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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見證港人生活方式依舊

馬圈中人馬圈中人：：每當經濟陷低潮每當經濟陷低潮 總有馬王橫空出世寓意港總有馬王橫空出世寓意港「「反彈反彈」」
終跑出闖過低谷闖過低谷闖過低谷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香港
賽馬轉為職業化時，姚本
輝只得15歲，「當時我

身材矮小，體重只有 85
磅，適逢馬會招募賽事見習學

員，而我本身喜歡馬，亦曾騎過
一兩次馬，便嘗試投考。」一擊即

中後，姚本輝從見習學員做起成為職業
騎師，掛靴後踏上練馬師之路，更於

2019/20年度馬季首度成為冠軍練馬師，並促
成首次有華人騎練合作於海外勝出國際一級
賽。
姚本輝表示，成為練馬師後都是運用過往學

到的馬匹與獸醫知識「順住做」，最大分別是
要應付不同馬主。不過，其練馬生涯亦非一帆
風順，曾經歷低潮，2005/06馬季更只贏得10
場頭馬，因不達標而收到馬會「警告信」。
他說：「當時馬房內馬匹總體質素偏低，健

康狀況亦不太理想，缺乏競爭力，情況頗為棘
手。雖然當時心情不好，但因為知道問題所
在，所以對自己有信心。」隨着加盟馬房的馬
匹質素提升等各種因素，成績亦上升，更於
2019/20年度登頂「冠軍練馬師」。
對此，他笑說：「這是透過努力不懈，慢

慢累積回來，那年確實有運，馬匹健康又穩
定，騎師亦交出成績，整季一路都好順
利。」
姚本輝其後更成功衝出香港，當中以2010

年10月3日憑着馬匹「極奇妙」於日本勝出
國際一級賽短途馬錦標最為人津津樂道，皆
因當時的鞍上人為香港土生土長的騎師黎海
榮，是首次有華人騎練合作於海外勝出國際
一級賽。
姚本輝憶述：「那次是刻意找本地騎師策

騎，『極奇妙』在賽事中屬冷門，我也沒想
過會勝出，能夠以整個團隊都是本地人揚威
海外自然更感榮幸、感恩與興奮，亦令香港
賽馬更上一層樓。」
他表示，賽馬是其一生事業，必定會把工作

做好，「我馬房不同時段有過幾匹明星馬，令整
體馬房士氣與工作效率都得以提升，好有滿足
感。我每天起床想起牠們，想着上班便會見面也
覺得特別興奮。」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騎練合作揚威海外
姚本輝：賽馬是一生事業

現為馬會榮
譽裁判的吳嵩
在馬圈打滾了
逾 30 年，曾擔
任香港本地及海

外越洋直播評述員，
亦有出版賽馬雜誌。他最難忘的是在香港
舉行的 2008年北京奧運馬術項目，
「當時可說是全情投入，看着香港在

體院興建馬術場及奧運馬房；高爾夫球會亦
興建三項賽的賽場，你不會想像到由零開始
到正式比賽只有3年時間也搞得定！」
他憶述，當時最重要是要讓傳媒認識馬

術，故在屯門騎術學校舉辦了一個馬術體驗
會，更邀請了時任馬術總會副主席利子厚作
示範；在學校層面準備了一堆中小學教材，
及與教育局辦了幾個馬術研習坊，讓大眾全
方位認識馬術賽。「結果奧運馬術項目得以

成功舉行，沒丟國家的架，傳媒報道亦很正
面，北京奧組委亦向香港賽馬會頒發『最具
貢獻機構獎』。香港回歸25年來，我在馬圈
中最欣慰就是參與了這一項盛事！」

降門檻吸新血做馬主
展望將來，吳嵩認為必須令賽馬運動年輕

化，「為此馬會做了一些措施，首先容許馬
主中籤後加入子女的名字，他們可獲分股

權，亦可使用馬會設施及拉頭馬，可有獎金
分，久而久之年輕一代自然有可能做會員、
當馬主；第二是團體馬的馬主人數上限從20
人擴為50人，換言之控股的最低門檻只需
2%，對無父兄的年輕一輩成為馬主亦容易了
很多。」他笑言，不懂賽馬的年輕人賭輸兩
場可能會離場，養馬卻不同，降低門檻有助
更多人參與賽馬運動，令「馬照跑」得以延
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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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七十年代初
期，香港賽馬轉為職

業化，八九十年代更湧現「同德」、
「及時而出」、「翠河」等頭馬，老一輩馬

迷記憶猶新。香港回歸後，「靚蝦王」與「雄心威
龍」等馬王亦為馬迷津津樂道。2003年「非典」時期，
香港經濟跌入低谷，當時冒起的馬王「精英大師」卻締造了17
連勝的傳奇，為當時正陷低潮的香港傳遞正能量，其名字連許多非馬
迷的港人都耳熟能詳，正正反映了賽馬一直陪伴港人成長。同一時期，「靚
蝦王」於2000年在日本勝出安田紀念賽，成為首匹勝出海外一級賽的香港馬匹；
其後，「爪皇凌雨」、「極奇妙」等馬匹更遠征海外勝出國際一級賽，足見香港賽馬於

1997年後不斷衝出香港、走向世界。

賽馬是港人共同話題
「港人一直熱衷賽馬，賽馬可說是香港社會

不可或缺的一環，不僅為港人帶來娛樂，亦帶來共同
話題。」資深練馬師姚本輝從見習騎師「紅褲子」出身、
1995年獲香港賽馬會發練馬師牌照起，迄今從事練馬逾26
載。他直言，香港於回歸後「馬照跑」，印證了「一國兩制」下
的港人生活不變。他表示，香港回歸祖國以來，賽事質素不斷提
升，馬會亦採取多種措施應對疫情及社會事件，令賽馬活動基本上無太
大影響。「除了聯繫了社會上不同階層外，馬會本身亦是慈善機構，收益
絕大部分回饋社會，馬會作出了很大貢獻。」隨着賽事水平不斷提升，賽馬
投注額亦從「非典」時期的谷底反彈，令馬會的稅收貢獻與慈善事業得以延續不
斷，包括撥款5億元（港元，下同）成立衞生防護中心；過去兩年亦撥款逾18億
元支援社會抗疫。2020/21年度，馬會更破紀錄向特區政府貢獻249億元稅收，及從

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審批撥出45億元慈善捐款。

「馬照跑」是回歸後「不變」的象徵
香港馬主協會前會長吳嵩直言「馬照跑」是香港回歸後「不變」的象徵，「如
果你問內地人關於香港最獨特之處，許多人都不約而同答是賽馬。」他介紹，全球
只有香港的賽馬是採取會員制，成為會員後還要抽中籤才可養馬，且養馬數量有限
制；香港賽馬的透明度達百分百，每場賽事的所有片段、每匹馬的操練均會上網，既公
平亦公開。此外，香港回歸祖國前入口馬匹條件諸多限制，例如在海外曾勝出二級賽或
以上賽事的馬匹不准運港，「以前設上限是不希望有馬匹壟斷；回歸後反而不允許水平
太低的馬匹運抵來港，這樣才能大大提升香港整體馬匹及賽事質素，令香港賽馬於過去
25年飛躍發展。」

吳嵩說，即使面對「非典」、金融海嘯抑或新冠疫情，香港賽馬基本上無停
過，「『精英大師』就是在『非典』期間冒起，更創下17連勝的佳績；到

新冠疫情爆發後，則有『金鎗六十』創紀錄取得21場頭馬，正正反映香港即使
在最低潮時仍可以翻身，且反彈力度更強。」

港可成為灣區育馬基地
香港賽馬事業的發展，一個標誌性的舉措是，香港馬會將設於廣東從化的

2010廣州亞運馬術場地建造成一個全新的訓練基地。2019年3月，從化馬場舉行了
香港馬會與當地政府合作的首場速度馬術比賽，推動內地馬術運動發展。香港馬會亦
於2021年與廣州市政府簽署框架合作協議，為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的馬產業發展共同作出
努力；更於今年增設「從化及兩地資本項目執行總監」
的職位，並計劃於2025/26年度馬季起於從化馬場
舉辦國際級賽馬賽事。
姚本輝期待在大灣區發展下，可透過從

化馬場將香港多年來的賽馬知識慢慢帶
到內地，以至在內地舉行速度賽及
發展育馬事業，帶動經濟。

歷季香港馬王
馬季 馬王名稱

2020/21 金鎗六十

2019/20 時時精綵

2018/19 美麗傳承

2017/18 美麗傳承

2016/17 佳龍駒

2015/16 明月千里

2014/15 步步友

2013/14 威爾頓

2012/13 軍事出擊

2011/12 雄心威龍

2010/11 雄心威龍

2009/10 蓮華生輝

2008/09 爆冷

2007/08 好爸爸

2006/07 爪皇凌雨

2005/06 牛精福星

2004/05 精英大師

2003/04 精英大師

2002/03 喜勁寶

2001/02 電子麒麟

2000/01 靚蝦王

1999/20 靚蝦王

1998/99 原居民

*註：馬會於1998/99馬季
起主辦馬王選舉

資料來源：香港賽馬會

吳嵩：難忘3年搞定京奧馬術項目

香港回歸以來
賽馬全季投注額

◆◆吳嵩吳嵩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練馬師姚本輝練馬師姚本輝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回歸祖國後回歸祖國後，，香港實行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港港

人治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度自治，「，「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

制度和生活方式制度和生活方式，，5050年不變年不變」，」，形象地說就是形象地說就是

「「馬照跑馬照跑、、舞照跳舞照跳」。」。回歸回歸2525年來年來，，香港經歷香港經歷

了了「「非典非典」、」、金融海嘯及新冠疫情等的衝擊金融海嘯及新冠疫情等的衝擊，，

但賽馬卻未有停下但賽馬卻未有停下。。有從事練馬逾有從事練馬逾2626載的資深載的資深

練馬師以及馬圈中人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練馬師以及馬圈中人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時表示時表示，，賽馬為港人帶來共同話題賽馬為港人帶來共同話題，，同時聯繫同時聯繫

了不同階層了不同階層。。每當香港經濟跌至低潮時每當香港經濟跌至低潮時，，總有總有

「「精英大師精英大師」」及及「「金鎗六十金鎗六十」」等馬王橫空出等馬王橫空出

世世，，象徵着香港經濟總能從谷底反彈象徵着香港經濟總能從谷底反彈，，且反彈且反彈

力度更強力度更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聶曉輝

◆◆「「極奇妙極奇妙」」
（（紅色及白格紅色及白格
仔綵衣仔綵衣））曾揚曾揚
威日本威日本。。

馬會供圖馬會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