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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香港的中學為了收生，
每年都會辦一些開放日、升中生
活體驗日之類活動，讓小學生們
早日了解中學生生活的日常，並
選擇自己喜歡的中學。但是在
我升讀中學時，沒有太多這些
體驗日。我小學時既沒有可能請
GOOGLE 大神搜尋中學的情報，
又沒有大哥哥、大姐姐可以問問
心儀中學的事情。所以小六升中
的整個過程，全由小六班主任決
定我的生死。最後，我和同班數
位同學都派去同區的一間天主教
男校，就是這樣糊糊塗塗地開始
了我的中學時代。

小小的中一生開始日復日
的上學、放學，生活上有甚麼
改變？答案是放學後不用立即

回家，可以留在學校玩一會兒。
我身邊的同學，最喜歡留在學校
打乒乓球、打康樂棋、打籃球、
踢西瓜波，但是沒有運動細胞的
我，往往只能站在一旁作為觀
眾。我的中學是一間極重視學業
成績的學校，在運動方面不太注
重，像我這種沒有體育天分的
人，可以安安心心地努力讀書，
過着平凡的中學生活。不過，都
有一些活動、比賽適合我的，是
甚麼呢？

學校裏眾多活動及比賽中，
最能夠反映男校學生汗水與力量
的，應該是「拗手瓜」比賽，這
項比賽是最原始最直接的，基本
上所有人都可以參與，因此「拗
手瓜」比賽在校內十分受歡迎。

記得中三時，學生會又舉行班際
「拗手瓜」比賽，同學們未比
賽先興奮，有同學為比賽作好準
備。

首先，在班房內出現一對小
啞鈴，同學們在轉堂時趁老師未
到課室的片刻快速地用手抓緊一
對小啞鈴，高速地向上向下舉
動，用盡每分每秒，彷彿運動員
在健身室中做體能運動，準備甚
麼大賽似的。這對小啞鈴一直放
在課室內，直至學期尾，最後它
的歸宿是怎樣，我都不記得了。
同樣地，又有同學帶了一對增強
指力的器材回校，同學會在上課
時伸手入抽屜內鍛煉指力。我也
有問過同學借這組器材在上課時
鍛煉一下，一邊上課聽書，一邊
練指力，感覺不錯的。在最悶的
課堂裏，我可以更專心望着老
師，小心翼翼地不讓老師知道我
在偷偷練習。

到了班際「拗手瓜」比賽的

大日子，放學鐘聲響起，無論是
參賽的、觀賽的同學都一窩蜂湧
入比賽場地，有的準備參賽、有
的來看熱鬧、有的為同學打氣。
這次我是來參賽的，沒有體育天
分的我，但尚算有一點力氣，可
能是爸爸的遺傳。其實「拗手
瓜」比賽場地的佈置，非常簡單： 
只要一張枱、兩張櫈。

中三級比賽準備開始，五張
比賽枱已經分佈在有蓋操場，五
班同學已經團團圍住，各班的選
手已經各自熱身準備。每場「拗
手瓜」比賽，有的很快決定勝
負，有的久久的僵持着。我也是
其中一場的參加者，當坐下與對
手手握着手，聽到身邊的打氣聲
震耳欲聾，也嗅到身體的陣陣汗
味，人也緊張起來。

評判一吹哨子，我立即出盡
氣力希望將對手扳倒，但是事與
願違，我與對手僵持着，我的手
心開始出汗，額上汗珠也徐徐地

最原始力量
的表現

姓名姓名： 楊映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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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下來。我心想無可能第一場就
被對手擊倒，愈心急愈僵持着。
我在比賽枱上，感受到對手的力
量由手腕、手臂及手指傳遞過
來。我慢慢地感到不行，但同學
的打氣聲此起彼落，更是越來越
大聲。雖然我與對手接觸的地方
是手掌及手指，但是我需要有強
勁的腕力、指力、拉力及前臂的
鎖力，才可以發揮到二頭肌的力
量將對方壓倒。這時處於劣勢的
我，將整個身體與手臂拉回一個
較近的距離，以帶動手臂回到與
對手水平的位置，方有勝算。時
間一分一秒過去，我已盡力與對
手拉近距離，嘗試一鼓作氣壓倒
對手。最後，大家都大喝一聲，
大家的小宇宙一起大爆發！結果
我輸了，力不如人，甘敗下風。

每場比場都是短短數分鐘，
有人輸，有人勝，但是每人都是
全力以赴，問心無愧。同學們都
會留在比賽場地，觀看所有比
賽，為每個參賽同學打氣，直到

所有比賽結束。天黑了，我也帶
着酸痛的手臂回家吃晚飯。

「大家的小宇宙一起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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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運會，是中學生活必不可
少的回憶。這些回憶是有趣？是
無聊？是刺激？是沉悶？因人而
異。屬於我的陸運會，各種味道
摻雜其中，但想來都是有趣的回
憶。

不說不知，我在小五時曾
是學校的田徑運動員，在「學
界」中的比賽項目是跳高和 4 X 
100 接力，且第一次參加比賽便
摘下兩面金牌。然而，可能天生
慵懶，我不太承受得住密集的
訓練，所以升上六年級後，我便
以「要應付學能測驗，媽媽不准
我再參加比賽」為由退出校隊。
從那時開始，我便下定決心要與
「運動員」身份撇清關係。

中一，第一次參與中學陸運
會，沒有太興奮。我當然沒有
參加任何賽事，只打算做個旁
觀者，在看台上欣賞運動員的英
姿。不過，這如意算盤未能打
響，在陸運會舉行前的一個月，
老師說沒有參加賽事的中一同學
必須擔任啦啦隊！我不想比賽，
但更不願意拿着啦啦球吶喊，可
是賽事已截止報名，唯有不情不
願的掛着一副沒表情的黑臉參與
我社安排的練習。

陸運會終於舉行了。我們一
班「啦啦隊新丁」在師姐的帶領
下開始揮動啦啦球，喊口號——
「信社醒，信社勁，信社冇得
頂！」、「 信 社 精 神， 超 越 常
人！」、「 信 社 精 英， 戰 無 不

運動場上的風景

姓名姓名：

勝，運動場上，我哋最醒！」事
實上，我覺得一邊晁動着五顏六
色的啦啦球，一邊在口中吐出這
麼樣的口號，「尷尬」已經不足
以形容這個狀況，這是活脫脫的
「肉麻當有趣」！第一天陸運會
的啦啦隊工作，我都是敷衍了
事，心想「真慘，還要多捱一
天！」

第二天午膳前進行的跨欄比
賽，為平淡的陸運會帶來了一點
趣味。同級某位外號「王子」
的男同學，不知是訓練不足還
是突然怯場，竟然全程用行的步
伐，到欄前就用手將欄推跌，如
是者，重重複複的直至最後一個
欄為止。觀眾席上喝倒采之聲、
取笑加調侃聲此起彼落。正當大
家笑到前仰後翻時，啦啦隊師姐
訓斥我們：「笑夠了！以下是
100 米決賽，我們有一位師兄好
有機會勝出，你們要大聲為他加
油！」

「咇」聲一響，我社師兄果
然安裝了「摩打腳」，雙腿活像
車輪快速轉動，厲害厲害！我們
大叫：「信社精英，戰無不勝，
運動場上，我哋最醒！」師兄聽
到，好像跑得更快了，這面金牌
應該是我社囊中物吧！那邊廂，
一位參賽者突然不慎仆倒，見他
掙扎地站起來，腳踝似乎是受傷
了。這時，我社師兄已經成功衝
線，順利在 100 米稱王。未幾其
他參賽者也陸續衝線。

咦，剛剛受傷了的運動員還
在賽道上，他選擇了咬緊牙關
繼續賽事！他一拐一拐的拖着
腿，慢慢的走向終點。司令台中
司儀旁述聲響起：「加油呀！加
油呀！請全體同學為呢位咁有體
育精神嘅運動員加油啦！」我社
師姐隨即命令我們喊：「謀記精
神，超越常人！」那一剎，我們
都彷彿跳到了跑道，近距離的支
持這位同學。我不斷大叫：「謀
記精神，超越常人！」、「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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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他越過終點了！啊！我
竟然發自內心的喊起啦啦隊口號
來！

中一被逼當啦啦隊的經歷最
後雖不至討厭，但我還是對這種
高調的表現形式不感興趣。中二
那年，我選擇了不做運動員、不
做啦啦隊，我躲藏在看台最後一
行，和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
各自看書，偶爾談談話，或者看
看賽事。那時從來沒有想到，我
竟再有參加比賽的機會。

中三的體育課，老師教我們
跳高。我已經幾年沒有跳過高
了，但「爛船還有三斤釘」，我
居然還跳得不錯。陸運會截止報
名前夕，鄰班一位我不認識而又
同社的社職員突然找我，邀請我
參加跳高比賽。我當下拒絕：「我
無練太耐，完全無贏嘅機會！」
她回應：「唔緊要啦！咪當玩下
囉！」我再次拒絕。她說：「你
當幫下我啦！」最後，我實在不

好意思再拒絕，惟有答應。我不
知道她是否真的期望我會取勝，
反正最後我輸了，一塊獎牌都未
能摘下。這個賽果實屬正常，沒
有付出，何來收穫？這是唯一的
合理賽果，所以對於這位同學，
我也沒有任何愧疚之感。此後，
我沒有再參加過任何運動賽事。
而這一段小插曲給我最大的收穫
是，我正式認識了這位鄰班同
學，然後，我們在中四時被編入
同一班，展開了一段不算很親
近，但卻十分真摯的友誼。

＊  ＊  ＊

現在我仍然有參加陸運會，
不過角色已經由學生轉成老師。
陸運會的賽事仍有跨欄，每年仍
有同學不敢跨欄，與我那位名為
「王子」的同學一樣，要用手把
欄推跌。看台上的同學見狀仍會
大笑。作為老師的我當然要阻止
他們：「為同學加油，鼓勵他完
成賽事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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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 送你送你祝福永
不斷 / 輕輕的飄尋覓無邊路遠 /
借那鳥語路上細添溫暖 / 拜託清
風 / 奉上衷心 / 祝福千串 / 拜託
清風 / 奉上衷心 / 祝福千串……」
2D 班全體同學在台上唱完《祝
福》的最後一句，緩緩步下台
階。6 月下旬，禮堂在風扇轉動
下空氣稍微流動，黏答答的皮膚
涼快了一些。宣佈賽果了，我們
如預期般沒有勝出。當日開班會
選曲時就有同學說《祝福》太抒
情，不易駕馭，不是一首適合全
班同學合唱的歌，可是有同學堅
持這歌夠熱——是呢，這歌可是
當年各大流行榜的冠軍歌呀！

還是當個觀眾更有趣！某
兩位師兄拿着紙扇，其中一位

「啪」的一聲把扇子甩開，「夜
風凜凜 / 獨回望舊事前塵 / 是以
往的我充滿怒憤……」咦，為甚
麼他邊看着扇子邊唱歌？嗯，明
白了，他是在偷看歌詞吧！到另
一位師兄了，他一樣很有型的甩
開扇子，「受了教訓，得了書
經的指引，現已看得透不再自
困……」一樣的在偷看歌詞。兩
位師兄都可能心中有愧吧，神色
尷尷尬尬的，似笑非笑般，台下
的觀眾則發出此起彼落的笑聲。
他們唱得怎樣已經不重要，乾看
他們台上的表現，娛樂性已然勝
過一切了。

當然，唱歌比賽中還是有不
少充滿實力的參賽者。其中一
位古姓的師兄一定是佼佼者。

大大小小的比賽

姓名姓名：

至於啦啦隊比賽當然不缺，
班際啦啦隊比賽更是陸運會的
高潮所在。各班都會為這比賽
各出奇謀，練習時往往發現，平
時很文靜的同學原來很有主見；
曾經發生齟齬的同學都暫且放下
成見，團結一致的練習，以求在
陸運會當天能施展渾身解數。於
是，我們在啦啦隊比賽時便能欣
賞到一班一班充滿創意和表現力
的同學賞心悅目的表演。而說到
氣氛最熱烈的環節，莫過於是製
造「人浪」了。看台上同學如舞
動的龍，按老師的指揮起起伏
伏，興奮的吶喊與搖擺的身體就
是團結和諧的代名詞。

三十多年前的陸運會與現在
的陸運會，時間、地點、人物、
事件雖大有不同，但一些珍貴
的、永恆的東西仍然不變。執
筆之時，很多學校都因疫情關係
不能舉行陸運會，期望疫情快快
完結，我們可以再次回到那個運
動場，那個揮灑汗水、擺動青春

的運動場，一起享受中學陸運會
中，每一個美好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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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師兄高我兩級，自我中一開
始觀看歌唱比賽，已經有他的身
影。他歌藝超凡，在台上完全不
怯場，滿有台型，雖然在外型上
不是英俊瀟灑類，但畢竟是歌唱
比賽，實力不是最重要嗎？另有
一位林姓師姐，嘩！她的歌聲，
不得了，婉轉動聽不在話下，她
是在用美妙的嗓音訴說動人的故
事，台下的我的心神驀地被她攝
住；那一刻，魂魄彷彿飄離了侷
促的禮堂，她唱完最後一句，仍
餘音嫋嫋，不絕如縷。

歌唱比賽以外，四社戲劇比
賽也是這兩位師兄師姐的表演
場。看着他們的表演，不得不承
認有些人是天生的表演者，那就
是天分吧！常言天分加上努力才
會取得成功，後來這兩位師兄師
姐果然憑着他們的天分和努力，
在娛樂圈和話劇界發光發亮。
（古姓的師兄相信大家都猜到是
誰；林姓的師姐則在話劇界多次
得獎，熟悉話劇圈子的定會知道

她！）而我也在四社戲劇比賽中
首次接觸到「話劇」這藝術——
這種在演員的演繹方法、舞台效
果的表達、甚至劇本題材的表現
上，都與我們常常接觸的電視劇
和電影頗有分別的藝術。數年後
我升上大學，並開始瘋狂迷上話
劇，應該就是早在初中時已埋下
種子吧！

除了歌唱和話劇這類屬於表
演藝術類的比賽，學校還舉行過
辯論和常識問答這類學術性比
賽。那時我偶爾會收看電視上播
放的辯論比賽和問答比賽，總是
十分佩服參賽同學思路敏捷、口
才出眾、學富五車。升上中學後
我終於有機會現場旁觀了。記得
我社有一位高我一屆的師兄，他
是辯論比賽的主將，他在台上詞
鋒銳利，乾淨俐落，在充分的資
料搜集和預備下，加上毫不怯場
的現場發揮，盡顯大將之風。他
凌厲的眼神一掃，友方堡壘瞬間
被攻陷。在眾多社際比賽都鎩羽

而回的我社，終於在辯論比賽中
扳回一仗。

關於常識問答比賽的回憶，
卻與笑料相關。記得老師問：「請
講出中國的四大發明。」某社同
學按鐘後一臉自信的答：「紙、
筆、墨、硯！」當下心想，他答
「粥、粉、麪、飯」會否錯得比
較合理？

上述都是一些較大型的比
賽。不過，我印象最深刻的反而
是一個班際壁報比賽。中二那
年，我級舉行了一個主題為「母
親」的壁報比賽。班主任委派了
包括我在內的幾位女生負責主理
壁報。我們的意念是在壁報中間
造一個立體的鳥巢，壁報兩邊則
題上「母愛兒女心，比海更要
深」語句。每天放學，我們都留
在課室努力的製作。這次壁報設
計的掌舵人是我的「死黨」阿
花。在阿花的帶領下，我們戮力
製作了一星期，這大作亦不負眾

望，成功奪取了是次比賽的冠
軍。阿花，我一直想向你大聲
說：「你其實極有、極有領導才
能！腦袋裏又多滿有創意的意
念，你是好棒的！不要再妄自菲
薄了！」

常說學校教育應該包含德、
智、體、群、美這五育。中學裏
大大小小的比賽，無疑都豐富了
我們在這些方面的內涵。在課本
知識以外，某些素養，絕對能讓
我們成為更好的自己。

這是我以前相信，現在相
信，以後也必然會繼續相信的
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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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學生都參加過學校大
大小小不同類型的活動，其中
一項活動大家一定有參加過的，
就是學校旅行。小學時的學校
旅行，必定是坐旅遊巴士到郊
野公園燒烤，跑跑跳跳一番後，
再坐旅遊巴士回校。中學旅行
又如何？中一那年的學校旅行，
仍是坐旅遊巴士，平平淡淡地
又度過一次學校旅行。

到了中二，遇上學校最有
獨特風格的班主任——劉培基
老師，外號老劉，全校的學生
都愛這樣稱呼他，他亦喜愛這
外號。雖然他主要任教中文科
及中國歷史科，但他是學校最
受歡迎的老師之一，因為他的
教學方法別具一格，學生皆難

忘他的課堂，不少師兄弟後來
走上文史之路，多少受他影響。
老劉百年歸老後，實在太多師
兄弟談過、寫過、表揚過他獨
特的教學風格，在此我真的不
敢多寫。

劉培基老師除了教中文科
及中國歷史科，還有負責學校
的「香港愛丁堡公爵」獎勵計
劃及學校問答隊。可能曾經當
兵的關係，艱苦的戶外活動對
他來說是小兒科，所以由他負
責學校的「香港愛丁堡公爵」
獎勵計劃是不二之選。而我中
二的學校旅行日，就變得異常
吃力，汗流浹背。

最辛苦、流汗的
活動

姓名姓名： 楊映輝

中二的學校旅行是西貢行
山，未出發前班主任劉培基老
師說過，旅行不應該坐旅遊巴
士去到目的地便算，只可以坐
巴士，之後還要步行多個小時
後到目的地才有意義。大家聽
完，只是乾瞪眼，等待學校旅
行日的來臨。

結果中二的旅行日變成很
特別的中學旅行日，首先只得
我們一班在彩虹邨巴士站集合，
再坐巴士入西貢行山。哈！哈！
四十多人，還要全是男孩子在
巴士站集合，場面都幾大陣仗。
人齊上巴士，在巴士上，大家
都好興奮；因為過去的旅行日
都是坐旅遊巴，這次大伙兒一
起坐巴士，幾乎佔據巴士上、
下層每個角落，嘈吵之聲可想
而知。巴士入到西貢，班主任
一聲令下，大家魚貫步下巴士，
開始「旅行」。行行重行行，
開始漫漫長路。

最初，大家的步伐及隊型
相當一致。但是行了兩個多小
時之後，山路越來越崎嶇，越
來越荒蕪，像很久沒有人行過，
山路兩旁長滿高高的野草，我
們一邊撥草，一邊向前行。其
實我的體能只是一般，腳步也
開始慢下來。漸漸地同學們的
步伐開始有的快、有的慢，隊
型變得像一條長長的螞蟻隊伍，
而班主任劉培基老師守在隊伍
最後，他不許任何一位同學慢
下來，要大家繼續向前行，有
時他會揮動手中行山杖驅趕我
們，像牧羊人趕綿羊一般。幸
運地，班主任劉培基老師不准
許我們帶當時流行的巨型兩卡
式收音機去旅行，如果同學們
帶了的話，就要抬上山，何其
辛苦！

又過了兩個小時，大家已
經汗如雨下，有些同學更是疲
憊不堪，我已經慢慢地去到隊
伍的最後。雖然班主任劉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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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當時的年紀不輕，但是他
仍然聲如洪鐘，毫無倦容，繼
續催促我們向目的地前行，不
准停步。這時我明白古時行軍
的滋味，絕對不是一件舒服的
事情。大家又繼續行，汗出如
槳，至此無一不饑腸轆轆。班
主任劉培基老師要我們堅持到
底，同學們只好咬緊牙關向前
行，我同樣地忍耐着，最後還
要多行一個小時才到達目的地。
真的要命，前前後後行了五個
多小時，大家都精疲力竭，我
的雙腳已經發酸了。

大家一到目的地，立刻變
得充滿活力，先大快朵頤，飽
餐一頓，之後同學們各自玩樂。
韶光荏苒，我們又要準備離開，
趕在日落西山前回家（回程當
然是乘巴士了）。中二的學校
旅行雖然特別辛苦，揮汗如雨，
但 最 後 大 家 都 能 堅 忍 到 達 目
的地，這種特別的感覺，到了
三十多年後的今天仍舊深刻記

在腦海裏。這次旅行雖辛苦，
但感覺卻同嚼蔗近根時一樣，
漸漸地加上了甜味。

（為求描繪傳神，本文部分內容
將會自動轉成粵語，讀者請加注
意，謝謝！）

「 阿 姐！ 阿 姐！ 麻 煩
您……，麻煩您啊，……十一號
枱呢，……唔該 mark 鐘再起！
唔該……！麻煩晒……。嗄嗄
嗄，……嗄嗄嗄，……。」高速
衝刺後，我伏在桌球室收銀處的
櫃枱上，對着那位差不多天天見
面的「收銀姨姨」道。一口氣還
是接不下去。

收銀姨姨不屑地斜視了我一
眼，也沒說甚麼，只見她隨手按
了一下按鈕——那是開關十一號
枱照明系統的按鈕。然後，我回

過頭去，看着遠處的十一號枱，
只見那桌球枱上的照明系統關閉
了。枱的四周頓時變得一片昏
暗，連我的友人們的樣子也看不
清楚，只剩下幾個黑影。但一、
兩秒之後，十一號枱上的燈光再
次亮起，友人們立即興高采烈地
把枱面上散亂的桌球重新安放在
適當位置。那十五隻「紅波」、
以及「黃、綠、啡、藍、Pink、
黑」，還有那最重要的「白波」，
它們應當被安放的位置，我們已
經非常熟悉。新一輪的玩樂，即
將開始。

桌球室計算收費的方法非常
簡單，就是按照顧客使用桌球枱
的時間來收費——通常是以「每
小時收費若干元」的原則來計

Mark 鐘再起，
唔該！

姓名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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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桌球室顧客一般稱之為「波
鐘」。「波鐘」衍生經常發生在
桌球室內的一種帶有賭博性質的
遊戲：所謂「打波鐘」。參與遊
戲的兩位「選手」，在開始比賽
前先達成協議，如「五局三勝」
或「三局兩勝」之類，比賽的敗
方負責繳付全數「波鐘」——也
就是說，勝方基本上是享受免費
娛樂了。有時候遇上高手過招，
單單「打波鐘」還不足夠刺激，
必須再在「打波鐘」上多加一個
所謂「打度數」的「賭博」規
條：例如大家協議「打十元一
度」（註：桌球的分數稱為「度」
或「度數」），假設最終勝方獲
得一百二十三度，敗方僅獲得度
數二十三度，那麼雙方的度數差
額為一百，敗方除了要支付「波
鐘」費用外，還要現場即付一千
元予勝方（每度十元；一百度就
是一千元）。遇有敗方託辭不肯
認帳，又或根本無錢可付，雙方
一言不合，往往釀成打鬥，在桌
球室裏也算得上是司空見慣的事
了。

順帶一提，桌球其實是非
常、非常健康和益智的運動，講
求參與者擁有優越桌球技術、
高度專注力及堅毅不屈的體育精
神；而「桌球室」也是對進行這
種健康運動的場所的正確稱謂。
然而，當桌球這項運動於大約
四十年前在香港開始廣泛流行之
時，主流意見普遍認為桌球並非
一種「運動」，反而只是一種「娛
樂」而已。參與其中的人，更多
屬不良少年行列——「桌球室」
是個品流異常複雜的地方。故
此，大眾普遍不會稱呼提供桌球
娛樂的地方為「桌球室」，倒是
用上一個非常地道的名稱：「波
樓」。「波樓」一名，對比「桌
球室」來說，感覺當然遠遠談不
上「高檔」了。

回說「波鐘」。雖然明文「每
小時收費若干元」，但實際上
「波樓」還是牟利有道。絕大多
數「波樓」都有一項規定，自「開
枱」起計——即顧客選定的那張

桌球枱上的照明系統開啟的那一
秒起，立即進入「付賬模式」，
即使顧客玩樂時間不足一小時就
結帳離開，「波鐘」還是算一小
時的費用。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
代初，桌球開始成為廣大市民的
熱門娛樂消遣活動之一，鬧市「波
樓」林立，甚至新市鎮內也開始
出現大量「波樓」，「桌球行業」
的營商環境可謂競爭激烈。部分
良心企業開始推出形形色色的優
惠，例如：顧客加入某家「桌球
會」成為會員，每次光顧都會獲
得「波鐘」九折優惠；持有學生
證的顧客可以「學生價」享受英
式桌球的樂趣——此舉吸引大量
中學生參與桌球活動，與桌球在
香港廣泛流行不無關係；甚至於
「波樓」內光顧飲品小吃，也可
享受各種折扣等等。種種誘因當
前，我與一眾識於微時的好友，
自然難以抗拒，小小年紀就已投
身桌球事業去了。

然而，費用高昂的「波鐘」，
對於仍是初中學生、沒有收入且
只有微薄零用錢的我們來說，仍
像永難翻越的高牆。小伙子們
永不輕言放棄，我們經常一行
數人，結伴前往「波樓」，享受
高檔娛樂。開一張「波枱」，數
人分成若干小組，每組二人，輪
流對賽。兩人參與對賽時，其他
伙伴在旁觀看學習；我們更設有
「計時員」，負責從「開枱」一
刻起計，嚴密控制時間，時刻留
意何時需要前往收銀處「Mark
鐘」，以期盡享「波鐘」，絕不
容許蝕本。由於一眾友人往往以
「AA 制」形式支付「波鐘」總
額；而每場比賽所費時間也不盡
相同，為了公平起見，我們經常
使用「Mark 鐘再起」的方法，
來方便計算整次活動完結之後，
每位參與活動成員需要支付的實
際金額。由是，我們的桌球活動
非常健康與益智——一天下來，
大伙兒可能已經於「波枱」及收
銀處之間高度衝刺折返多次；而
每次計算大家需要支付的實際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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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更是一課活用數學課堂，加
減乘除全數用上。所以說，我們
進行的桌球活動，是百分之百的
體育活動來啊！

＊  ＊  ＊

我還清楚記得，第一次光顧
「波樓」，是中學二年級的事。
那是 198X 年，歲月催人。那家
「波樓」位於沙田市中心附近的
好 X 中心，現址已經變成一個
賽馬會投注站了。「波樓」的
名稱是「富聲桌球會」；經典香
港電影《賭神》中，也有一幕槍
戰場面在桌球會附近拍攝。記得
是我的一位同班好友「引領」包
括我在內的數位友人一同前去的
（註：這班好友現在還經常聚
首，「帶頭大哥」的大名就不公
開了）那時的「波鐘」，我清楚
記得是十八元一小時。為甚麼我
記得這麼清楚？因為當時的十八
元，對我們來說，可不是一個小
數目！我們唸的那所中學，每天

午飯時間，都會有一家餐廳用客
貨車運送大量飯盒前來販賣，一
個粟米肉粒飯的售價不過五元。
利用這個物價指數作一對比，你
說那時的「波鐘」是否屬於高
昂？

我第一次打桌球，好像付
出了接近一個粟米肉粒飯的代
價，在大伙人分享一個小時「波
鐘」、每人大概只能嘗試「打幾
Q（Cue）」的情況下，我成功
打入了一隻紅波，拿了一度。那
種成功感令我瞬間愛上桌球，自
此之後，桌球成為足球以外我最
慣常於放學後進行的活動之一。
早已被投閒置散的學業，從那時
起掉下萬丈深淵。但這是我自己
的選擇，跟我一起沉迷桌球的好
友們，他們絕大多數都能兼顧學
業，只有我未能好好控制，這完
全是自己的問題。

不過，我也無悔。雖然唸中
學時，我花在桌球枱上的時間與

「Mark 鐘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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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一定遠比用心學習經濟、
地理、綜合科學、數學、英文等
等學科為多，導致學業荒廢；但
桌球仍然令我得到不少領悟。
有時坐在桌球枱旁邊，細心觀
察友人作賽，看着他們明顯「符
碌」（註：粵語音譯詞彙，來自
英式桌球術語「Fluke」，意指
非技術性、純粹幸運打球進袋）
入球、又或在無自主意識下意
外為對方 set 了一個「符碌架」
（註：無心插柳地成功設置一個
Snooker 給對手，令對手陷於困
局），甚至往往憑藉一隻「符碌
波」取勝（正因為如此，很多時
參賽雙方在正式開局比賽前，均
會商議協定是否接受「符碌」；
術語為「打唔打符碌」），便會
明白人生有時原來真的需要一些
運氣——我們有個比較優雅的稱
謂：「際遇」。

而看着那些擅長「校波」
（註：即控制白波的走向，務求
在打入紅波之後，白波能夠移動

至一個較大機會打入 colour 波
的位置）的高手在刻意經營，但
往往因為一些極細微的失誤，如
力度調校或「撞箍」的角度出錯
等等而宣告「校波」失敗，又會
明白世事往往難以盡如人意——
任你如何奮力衝剌、苦心經營，
都有機會因為一些極細微的小錯
誤導致滿盤落索。看到桌球技術
顛峰、往往能輕易「一 Q（Cue）
清枱」的大師們偶爾因為一時失
誤而落敗收場；就會明白人生可
能也如一場桌球比賽，盡人事聽
天意，有時應該懂得看輕得失，
享受努力的過程或許更加要緊。

＊  ＊  ＊

桌球是我整個中學生涯中極
重要的回憶。在這個珍貴的人生
畫面之中，永遠長存至今還有陪
伴在我左右的一班好兄弟們。我
們花在桌球上的時間非常多：無
數個放學後的下午、週末的晚
上，大時大節的通宵達旦，我們

都經常在「波樓」中度過。我們
當中終究沒有產生一位桌球運動
員；縱然若干位兄弟技藝高超，
下場時往往瞬間「起 Q（Cue）」
（註：形容開始比賽不久立即進
入高峰狀態），QQ 拿下二十、
三十度，我們始終只視桌球為聯
誼聚首的重要活動而已。

桌球對於我們這群於中學時
期已經不離不棄的兄弟來說，它
最崇高的價值是見證我們如何成
就超凡的友誼。近年我們已經接
近絕跡「波樓」，桌球活動在香
港也好像遠遠不及我唸中學時那
麼流行，現在「波樓」的「波鐘」
收費多少？比起我第一次接觸桌
球時的十八元「波鐘」，不知漲
價多少倍了？雖然如此，桌球這
項活動，以及「波樓」這個神奇
的地方，相信永遠也會與我的回
憶緊扣，始終是我心中一個極重
要的成長情結。

希望找個空閒時間，兄弟聚
首，再來一次「Mark 鐘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