我

識行識跑，媽媽便開始跟我打球。我第一次拿

起羽毛球拍，應該是四、五歲左右。」

阿雪兒時非常好動，同樣喜歡籃球和排球，

「但可能我玩這些運動的天份不高，又可能是

羽毛球選中了我。」要加入羽毛球作正規培訓，

一般由「青苗」開始，接着是八區青年軍，再

晉升至四區青年軍，最終通往體育學院的專業

訓練道路。然而，她一開始便「跳」入四區青

年軍，當時才六、七歲；進隊之後，經歷了一

段「木人巷」式的訓練。

一整年對空氣揮拍		

「當時所有隊友的年紀都比我大，優秀很多，我第一年只在場邊練

習揮拍及步法。」整整一年，阿雪或獨自苦練，或觀看師兄師姐對

打，沒想到，重重複複地對空氣練習揮拍，每次動輒訓練一個多

小時，卻從不喊悶，媽媽和教練看在眼內，知道她是個可造之材。

「一年之後，當師兄師姐練習完畢，教練就開球給我機會打球。」

升中學之後，謝影雪得兼顧訓練與學業，壓力倍增。「我在上水讀

書，要乘車到九龍訓練，之後再乘車回家，回家還要做功課，有時

疲累得上課時忍不住呼呼入睡。」那段日子經常因為太艱辛而流淚。

及至完成中三之後，時任香港隊總教練陳智才鼓勵她入隊，她慶幸

當時得到教練肯定和家人支持，沒多少掙扎就踏上全職運動員之路，香港隊

就這樣多了一個潛質無限的小妹「阿雪」。

2006 年加入港隊，謝影雪初時主攻單打項目；直到 2012 年轉為雙打，最

初打的是女雙，她第一次亮相奧運舞台，是 2012 年，顆拍潘樂恩出戰倫

敦奧運女子雙打。此後，她漸漸轉攻混雙，「那個時期的一批女球手比較

早退役，可配搭成組合去比賽的人選不多。」轉項之初，她遇到不少難關。

打女雙沒那麼多網前技巧；相反混雙比賽，女球手多數站在網前，製造機

會讓後方的男球手進攻，「對我來說是很大挑戰，那時全靠雙打教練陳康

（指點），他技術精湛，一路上幫我很多。」

「鄧謝配」是「被拍檔」

那麼東京奧運令香港人看得血脈沸騰的

「鄧謝配」是如何組成的？「其實我沒

有找鄧俊文，鄧俊文亦沒有找我」。當

時教練觀察到他們兩人的性格特質和打

法可以互相配合，於是促成「鄧謝配」。

她比俊文年長 4 年，「阿雪」自然變成

「雪姐」。「他很乖，也可能有點怕我，

始終我大他 4 年。不過他真的很謙虛，

用心聆聽，吸收得很快。」難怪他們的

磨合期比一般人短，只消半年，「鄧謝

配」便在國際比賽嶄露頭角。

作為拍檔，必須溝通良好，也要培養默

契。阿雪分享說，他們在歐洲比賽時，

三不五時便一起下廚，「俊文很厲害，

看看網上片段，就能炮製一款菜式，而

且相當美味。」

這對最佳拍檔自 2017 年合作以來，佳

績連連，世界排名一度高踞第二位。羽

毛球界有人稱讚他們為「大心臟組合」，

因為他們總像天不怕地不怕，即使遠遠

落後對手，也能扭轉大局。

但再大的心臟，也有難以負苛的時候，

東京奧運的賽事，正正是最大的考驗。

「原來有這麼多人支持我們。那次真的

很緊張，也大壓力，睡不著。」她爸爸

就直言，看至最緊張處要停下來休息一

下，擔心心臟負荷不了呢。

4  謝影雪的羽毛球生涯，一直得到家人的全力支持。

5  6  打羽毛球特別有天份，小小年紀已獲獎無數。

7  那些年姐姐（左）去學跳舞，阿雪便看著媽媽與其
他家長打羽毛球，種下對羽球的「愛苗」。

8  「鄧謝配」屢創佳績，圖為 2018 年在亞運會奪得
亞軍賽事的緊張戰況。

9  東京奧運比賽期間，鄧俊文伸手扶起阿雪的一幕
令人印象深刻。

圖 5  至 7  由謝影雪提供

圖 9  由 Getty Images 提供

那次真的很緊張，
　也大壓力，睡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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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如此龐大的壓力，必須專注才能克服緊張，

謝影雪想起在 2018 年到印尼雅加達參加亞運的經

歷。「那個場地，叫做『魔鬼場』。因為印尼的球

迷非常誇張，他們會打鼓，吶喊助威，（球員）在

現場根本聽不到教練指示，我甚至聽不到俊文的

聲音，我們必須在耳邊說話才收得到。」她說，她

的專注力是從這個「魔鬼場」鍛煉得來。由於疫情

關係，東京奧運舉行期間觀眾不能進場，比賽現

場一片寧靜，也有助他們專注比賽。

從羽毛球競技場上，謝影雪也學會合作精神。「我

們都是人，狀態未必每日維持高峰。可能今日我

差一點，他（俊文）就替我補位；或者他狀態不好，

我就看看如何出球，幫他省力。」相輔相成，取長

補短，才能一起走得更遠，攀得更高。

東奧場上，他們拚盡全力打出精彩球賽，最終得

第四，然而雖敗猶榮，全香港人都當他們是奧運

三甲；其中俊文伸手扶起阿雪、展現隊友互相扶

持的一幕，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

輕裝上陣　不易放棄

「大家可能只看到我和俊文，但成功背後，還有體

能教練、教練、營養師、物理治療師。」她說。團

隊合作無間，才是致勝之道。

從「阿雪」到「雪姐」，如今大部份隊友都比她年

輕，因而自嘲「雪姨」，從競技場上不止得到榮

譽，更領悟人生，她特別提到體院羽毛球館內掛

着的標語「輕裝上陣創造奇蹟」，那是前總教練陳

智才在 2006 說的話。此前的成功與失敗，謝影雪

通通放下；不輕言放棄的她，已經放眼今年的杭

州亞運和明年的巴黎奧運，冀盼再創奇蹟。

10  謝影雪認為放下成敗，才能輕裝上陣放眼未來。

11  「鄧謝配」先後奪得 2018 亞運銀牌（右） 以及
2021 世錦賽銅牌（左）。

如果你有幸遇上四個不同年代的羽毛球高手，你會做甚

麼？當然是來一場註定失敗的勝戰。

訪問在香港體育學院進行。馬會在支援本地運動發展上，歷年向體院撥款超

過七億港元，支持改建硬件設施、支援精英運動員訓練及教練培訓等，成為

全職運動員的大後盾。

訪問尾聲，攝影師安排譚志源夥拍阿雪組成混雙，在體院的羽毛球館，對撼

友情客串的馬會見習騎師訓練學校校長陳念慈（Amy）和香港隊小將吳英倫。

Amy 是港隊第一代羽毛球混雙名將，與陳智才（後來成為港隊總教練）的經

典搭檔，寫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體壇許多歷史，例如 1988 年漢城奧

運混雙銅牌（當屆羽毛球是示範項目，不被正式計算入獎牌榜），1990 年更

在英聯邦運動會稱霸，絕對是阿雪的大大大前輩。

至於年僅 18 歲的小師弟吳英倫，實力不容小覷，他在去年 6 月的克羅地亞

公開賽奪得男單季軍，是職業生涯首個成年組獎牌，被視為港隊新星，說不

定他就是幾年後的奧運代表。

由 Amy 到阿雪再到吳英倫，三個年代的羽球高手雲集體院羽毛球館。錦上

添花的是，現場碰上外號「林丹殺手」的伍家朗完成當日訓練，機會難逢，

大家誠邀他一起參加友誼賽；伍家朗比阿雪較遲轉做全職運動員，算是這個

陣容中的第三代人，就這樣，一次珍貴的香港羽毛球四代同堂，因而誕生。

「伍謝配」與「陳吳配」高手過招，時而輕放網前，時而起跳扣殺，互相演繹

球不着地永不放棄的精神，球來球往幾十板，拍攝團隊有幸欣賞一場精彩對

決，大飽眼福。

「Amy 校長」後來更化身教練，即場指導譚志源球技，「慢啲、打」、「慢啲、

打」，略有根底的譚學員打起來有板有眼，連拍檔阿雪都禁不住讚一句「好

波」！高手指點，譚志源儘管打到上氣不接下氣，其實是終極大贏家。

　不是看見希望才堅持，
而是堅持下去，
　    總會見到希望。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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