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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來已久了！有人以為英文 to play a role 之類，只
有一種解釋和翻譯吧，本來也可以（甚至應該）說：「負
責」、「擔當」某一工作、某一角色的，都濫用「扮演」
一詞了！某某被推為君尊，某某被尊為教主，可以隨便說
是「扮演」嗎？

當然，人生如戲，世界有時就像大舞台；能夠「擔當
責任」而又保持一些哂謔與旁觀的冷靜，「扮演角色」而
又全力以赴、絕不欺場，就真的可敬可佩、宜賞宜欣了！

多年來講解於教室、示範於教壇、評述於賽場、演出
於劇院，維肖維妙、繪影繪聲，遠近馳聲、萬眾翹首的

「萬能鍾」，就是一位這樣的人物。現在我們手頭這本書，
靈暢親切、生動有趣，不過是他眾多長處的表現之一而
已！

志光兄演活了多種角色，表現了百態人生，共鳴了萬
千心曲，平時接物待人，又謙厚熱誠，有「擔當」，能「扮
演」，「總要把節目做好、做下去」。──鍾兄：佩服你！

陳耀南
2021 年，1 月剛過

謹序於又名雪梨的悉尼

鍾君志光，在我，介於熟與不熟之間，多年前，已耳食其名，熒光
幕上，作球賽評述，舌尖生花，言人所不敢，專業知識縱或不如林尚
義，娛樂性則過之，足可跟大聲公葉觀楫比肩，由是鍾君形象深入我
心矣。

年前在一宴席上，彼過來招認，稱是讀者，四手緊握，恍如素
識。前年，拙作發佈會開，鍾君抽暇應援，暖流溢胸臆。讀其履歷，
君生於寒家，由外婆一手撫育成人，境況正與我相同，我亦依外婆長
大，感情尤勝母親，遂於鍾君有好感。復知鍾君愛足球，以為是「波
牛」，謬耳，乃港大中國語、文學碩士，學歷勝我多多，思之惶慚。

近日，鍾君立志要跟我爭搶飯碗，成書一卷，曰《悟樂塵網中的
鍾志光》，36 篇文章，自稱劣作，過謙則妄，細看文章，珠玉紛呈，
運詞遣句，皆戛戛乎有獨到之處，盡顯國學根柢深厚，緣何臻此？
讀記師一文〈空前絕後一書生〉，方悉彼之業師為予老大哥陳耀南博
士，文云：「博學多識，謙恭有禮的陳教授，是我在課堂上遇過的最好
老師。他言詞扼要，徵引豐富，義蘊紛陳，議論精彩，深廣相宜，妙
趣橫生，往往三言兩語便說出重點，把複雜的概念深入淺出地介紹清

楚。」言出肺腑，非謬語也。名師
高徒，文筆自生花，韻味天然成。
再看紀念林尚義的〈講演雙絕動人
心〉，文末輓聯尤精絕，輓曰 —

「尚德譽球壇  重炮一鳴驚敵膽  義
風存海宇  講演雙絕動人心」。寥寥
數語，概括林氏一生。

春去夏來天暑熱，捧誦佳作塵
氣消。匆匆成文，不敢云序。

沈西城
辛丑年夏初序於隨緣軒

十多年前的杜詩課，猶如昨日。
沈大哥儒雅風流，舌燦蓮花，
有他在，難有冷場。

鍾情扮演多能藝，博識擔當一志光 悟樂塵網消凡念序一 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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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前中華民國國腳陳展安前輩正是她的家翁。他們的
序文充實了本書內容，大大地增加了可讀性，在此再三
言謝，銘感不忘！

寫作是孤單的，但過程卻愉快；幕幕舊事溢於胸
臆，有喜有悲，有得有失，這就是人生。古詩十九首有
云「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寫作人也是一樣。文章
既就，書本付梓，知音無覓，能無怨乎？於弟而言，知
音多少並不是最重要，只要讀者能夠體會到弟在塵網中
的感悟與喜樂，便使弟樂透了！

鍾志光
序於中文大學錢穆圖書館

「悟樂塵網中」摘自陶淵明「誤落塵網中，一去
三十年」句，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縣令有感入錯人生
跑道，遂生此慨歎。弟乃碌碌無為者，在塵網中兜兜轉
轉，一事無成，然亦未有「誤落」之感，是故捨「誤落」
而取「悟樂」，好讓跟大家分享弟在塵網中的感悟與喜
樂。

經歷過八屆世界盃，奧運方面，計及即將舉行的東
京奧運在內，也是八屆；至於評述過的足球賽事更多不
勝數。上天於弟厚愛有加，寓工作於娛樂，從不以工作
為苦。因緣際會，碰過不同的人，遇過不同的事，不敢
自誇世事洞明，練達人情，惟總有些感悟油然而生，
有些樂事記於心間，願與諸君分享。

此書之能付梓，最大推手乃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的梁卓倫先生及嚴瓊音小姐，他倆大膽地找「用口多過
用筆」的弟撰書，想來冒險之極。弟怎會想到、亦從無
想過會有著作面世，行事之初不敢向人提及，甚至同衾
共枕的妻子也被蒙在鼓裏，唯恐半途而廢，招人笑柄。
人生就是如此奇妙，往往是意想不到，而更加意想不到
的是在邀約友朋賜贈序文時，各界好友皆鼎力相助，竭
力支持。

陳耀南教授是吾恩師，歷來多助於弟。沈西城兄乃
弟心儀之大作家，冒昧求序，鴻文即至。林大輝兄相識
已久，雖然他的社會地位日高，但待人真切之情與初識
無異。楊德強兄為主管香港體育事務的高官，本書以體
育入文，又怎少得他的序文呢！郭家明兄與弟相知相交
四十載有多，知弟甚詳，是良師，是益友。黃金寶兄是
弟跑新聞時採訪過的運動員，李漢源兄是在 32 年前替
弟試鏡的導演，韓毓霞女史則是多年戰友，最佳拍檔，
林淑敏女史實乃弟最欣賞的女演員，她跟球圈也有淵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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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一金
—「風之后」：李麗珊

1952 年香港首次派出運動員參加奧運，四名前往赫爾辛
基出賽的都是游泳選手，其中兩名為華人。戰後初期，百廢待
興，政府投放在體育的資源極有限，旨在參與，不論成績。直
至 1988 年漢城奧運，陳念慈和陳智才在羽毛球混雙項目取得
銅牌；不過，羽毛球在當屆只是示範項目，未有計算在獎牌榜
之列。香港的第一面奧運獎牌，是在 1996 年由滑浪風帆項目
的李麗珊替我們奪得。

	頒獎禮後，各大電子
媒體都爭着搶先訪問
「風之后」。

爭分奪秒搶先報道
在長洲土生土長的李麗珊，從小就在舅父熏陶

下，愛上了滑浪風帆。她在出席阿特蘭大奧運前，

已經在 1990 年及 1994 年的亞運會取得兩面銀牌，

亦是 1993 年世錦賽冠軍人馬，如此亮麗成績，無怪

乎被視為爭標分子。無綫電視體育組主管們理所當

然地把滑浪風帆視為重點項目，多次前往比賽地點

薩凡納（Savannah）視察，擬定拍攝策略。

比賽期間，派出唯一一隊可作現場直播的採訪

隊駐紮當地，每日現場報道戰況。比賽至最後一

日，珊珊已經肯定金牌在手，由於賽事開始前，教

練與傳媒約法三章，在比賽完結前不會接受訪問，

縱使已知取得金牌，亦未有向媒體講述心聲感受。

所以，最後一個比賽天，大批記者湧往薩凡納，待

珊珊完成比賽後便馬上跟她做訪問；電子傳媒尤其

重視搶先報道，是故珊珊上岸處便成兵家必爭之地。

出招成功直播畫面
早一晚我收到通知，要在翌日早上聯同拍檔湯

瑪士乘坐流動廣播車前赴薩凡納，當下我向主管提

出建議，希望改坐小車，好趕及比賽開始前到達；

由於資源緊絀，未能如願，主管又說現場人手充

足，只着我此行專注頒獎禮便是。第二天下午到達

新聞中心時，最後一班前往比賽場地的駁艇已經開

出；換句話說，我雖然到了新聞中心，卻無法踏足

比賽場地，二者之距離猶如中環至昂船洲，無船不

行，我只好在新聞中心收看現場畫面。當珊珊上岸

一剎那，記者們蜂湧而至，細看之下，似乎獨欠

無綫的採訪隊，此時亞視的採訪隊正在跟珊珊做訪

問，但我只見畫面，卻聽不到聲音。之前說過，在

當地只有我們設置器材作現場直播；理論上，其他

電子傳媒只可以把訪問錄影後傳回廣播中心，然後

再透過人造衞星傳返香港，這樣才可以有畫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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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亞視可以讓香港觀眾看見現場畫面呢？

原來大會的製作團隊知道這是香港的第一面金牌，

因此全程直播，亞視就是透過大會提供的畫面便儼如

直播。我在新聞中心只見畫面，不聞聲音，但香港觀

眾卻聲畫俱存，因為記者以手提電話作為傳聲工具。

我台主管們的精心部署，卻被偶然而然的情況，殺

個措手不及，吃了一記悶棍。當晚收到主管來電，

以低沉的聲音告誡我：明天的頒獎典禮不容再失。

額外付費是潛規則
一宿無話，第二朝吃過早餐後，便和湯瑪士到

頒獎禮場地視察，並向大會查詢程序；大會負責人

說我台不在採訪名單之列，我倆馬上意會到要額外

付費才可以進入會場，廣播中心的主管得悉情況

後，馬上向大會購入頒獎禮的播映權，可以在會

場內設置獨家攝影機，這一次，我們比對手快了一

步。為求不容有失，我們是最早到場的採訪隊，佔

據了最近頒獎台的有利位置。因為我們是剛剛付

款，確認文件尚未傳到前線；所以隔不久便有一位

身材健碩的女職員請我們離開，我每次都重複告訴

她，我們已經取得播映權，只是文件未到，幸好她

也沒有強行要我們離開。大概 6 點鐘左右，她再次

出現，這次是說已經收到了文件，着我們安心工作。

在早上視察完場地後，我和湯瑪士已經定好策

略，計劃在頒獎禮完畢，當珊珊步離頒獎台便衝出

去跟她做直播訪問，若讓她返回休息區，肯定是人

頭湧湧，未必可以搶先訪問；這也是我堅持守住頭

位的原因，期間不敢離開半步，廁所也沒上。結果

當珊珊步離頒獎台時，我馬上繞過保安人員，衝過

去把她截停，讓她跟觀眾交待此刻心情。

全城高呼港人驕傲
1 9 9 6 年還是港英時期，頒獎禮升起的是香港

旗，奏出的卻是英國國歌。然而。在香港土生土長

的我，望着也是土生土長的李麗珊，只感到香港人

的驕傲，香港人終於可以站在奧運會頒獎台之巔，

在電視機旁的香港市民相信也有同感。基於是香

港首面獎牌的得獎人，團隊對她保護有加，凡所到

處，必定有大批團隊職員護航，未經預約批准，一

律不接受訪問。我曾經在選手村見過其他國家的金

	與李麗珊及黃德森攝於薩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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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娛樂化

「百貨應百客」，因着顧客的不同需要及喜好，生產商便會
努力生產市場上受歡迎的產品，電視工業也是一樣，不受歡迎
的當然被淘汰；曾幾何時，經典劇集《輪流轉》正因為收視率
欠佳而遭腰斬。一般而言，常規的體育節目並非重點項目，毋
須投放大量資源，除非是大型盛事，例如世界盃及奧運，則另
當別論。

	在 2000 年悉尼奧運，有沈澱霞、汪明荃、陳百祥、郭富城等藝
人，同台合照，實屬難得。

	2004 年雅典奧運的主
持陣容，左起為：谷德
昭、楊婉儀、筆者、黃安
琪、馬德鐘等。

藝人效應加速宣傳
電視台毫不吝嗇地投入資金去購買版權，製作

人員花盡心思，務求把節目打造成全城熱話。此無

他，為的是提高收視率，增加廣告收益；明乎此，

也明白為何每到世界盃或奧運，便會見到不常參與

體育節目的知名藝人出現，或作主持，或作嘉賓；

說穿了，還是為了向廣告商吸金。免費電視的主要

收入源自廣告收益，由知名度高的藝人擔綱演出，

是收視的保證，廣告客戶亦願意大破慳囊，使廣告

收到預期效果。

製作人員的金科玉律是，製作出一個叫好又叫

座的節目自是可喜可賀，若節目不太叫好，卻引起

觀眾的注意，也可賀也；而節目雖然叫好，但外間

反應平平無奇，還算是不錯。然而最忌的就是不叫

好不叫座，節目推出時無人注意，播完了也無人知

道，悲涼之極！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無綫電視為了要製作

出叫好又叫座的體育節目，每有盛事都實行兩條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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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路的策略；專業主持及評述員在體育項目作主

打，其餘時間，交由藝員及嘉賓負責，體育及娛樂

雙線並行。過去 30 年行之有效，相信日後也會依舊

模樣。過往曾經合作過的知名藝人多不勝數，為免

掛一漏萬，無意一一細數。知名度高的藝人的確可

以把節目的吸引度提高，無可否認體育節目是有體

育迷鼎力支持，但相比全港人口，總是佔小數；所

以為要吸引非體育迷收看，便得借助藝人之力，實

乃無可厚非。

另一個原因，就是娛樂版每每以藝人作為報道

焦點，他們的舉手投足，一言一行，往往是娛樂版

的頭條新聞，成為市民茶餘飯後的話題，全城熱話

效應由此而起，對節目的宣傳起了很大作用。雖然

他們的報道內容跟體育沒有直接關係，例如在世界

盃節目內試過以電話訪問祥哥（新馬師曾先生），

	1996 年阿特蘭大奧運，楊婉儀、李克勤、劉德華等
都有參與。

祥嫂又親自把靚湯送到錄影廠慰勞一眾主持；翌日

娛樂版便大肆報道，引來不少迴響，朋友也問我祥

嫂煲的湯好飲嗎？像這樣的軟性宣傳，效果之佳是

意想不到的。

	方力申於 2004 年雅典
奧運直播期間，疑似與
葉璇發生爭執，實情卻
是刻意製造的「互窒」
效果。

小方葉璇對話引來誤會
傳媒朋友也善於捉錯處，以小題大做來吸引讀

者，例如 2004 年奧運開幕禮，方力申及葉璇在廣告

時間的對話被工作人員一時疏忽地播放出來，他倆

正在對稿，並商量如何加入一些俏皮內容，製造出

「互窒」的效果；但傳媒朋友信以為真，如獲至寶地

把報道放於頭版，謂方力申與葉璇不和，真相當然

不是如此，但話題不斷發酵，害了兩位當事人。

2008 年的奧運，也曾因為工作人員操作錯誤而

產生對藝人的負面報道。在開幕禮前，Do 姐（鄭裕

玲）在試器材時疑似大聲鬧人的鏡頭出了街，又成

為了娛樂版的頭條新聞，直指她惡形惡相。當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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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情是 Do 姐戴着大耳牛耳筒試聲，工作人員不慎

地把聲音調大了，戴上大耳牛的 Do 姐在本能反應

下叫對方把音量調低，這本是常有的情況，但因為

出言的是 Do 姐，所以成了頭條；試想想，若發生

在我身上，有誰會拿來報道？

華仔克勤誤闖主禮台惹風波
還有一次是弄得比較大的事件，發生在 1996 年

奧運，香港隊在選手村的升旗禮上，我安排了劉

德華及李克勤跟隨在香港運動員後面進入升旗禮會

場，讓攝影師拍到他倆參加升旗禮的畫面；華仔及

克勤非常守秩序地排在最後，而且在進入會場後便

馬上離開，沒有跟隨香港運動員走上主禮台，但還

是被在場的港協暨奧委會主席沙利士先生看見，並

大興問罪之師，他認為藝人故意走在運動員中間，

影響儀式的進行，對大會極度不尊重，這是非常嚴

重的指控。各大媒體爭相報道，除娛樂版外，港聞

記者也有跟進。沙利士在明瞭真相後也沒有追究，

這個話題熱哄哄地鬧了幾天才告一段落。

幕後團隊才是無名英雄
藝員們不斷地被傳媒捉錯處，有苦自己知。他

們有些對體育真的不太熟悉。然而他們都非常努力、

認真作準備，間或有不足之處，只是無心之失，過

分責備是不公平的。與此同時，他們做得好的地

方，傳媒朋友就少有提及。以 Do 姐為例，北京奧

運是她第一次主持的大型體育節目，她卻恰如其分

地帶領觀眾欣賞奧運會，每到賽事便交專業評述負

責，不會搶着發言。有一次在直播期間，收到消息

謂中國體操隊在 20、30 分鐘後會駕臨我們的直播

室接受訪問，此時只見她靜坐一旁，不消一會已經

把訪問內容準備好，體操隊大軍到達後，Do 姐跟他

們做了一個非常高質素的訪問，她不但主持技巧了

得，資料運用得宜，尤使我佩服的是她那「卒然臨

之而不驚」的大將之風。成功非僥倖，究竟她事前

花了幾多時間作準備？恐怕只有她才知道。

各司其職，各盡所能，發揮團隊精神是製作大

型體育節目的成功要素；我本着「功成不必在我，

成功必有我在」的態度與各同事合作，無論是與合

作已久的體育組拍檔，又或是與助陣而來的藝員

同事，都同心協力地把節目做好。除了幕前的同事
	李克勤曾經參與多個體育節目的主持，更曾以「體
育人」身份分享他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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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特一射影響深遠
球門線技術在 2012 年 7 月才被國際足協接納於

正式比賽中使用，2014 年首次在世界盃應用。事實

上，在科技突飛猛進下，上世紀九十年代已經可以

引入科技協助執法，幾經商議，國際足協仍堅拒革

新。為甚麼不多久後，國際足協又會主動提出以科

技協助執法呢？相信要從林伯特的一射說起。

話說 2010 年世界盃十六強賽，英格蘭對德國，

林伯特在英格蘭落後 1：2 時，在禁區外勁射中楣

彈地，皮球明顯已經全部越過球門線；但烏拉圭籍

的助理裁判員在皮球射出後才從禁區外奔向底線，

從他的視角的確難以作出準確的判決，主裁判距離

球門也遠，在未有見到助理裁判員作出入球的提示

下，便否決了這個入球，最終英格蘭以一比四落

敗。跟 1986 年的情況近似，全球的電視觀眾都清楚

看見是入球，但球旁證不察，入球便泡了湯。1966 年

的問題球，英格蘭是得益者，但相繼在 1986 年及

2010 年出現的問題球，英格蘭反成受害人。

引入視像助理裁判
在國際足協現行的制度下，修改球例是交由國際

足球協會理事會（International Football Association 

Board）處理，理事會共有 8 名委員，由於歷史原因，

其中 4 名代表必定來自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及

北愛爾蘭，其餘 4 名則是無指定國籍的國際足協代

表。由此可見，英國代表在球例的制訂及修改上，

有決定性的影響。英格蘭在 2010 年世界盃的入球被

錯誤地否決後，理事會便開始考慮如何避免歷史重

演；經參考過其他體育項目，又得到有關科技公司的

技術協助下，球門線技術便應運而生，並在 2014 年

首次用於世界盃決賽週，協助裁判員準確地判斷在

電光火石間造成的入球是否成立。這是足球歷史上

首次以科技協助執法，大門一開，隨之而來的是引

入電視重播協助執法，稱之為「視像助理裁判」，

2018 年世界盃決賽週也有使用；時至今日，一般經

濟較好的國家，以至中國內地聯賽都加入視像助理

裁判，協助執法。

裁判操最終話事權
球例清楚說明 VAR 只是協助裁判執法，判罰

與否由主裁判決定。同時，只有涉及入球的犯規、

十二碼的判決、紅牌的判決及因為裁判員錯認球員

而作出的判罰，才可以透過 VAR 系統觀看事發經

過。換句話說，是讓球證重看問題出現時的實況，

按情配合球例作出正確的判決。然而使用以來，守

方在禁區內手球及越位球的判決都引起很多爭拗。

有 人 歸 咎 是 V A R 帶 來 的 問 題 ， 我 卻 不 敢 苟 同 ，

VAR 只是透過視像系統把當時情況重播出來，以往

的家庭觀眾也可以從慢鏡重播看到裁判的錯誤，只

是裁判看不到而已。既然如此，VAR 又何罪之有？

大家還記得嗎？以往無論錯判手球或越位，都是裁

判說了算，無從翻案，評述員最常說的是若球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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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擇，而且無可替代，當日我真的感受到現場觀

看世界盃是何等奇妙！比賽翌日晚上才乘機回港，

趁早上還有點時間，便忙裏偷閒，到市內瀏覽一

番，雖則走馬看花，但總算到此一遊。

在里約品嚐美食
這是我首次踏足巴西，分別到訪過里約熱內盧

及聖保羅，二者而言，我較為喜歡聖保羅。此行之

後，我跟自己說：以後如非工作，都不會再到里約

熱內盧。從旅遊的角度而言，最有名的耶穌山總是

人頭湧湧，最要命的是耶穌像前的平台地方淺窄，

比香港的「老襯亭」還細得多，想跟「穌哥」單獨

合照，真是難若登天。治安欠佳也是一大問題，

我們下榻的酒店跟著名柯巴卡巴納海灘只隔一條馬

路，早上過去散散步還可以，當夜幕低垂便是另一

個世界；當地人千叮萬囑，着我們入夜後不要往沙

灘，尤其是暗處，很多不知就裏的遊客，就在此被

人持槍行劫。飛行時間太長亦是使我卻步的原因，

未計轉機，已經在空中飛行約 22 個小時，若把中間

的候機時間也計算在內，不少於 25 個小時。

不過，里約也並非一無是處，「食」就使我非常

滿意。逗留期間，嚐過不少當地美食，巴西烤肉肉

汁豐富，薄餅熱騰騰，最佳配搭。住處不遠有一間

由台山人開設的中式快餐店，是家庭式操作，從老

闆口中得知，很多台山人都是在里約經營飲食業，

原來他們也有收看無綫的電視劇，對幕前的同事絕

不陌生。老闆很熱情地招呼我們，其中有兩晚還在

收舖後，特設平價中式自助餐讓台前幕後工作人員

品嚐，最精彩是預備了一大煲西洋菜豬骨湯，離家

多日，忽然飲到靚湯水，實非始料所及。兩年後的

奧運會也是由里約熱內盧主辦，兩個項目都花費不

菲，一般市民覺得勞民傷財。我們在當地僱請的導

遊是來自香港，早已在巴西落地生根，一向沉默寡

言，少說話多做事，但一講這個話題，便連珠炮

發，大駡巴西政府不搞好民生而胡亂花費。

在里約的拍攝工作完成後，我便轉去聖保羅，

雖然沒有太多時間去遊覧，但感覺市容比里約好。

「食」的選擇也不少，不過，在里約到處都見到不

同年齡的朋友踢足球，不論在沙灘、學校球場、公

園、天橋底，都有球賽，跟以往在香港的硬地足球

場所見一樣。這個現象在聖保羅就看不見，也許是

我未遇上吧！

	台前幕後手足暫
時放下工作，在
小店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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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在馬拉簡拿球場踢過波。

此行每天都馬不停蹄地工作，但愉快的記憶蓋

過了工作的辛勞。臨別有感，意隨興發，賦詩以誌：

港巴路遠隔萬千

現代科技天連天

馬拉簡拿哭舊事

哥連泰斯笑新前

耶穌山上人潮湧

糖麵包峰夕陽遲

我來此處非遊玩

享覽勝景亦偶然

台前幕後司其職

無分彼此心相連

此行縱使成追憶

猶望夢鄉記從前

2014 年 6 月 13 日

鍾仔寫於巴西聖保羅市

	想要和「穌哥」
影幅單頭相難
若登天。

	這是我第二次
跟巴西名宿薛
高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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