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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與堅持                                               秋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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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時事評論、小說、散文、詩歌等文藝作品； 

請將作品轉換成電子檔，傳至本報電子郵箱； 

或將手稿交給黃秋強老師、嚴聯昆老師、黃明珠老師； 

字數不限，若字數超出篇幅所限，將以連載形式刊登。 

EMAIL： wck@plklfc.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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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堂開示頌〉唐‧黃蘖禪師 

不經一番寒徹骨， 

那得梅花撲鼻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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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前，有位同事藉電郵呼籲大家定期做運動，尤其是跑步。後來，他問：「有誰想一齊跑馬拉松？」

我見沒人回應，於是答覆：「我陪你一起跑。」求學期間，有位大學老師對我說：「如果人家透過電郵問

你問題，而你三日內不答覆或者沒回覆，是一種無禮的行為。」自此，凡係問題的對象有我的份兒，不管

是電話(聊天室)還是電郵，我必定答覆。跑馬拉松，源於一次答覆。 

 

        半年前，該同事說幫我報馬拉松，我點頭微笑，付費託他幫我報名。三個月前，我收到通知要跑「全

馬」，方知馬拉松有「全馬、半馬、10K」之分，而今年的「全馬」是 42.195公里，也就是說要跑 105圈

運動場，限六小時內完成。很多朋友透過「臉書」獲悉我首次跑「全馬」，不是叫我「上巴士」就是說「已

買花生」或者囑咐我不要被抬上「車」(救護車)。他們的留言激起我的倔強，化成了一股奮進的力量。一個

月前，有網友問：「你開始練習未？」我回應：「平日有打籃球，已是練習。」「打籃球和跑全馬不能相

提並論。」「對我來說一樣。」之後就再也看不見他的留言了。一星期前，網友再次出現，問：「你練習

未？」「已練。」「多少 K？」「15K。」「要跑 42K，你肯定得？」「我不肯定，試過才知。」「我不想

看你被人抬上車。」「放心，最多我自己上車。」他最終敵不過我的執着，不再追問。比賽前一日，我照

常入課室，叫中三同學寫作「五分鐘」，有不少人透過文字叫我加油，替我打氣。自此，我明白夢想為何

要在年輕時追求。 

 

        年輕人單純，沒有左顧右盼，沒有太多現實的束縛，沒有太多社會道德的規範，無畏無懼……他們真

的相信世界「有可能」，他們真的相信夢想「靠堅持」，他們真的相信「黃老師可以完成全馬」……這份

信任，令感動存在。 

 

        比賽當天，天未光，我與霍老師在起點相聚，並肩跑了十幾公里，後來我選擇加快步伐，希望超越前

面的對手。我發現，只要不停地跑，就會不斷創造超越，因為你超越的是途中停下來的人。當跑完三十公

里的時候，突然背後傳來一把聲音，是霍老師。他說：「最後十公里，我會加速。」因為他這一句話，我

告訴自己不能再以走代跑，於是我重拾跑的節奏，可惜事與願違，之前三十公里的疲勞痠痛並沒有因為慢

下來而得到紓緩，反而劇痛難消。我在西隧上落斜段，眼睜睜地看著一個又一個身影在我身旁前進，那分

不甘至今，依然歷歷在目。最後，我以 5小時 20分衝過終點，順利在 6小時內完成，接過工作人員手上的

奬牌，見到太太在不遠處的等待，我明白了……終點比起點，來得更美！明年再見！ 

         

        並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學生編校小組：林芷鍵、黃碩謙、張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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