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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三十年捐資上億 振興台山體育事業

排球發展流行到中國，雖逾百年，
但廣東台山人打排球的歷史則遠

超一個世紀。當年排球運動剛問世，旅
居海外的台山籍華僑，便將這項時髦的
運動項目帶回家鄉。在朱正賢孩童時
期，台山從學校到城鎮，甚至到廣大農
村田間，排球迅速興旺發展。鄉親在巷
中、樹間掛起繩子當網，用爛布、草繩
紮成球，甚至出現“兄弟雙入場，父子
兩對陣；爺爺喊加油，奶奶燒開水”，
全家總動員的熱鬧情景。

兒時自製“排球”消遣
生於台山的朱正賢，正是在這樣的

全民打排球氛圍中成長，對排球的喜
愛似乎更是與生俱來。“小時候窮，
買個排球的錢，要家裡兩個月的口糧
了。”沒有排球，自己動手，鵝卵石
做芯，廢紙做皮，一層一層連包帶
裹，做成顆“排球”。沒有場地，豎
兩根竹竿，拉一條麻繩。“我們放學
了都要幫家裡放牛，牛在哪裡放，我
們的場地就紮在哪裡。”
台山人骨子裡對排球的熱愛，自然
也造就了“台山排球”的時代意義。
根據台山的歷史資料，1927年8月28
日，當時的台山縣排球隊，代表中國
參加第八屆遠東運動會（亞運會前
身），竟然奪得冠軍，這也是中國運
動員首奪排球國際比賽冠軍的歷史一

刻。
此外，到上世紀50年代，台山給國
家排球隊貢獻300多位排球能手，他們
當中，60人成為運動健將，46 人擔任
國家、解放軍和省、市排球隊教練員，
多得數不過來。至此，“中國排球半台
山”的美譽聲名遠揚，以至於周恩來總
理1970年代初，在廣州二沙島接見運
動員時，還特意提起台山排球的威水史
─“全國排球半台山，你們知道嗎？
你們應該拿第一，要為國家輸送人才，
還要支持其他兄弟省市。”

女排教練讚水平高
酷愛排球之外，出身貧寒的朱正

賢，志存高遠，讀書成績也很出眾。
後來到廣州學習商科和英語，為此後
前往香港成功創業，鋪墊基礎。
已在香港事業有成的朱正賢1970年

代末回鄉投資。那年春節，他捐了筆
錢，贊助家鄉台山三合鎮舉辦排球
賽。自此，朱正賢的名字在台山開始
家喻戶曉。當時，排球運動在內地得
到蓬勃發展。反觀，排球在台山卻顯
得落後了，但是台山人對於排球的熱
情，使朱正賢大受鼓舞。1982年起，
朱正賢開始資助10萬港元舉辦台山
“振興盃”排球賽，希望和家鄉人們
齊心合力振興台山“排球之鄉”的美
譽。令朱正賢驕傲的是，中國女排也

被他邀請到台山打過七八次球。台山
男排此後多年成為中國女排的男陪
練。時任主教練的陳忠和表示，台山
是名副其實的“排球之鄉”，有較深
的群眾基礎，有台山這樣高水平的業
餘球隊陪練很有價值。

美譽背後就是擔當
就在去年10月，第21屆的“振興

盃”排球賽再次在台山火熱開啟，吸
引了來自內地省市男女甲級10多個排
球隊伍前來一較高下。有前來觀看的
台山市民說，得益於“振興盃”多年
來在台山的舉辦，2012年奧運前夕，
中國女排來台山，與台山男排比賽來
校驗集訓成果，正是這個機會讓許多
普通市民能近距離目睹中國女排的風
采。
據不完全統計，近三十年來，朱正

賢助力排球發展上，已經投入上億
元人民幣。正因如此，多年下來，台
山的鄉親們給予朱正賢“民間排球之
父”這一美譽。如此盛讚，朱正賢坦
言，像小時候讀書得了獎狀一般開
心。但隨之而來的也有一種義務和擔
當，在朱正賢的內心深處，依然希望
能夠為中國的排球隊，培養一些台山
的優秀運動員。

去年里約奧運會上，中國女排在極為不利

的局面下，力挽狂瀾勇奪冠軍。年逾七旬的

朱正賢於興奮之餘立即給中國女排主教練郎

平發送賀電。隨即，這份賀電被刊發在中國

排球官網最顯著的位置，這地位首先要從他

和祖籍地廣東台山，逾三十年的濃濃桑梓情

來溯源。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胡若璋 東莞報道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眾所周知，“無台不成排”。在當
時的國家隊，教練和隊員有一半是台山人，自此，台山
“排球之鄉”的美譽就此傳開。然而，進入1990年代以
後，台山排球在向省和國家輸送高層次人才和競賽等方
面，開始陷入低谷。如今的台山排球已不如往日般輝煌，
如何才能重新擦亮台山“排球之鄉”這塊牌匾、重振台山
排球雄風成為了朱正賢多年來的願望。
“現在很多地方，體育館都建得很霸氣，可是場館裡時

常是空的，缺球隊觀眾。我不想簡單機械地組織一年一度
的比賽，或虛設一個獎項自娛自樂。”朱正賢作為改革開
放後第一批回內地投資的華僑，三十多年來對內地的發展
現狀以及問題，都會有自己的一些觀察。談及目前台山排
球人才方面的青黃不接，第一個是政府方面的政策引導還
不夠，此外市民閒時的娛樂選擇越來越多，如今台山人對
排球的熱衷已大不如從前。
機緣巧合下，出於對家鄉排球的熱愛，與同是旅港鄉親

的朱炳宗捐資舉辦了三合鎮“豐收盃”排球賽，當時前來
觀看排球比賽的鄉親人山人海。在家鄉，排球的熱度依然
持續，四鄰八舍可以放下手中的事情，只為盡興看一場排
球賽。在這樣的風潮下，建設體育館為台山排球解決場地
之困成朱正賢在家鄉的工作重點。
隨着“正賢體育館”於1980年代建成，台山“振興盃”
排球賽也成了成熟的賽事項目，鼓舞着台山人對於排球的
喜愛。但是多年下來，台山體育館越建越多，很多現代化
設施齊全的場館前來觀看的市民越來越少。朱正賢說，台
山人對排球熱愛的底蘊一直都在，但是如何把排球教育融
入學生的體育課堂，或者是如何全心全意建設好排球運動
學校，為當地篩選合適的運動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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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談起排球每當談起排球，，朱朱
正賢都說得眉飛色正賢都說得眉飛色
舞舞。。 記者胡若璋記者胡若璋 攝攝

■■曾任中國女排主教練的陳忠和曾任中國女排主教練的陳忠和（（左左））認為台認為台
山是名副其實的山是名副其實的““排球之鄉排球之鄉”。”。圖為他和朱正圖為他和朱正
賢合照賢合照。。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