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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潘曉婷出版了《我不是天后》
這本書，她想通過這本書告訴讀者，她
不是一個非常嚴肅、不擅言詞的人，反
而是一個非常輕鬆，很喜歡幽默的話題
和事物的人。「他們有這樣的看法，可
能是因為我在比賽的時候喜歡皺眉頭，
但其實比賽壓力真的大得非一般人可以
想像，所以在生活中，我特別希望自己
在每時每刻、每分每秒，都保持一種輕
鬆的狀態，然後找一個平衡點。」寫這
本書，是想更多的台球愛好者了解一個
真實的潘曉婷，證明她與大家之間是沒
有距離的，偶爾在微博上她也跟粉絲有
一些互動。「可能有很多人覺得，為何
每一次我都不回覆，因為無論是比賽也
好、練習也好，真的忙得不可開交，但
一有時間的話，我也會即時更新，讓大
家知道我正在做什麼。」另外，這本書
也告訴大家，她從剛開始打台球到今天
得到這個成績，當中有怎樣的心路歷
程。

成功並非偶然
「我最早是學美術的，家人都非常支

持我。由於父親迷戀台球，後來更開了
當地第一家市內的台球俱樂部。我在暑
假的時候，他帶了很多年齡跟我差不多
的學生來，我也跟父親學了大概一個多
星期，他發覺有一個對比，就是小孩的
年齡都差不多，但好像教我的時候特別
輕鬆，覺得我學得特別快，悟性又不
錯，對㠥台球的感覺也很好。所以，當

爸爸帶㠥其他小孩出去比賽時，我也一
起去，而他也有替我報名。那時候，我
們打的都是斯諾克，我跟㠥父親去看他
比賽。」在她的印象中，父親的成績都
很好，都在前五名之內，就從那時候開
始，她接受父親的訓練。訓練了大概半
年，父親幫她報了一個全國比賽。結果
去到北京，她是年齡最小的參賽者，打
球的時間也最短，但最後竟然拿了冠
軍。「連父親從事體育運動這麼多年，
也覺得非常不可思議，半年可以培養出
一個全國冠軍，他覺得我非常有機會在
這條道路上走得更遠。」
年紀輕輕便得到第一個冠軍，潘曉婷

說，天份、勤奮、和機遇她都碰上了，
如果缺少其中一點的話，都沒有辦法成
就半年苦功就取得冠軍這樣的結果。
樂趣與職業往往有點距離，潘曉婷表

示一開始她是出於新奇，跟㠥父親到處
走，但過了一兩年後，每天十多個小時
都在訓練，沒有其他業餘愛好，也沒有
這種機會，父親不會給她時間跟同齡的
小朋友一起出去玩。「那時覺得缺失了
很多，而且練球的過程非常枯燥，因為
每天都對㠥球台。那時條件有限，沒有
空調，也沒有暖氣，冬天的時候，手指
凍得像胡蘿蔔一樣；夏天的時候，覺得
自己快中暑了，汗水直接滴在球台上。
到後來，有腰傷，頸椎也不健康，覺得
特別辛苦。」被譽為美女天后的潘曉
婷，在台球場上所下的功夫，是外人難
以想像的，並沒有表面看上去那麼光

鮮，當真是「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
鐘」。

面對質疑與壓力
對於未來，潘曉婷沒有太多的猶豫，

她一直都知道自己想要做甚麼，從不曾
想過放棄。她知道父親一直承受㠥非常
大的壓力，有一次父親問她：「看不到
前景，還要不要繼續打下去？」她說：
「要」。當時的比賽不像現在，在國內固
定一年有三個世界大賽，或者一年可以
保證參加十個世界比賽，那時可能等兩
年也沒有一次全國比賽。媽媽也曾問
她：「還要不要繼續？不如丟下球桿，
重新拿起畫筆，繼續學習美術這條路
吧？」她拒絕了，說：「既然我選擇了
台球，我就要把它打好」。
雖然父母曾經問過她類似的問題，但

她很清楚父母對她的想法是有差別的。
「其實父親是沒有動搖的，他對我是百分
之九十九的支持，母親是百分之八十希
望我可以退出。」
普通人都在讀書的時候，她卻選擇這

條截然不同的路，她的父母也不可避免
地承受來自四方面八面的壓力。「父親
承受的壓力應該最大，因為有時候媽媽
會問他覺得這樣的選擇對不對？到底可

以走多遠？大家都看不到一個前景。」
那時打台球，大家都覺得不健康，不算
是一個正式、高雅的體育運動，很容易
跟遊戲機聯繫在一起，學校也不允許學
生去台球廳打球。她自己除了訓練之
外，便在等比賽。「所以媽媽一直勸爸
爸考慮放棄，父親曾被媽媽勸得都懷疑
自己到底這樣讓我走下去對不對，孩子
的一生會不會因他這個選擇而錯失了更
多好的機會。」

堅持走下去
她不知道家人有沒有做好最壞的打

算，但她從來不去想最好或最壞是甚
麼，或許當時年紀實在太小了，她除了
想在全國女子當中稱王稱霸之外，其他
都不太去想。「父親也是這麼教我的，
他叫我一定要跟男選手練習，一定要跟
他們的水平接近，這樣我才可以在女子
的比賽中，打得相對輕鬆一點。當時根
本想像不到自己會取得世界冠軍，更不
知道自己甚麼時候有機會參加世界比
賽。以往看世界比賽錄影帶時，覺得台
球球員的技術都很好，那些女孩為甚麼
會練得如此厲害？可惜，我們跟她們相
差太多，水準也相差太遠了。」
即使知道兩者的差距，她還是堅持下

去，不知道有沒有比賽，不知道自己去
到哪裡。所以，每一次比賽，她都會緊
張，那時候她都不說話。「最好身邊的
人都不要理我，然後想一想如何讓自己
做得更好。例如當狀態最好的時候，怎

樣去調整心態，出桿時應該怎樣，要注
意哪些細節，在開球、防守時又要怎樣
做，分析對手和賽場，把自己沉澱在比
賽的環境和狀態之中。」
台球這項運動為她的生活帶來了非常

大的影響，因為她之前是一個不太自信
的人，但是從開始打球到現在，得到好
成績和業內人士的認同之後，她變得更
有自信，只想做得更好，希望在每一場
比賽都能盡情地發揮。

本文摘自香港電台普通話台與中央人

民廣播電台華夏之聲聯合播出之《文化

名人面對面》。節目逢星期日下午三時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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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及提供節目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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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曉婷，中國職業台球花式九球打法女選手，曾位列世界排名第四，

被譽為中國的「九球天后」。2000年8月起，潘曉婷一直在上海的統領

台球廣場練球，台灣的林正晃先生也曾教過她。在全國體育大會上，潘

曉婷於決賽中以9：1戰勝天津選手張媛媛奪得冠軍，再一次捍衛了自己

中國女子9球第一人的稱號。潘曉婷目前每天依然保持7、8個小時的練

球時間，她表示自己的整體實力與世界頂尖球手還有一點差距，擊球的

穩定性、走位、防守和續盤能力等還需要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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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及在斐濟群島收購海參的朋友，
因為市場競爭和來貨不足，而做不下
去。競爭有幾大？行內人士說，全世界
的海參市場，中國佔了八成，其他兩成
才是日本及東南亞。

北方人善吃
歐美人士對海參沒興趣，吃得最多是

中國人，其中以北方人最懂吃。日本人
吃刺身居多，佔海參市場一成也不到，
其他東南亞佔市場一成多。
南方人的飲食文化，以鮑魚、花膠、

魚翅為上選，對海參飲食文化的認識，
不及北方人；南方海參不多，只有海南
島和湛江有些零散雜參；加上名貴食材
當中，以海參的製作最為繁複，海參遇

油會穿；在食味方面，海參淡而無味，
不像鮑魚鮮甜。近年因為海參的營養價
值廣為人知，南方人吃海參也熱起來。
北方人吃海參的歷史很長，炮製款式

多，用作燉雞藥用價值很明顯。但中國
遼參價錢也不便宜，北方人搞酒席多有
海參菜式，但用白石參（豬婆參）居
多，一來遼參貴，每人1條的話很不化
算，所以用豬婆參就很有看頭，1斤發起
變5斤，全個上碟就很有看頭。

富豪豪吃
富豪吃海參的款式很多，用最靚的遼

參燉湯，也有「蝦子遼參」、「鵝㟘腸釀
海參」、「蝦膠釀海參」、「官燕釀海參」、
「海參配白鴿蛋」、「花膠露筍白花菇配海

參」等等。當然這類高級酒
家就會用上貴價日本刺參，
食客均為識飲識食之輩。
富豪請客一席「蝦子遼

參」，計算一下價錢，成本
是1萬6千元一斤日本刺參，
一席用12、3條的話，一個菜成本價已是
8千元了，酒樓利潤加倍，一個菜式已花
去1萬6左右，還未計其他名貴菜式，所
以富豪豪吃，閒閒地吃十來廿萬。

酒樓精賺
近年香港酒家興起吃海參，「海參鵝

掌」以份計算上㟜，食客感覺名貴。通
常大眾化酒家為控制成本，用較低價的
中東、南美、印尼小號刺參代替貴價的

日本刺參和中國遼參，這種中東、南
美、印尼小號刺參，發好後有中指的長
度，成本約2、3千元一斤（有2、3百
枝），海參加鵝掌的成本其實有限，但以
貴價菜式出售，每份收客百多元，食客
以為海參一定名貴，但不知海參的種類
在價格上有很大差異。香港酒家對小號
海參需求量甚大。

識買海參
香港街市見有擺出一些雜參，有些還

是已經發好的海參。
筆者還是建議買乾
貨，自己經手浸焗較
好，質量上有保證。
經濟許可的，可買

日本刺參和中國遼參
（過萬元一斤）；經濟一般的，可買澳洲
禿參或豬婆參（7百至1千多元一斤）；
普羅大眾的，可買質素次些的非洲、中
東小禿參（2、3百元一斤）。
海參現在需求量大，價錢是上升中

的，不妨趁低吸納一些乎合自己經濟原
則的海參，乾貨容易儲存。買海參時用
手拗一下測試是否容易彎曲，堅不易彎
者是乾燥度足夠的好貨。
下篇教你辨別海參種類。 文：方芳

識食海參 還要識價
■中東刺

參圓點較

密。

■南美刺參個體

圓，刺不太尖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