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舊日大球場

疫情中的遊戲業
全球人民被迫宅
家已經3個多月，當

從最初的恐慌中慢慢習慣之後，當解
決了第一層面的吃喝問題之後，人們
很快上升到對精神的追求，於是，在
這個幾乎全業停擺的春天，逆勢升溫
的遊戲業成了很多行業艷羨的對象。
3月中旬，知名遊戲平台Steam同時
上線人數破紀錄地超過了2,000萬，其
中實際遊玩人數接近640萬，人氣榜首
的遊戲《反恐精英：全球攻勢（CS︰
GO）》在高峰時的在線玩家超過了
100萬，是上線8年來的首次。至4月
初時，Steam甚至採取了停止遊戲自動
更新的辦法來緩解流量壓力。
至於疫情期間的傳奇任天堂，先是
其遊戲《健身環大冒險》從588元被
炒到1,900元，被網友戲稱為「今年
最佳投資理財產品」；緊接着其於3
月底發售的《集合啦！動物森友
會》，發售短短3天就賣了188萬套
實體卡帶——意思是數字下載版還沒
算，創下Switch遊戲首版銷售新紀
錄。遊戲內容更屢屢登上微博熱搜等
社交平台，全球最熱非它莫屬。而疫
情期間大量新玩家的湧入甚至還帶動
了Switch主機銷售，僅日本的主機出
貨量就接近 1,300 萬台。但即便如
此，受疫情限制產能影響，仍然供不
應求，在香港，Switch主機的炒價一
度接近萬元。
著名市場調查公司尼爾森日前基於
3,000位來自法、德、英、美被訪者的
調查數據顯示，3月23日至29日這一
周，所有被調查國家的遊戲玩家數量
都有顯著提升，其中美國增長45%，

法國增長38%，英國增長29%，德國
增長20%。相應地，聯機人數、線上
購買數字版本遊戲人數，以及觀看遊
戲直播的人數也都隨之有所增長。美
國Verizon Communications Inc.的統
計顯示，美國本地玩家的上線時間大
幅提升75%。
另外，移動應用數據分析公司App
Annie的數據顯示，與去年第4季度相
比，今年3月的手遊周均下載量增長
了30%，超過10億次。其中，中國、
韓國等市場，在疫情爆發期間的手遊
下載量同比增長多達35%至80%。其
中，受長時間被迫居家影響，中重度
遊戲明顯受到青睞。
但有意思的是，表面風光無限的遊

戲業卻未見得真的賺得盆滿缽滿，
「旺丁不旺財」成了這波潮流下的業
內尷尬。據google表示，全球IAP（遊
戲內購收入）並未明顯增長，也沒顯
出要急增的趨勢。想來是特殊時期消
磨時光的玩家一時半刻也養不成付費的
習慣。而日本、西班牙、意大利等地的
休閒遊戲收入反而呈現下滑趨勢，中國
內地小遊戲市場2至3月的eCPM（每
1,000次展示所獲得廣告收入）甚至下滑
了30%-50%，其原因可能是受零售、旅
遊等垂直廣告商因疫情而縮減廣告投入
的影響。此外，線上雖然熱鬧，但線下
電玩業也在受到重創，包括遊戲業最重
要的年會E3取消、多個賽事暫停，
Xbox Series X及PlayStation 5等主機
也很可能因疫情被迫延遲發售。而當全
球經濟受到重創，人們的錢包癟癟時，
最終還是會減少娛樂活動上的支出。
覆巢之下，沒有完卵。

讀者諸君會不會早
已忘記了此間有一個
處所，名喚「香港大

球場」？
此地名為足球場，卻不似足球場，
平均一年少於二十場足球賽事在此舉
行。香港大球場舊名政府大球場，上
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號稱「亞洲足球
王國」，舊球場見證了王國的光輝歲
月。俱往矣！在那個黃金時代、美好
歲月，球場「陽氣」旺盛，不似今天
大門常關，弄得死氣沉沉。上世紀七
十年代間有隨家兄入場，每次都是買
票價最便宜的「大鐘底」區。這邊景
觀甚好，在這邊球門背後，「欲窮千
里目、更上一層樓」，坐高一點、看
得更遠。遠端場館那邊看得不大清
楚，這邊卻有橫看全局的視野。俱往
矣！回歸前由賽馬會撥款重建，改為
所有看台都「有瓦遮頭」，取消了舊
有的跑道，據說是為了遷就一年一度
的國際七人欖球賽。後來足球場變得
半生不死，無復舊觀。
舊日政府大球場除了是此間頂級足
球比賽的所在，還是中學舉行校運會
的勝地。筆者上中學的時代，香港學
制用英制，年期分為五二三，即五年中
學，兩年大學預科，三年大學本科。現
在是三三四制，初中高中各三年，大學
本科四年。兩制相比，現在要多讀一年
才得到中學畢業的學歷資格。中五那
一年，因為不知道是否能繼續升學，
這年有可能是中學生涯的結局，於是就
要多多嘗試以前未做過的事。
我也要參加運動會比賽！因為入水
不能游，便與水運會無緣。平時四體
不勤，忽然要參加陸運會，臨急抱佛
腳，只能報名徑賽跑跑步、意思意思
一下便是。這年加了五千米跑新項目，

於是跟大隊報了千五米和五千米兩項。
賽前少不免隨緣練習一下，陸運會當
日，先來千五米，看官到此可能猜得
到，筆者理所當然是倒數第一。
然後是五千米上場，一個圈一個圈

地跑，後來跑道只剩兩人，潘某人當
然跑在最後。到了最後一圈，我忽然
發力，加速追上去！在全場歡呼打氣
聲之下，我在終點線前趕過了對手！
不過出乎場內近千觀眾意料之外，我
在衝線之後沒有停步而仍然繼續向
前！卻原來我落後了一個圈以上，人
家已是最後一圈，我還有一圈要跑
呢！餘下的情景讀者諸君都可以猜想
得到，這最後一圈的「漫漫長路」，
是在整個運動會最轟動的喝彩打氣聲
中「勝利完成」！衝線後，我當然乘
機要躺在地上喘息，就如電影中常見
的畫面那樣。老師還擔心我會心臟停
跳呢！
當年的場景，有點似過去看奧運紀

錄片常見的故事。大會閉幕前最後一
個項目馬拉松跑之中，最後一個入場
館完成賽事的跑手接受全場觀眾打氣
和祝賀那樣。那回的趣事，倒是第一
名過終點的，在新項目寫下第一個最
快紀錄，卻沒誰有興趣去祝賀。我這
個倒數第一的，卻一度成為全場的焦
點。後來有同學笑說：「大家叫你快
快完事，免得阻延了下一個項目！」
倒也有理！
我們這一代老人家，就比今天的小

孩幸福得多了！許多中學生都有機會
在香港第一的運動場競賽，一嘗如頂
尖運動員所能享受的歡呼喝彩！
舊的政府大球場已死，新的香港大

球場卻似生不如死，是不折不扣的
「大白象工程」，金玉其外卻沒有靈
魂！這是誰之過？

停課幾個月，在校園傳統面授的教學模式戛然而
止，不少中小學透過網上平台延續課堂，身為大學導
師的我，當然也要改以電子教學及課堂預先錄影上課。

有人說大環境為電子教學帶來新衝擊、新契機；教育界研究如何讓
網上課堂可保留面授課程的特色，坊間即有不少可供電子教學用的視像會
議平台，實戰有道，如Zoom、Microsoft Teams等，當中各有特色、優點
和限制，要考量有些教師未必可了解或操作該平台的功能，慎選軟件，確
是不容易。本人執教成人大專（晚間課）語文，至今十餘載，平日以面
授的教學模式指導成人學員，學員需在面授導修課前，輔以自學，先預
習所派發之單元教材，期望初步了解，設想疑難並記下；待在面授導修
課時即席提問，席間更可探討本科的文章精髓及鍛煉高階思維。
我對大學網上平台電子教學的安排，雖定支持，但感到操作備課稍
覺困難。況且不同學生或因家居環境與課室有別，面對挑戰、需要適
應。能網上授課就等於充分發揮電子教學效能嗎？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尤其是中小學生，若只是單向地面對電腦，甚或沒有電腦又如
何？若學生不跟着學習，或如學生不熟悉電子教學流程，均會阻礙學
習。有別於傳統課堂，電子教學不需規限見面、上課時間，也令約束力
減少，個別學生未能做到保持自知、自律。
究竟教師可如何善用視像會議平台，令教學的效能更上一層樓？
我現時的學生雖然都是成人，但個別學生未能適應，常要致電問功

課。我現時要為任教的學科舉行多節電子教學課堂，在電子教學策略
上，滲入互動元素三部曲，誘發學員自學：首先，學員在播看本人的解
說影片前，需先把已寄發之單元教材閱覽了，初步了解學習目標；然
後，在觀看錄製解說影片時，才能針對課題學習，及在看畢影片後，完
成本人向他們提出的疑問，並加以解答；我會提供簡報及給不同類型的
題目，讓學員按個人程度分階段作
答；我要他們盡可能溫故知新；最後
檢測答案，讓學生自己以能否答對來
驗證自我之學習能力、成果。
我期望留在家中的學生們，在疫情

下仍可在空氣中的無牆教室，提升學
習趣味，利用網上平台一氣呵成地自
學，亦能結合評估回饋，最終達到既
能減少感染機會，也能保證學與教的
效能吧。

電子教學 實戰有道
記得二零一

七 年 七 月 一
日，國家主席

習近平親臨香港主持香港特別行
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林鄭
月娥行政長官率領司局級政府主
要官員，在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
心莊嚴地宣誓，此情此景，歷歷
在目。至今經歷過風風雨雨的兩
年多而已。屈指一數，香港回歸
祖國已經二十三周年了，然而香
港民心包括政府各部門公僕，仍
有部分人對祖國憲制、基本法及
國情認識並不深刻，甚至可稱部
分民心仍未回歸。
最令港人痛心疾首的是，本港

去年在六月爆發反修例示威，曾發
生起碼一千數百場暴力示威活動。
示威者堵路、縱火、傷人等行為，
其後甚至動用軍火破壞，令人
髮指。社會動盪不安，經濟又怎能
好起來呢？縱觀香港受到內外反動
政治勢力所造成的混亂，香港一直
標榜是法治之地，可惜受到嚴重的
挑戰。
輾轉十個多月以來，雖然執

法者拘捕逾七千餘人，遺憾的
是，只起訴了千餘人而已。要
知道作為一個完善的法治之
地，應該從嚴謹立法開始，加
上嚴謹的執法行動，最後當然
是要嚴謹的司法行動。要完善
法治制度，必須從立法、執法
和司法一系列環環相扣，才能
真正對暴徒起阻嚇作用。最

近，特區政府問責官員進行大
換班，是有史以來公僕的大整
頓。至於箇中曾發生的事件和
經過，港人應該心裡明白。老
實說，嚴格起來本港公僕紀律
有待整頓的空間，當然，大部
分公僕特別是司局領導團隊一
般而言是精英的團隊。可惜，
亦有公僕有不盡人意的地方，
特別是對國家安全憲制和基本
法的認識不夠深入。又如何好
好將「一國兩制」具體在香港
落實呢？
五年一屆的特區政府，至今只

過了一半任期而已，當然是有不得
已的改組原因。由特首提議推薦，
而由中央委任的新班子，相信一定
能增強戰鬥力，加強公僕的愛國精
神和效忠守法的紀律。
今年國際五一勞動節將至，

由於受新冠肺炎病毒的擾攘，
失業大軍湧現，社會民生受到
極大的影響。顯然，昔日的慶
祝氣氛熱鬧不起來了。香港曾
經是事求人的地方，可惜如今
倒閉潮興起，老闆無能為力，
無法支付薪水，幾乎是各行各
業都有，期望年輕有幹勁的精
英新班子，運用創新科技，在
中央和特區首長的帶領下，港
人相信香港公僕團隊定能在逆
境中接受新挑戰，自強不息，
努力前行，為香港市民竭心盡
力服務，人人過上幸福的好日
子！

精英新班子逆境中接受挑戰

好友事業成功，擁
有幸福家庭。她向來

對自己要求甚高，凡事要做到最好，
加上她的聰慧、積極進取、對工作投
入，事業爬至高峰。對兩個年幼子
女，她寄望有好的學業、光明的前
途，所以要求嚴格。不幸這時噩耗傳
來，她癌病復發，對於她地球一下子
像停頓了，所有事也要重新出發。
我安慰她說，她之前的生活是個
「加數的人生」，為家庭、事業衝
刺，加給自己的責任感、工作量、做
母親的擔憂、當上司的職責、為公司
的貢獻等等，全一點一點地加到身
上，不經不覺給自己在精神壓力和健
康上造成巨大的負擔而不知，直至有
一天身體承受不了，出現反應以提醒
她：負荷過大了，承擔不了！
她今天入院做手術，我安慰她說，
現在開始是個「減數的人生」，切除
傷身的癌細胞和器官，之後要把工作
和家庭的憂慮減少，對自己和子女的
要求降低，將責任感減輕，對要求標

準拉低，從心裡、精神和身體上把過
去加到身上的一切逐點逐點掉去，壓
力除去，好好調理身體，重新出發。
當然知易行難，面對人生一個大關自

然難以輕言面對，她現在面臨的是新
的壓力：生病後的經濟問題、子女的照
顧問題、配偶的精神負擔、自己的治療
問題等等，一大堆較她工作上要應付的
困難要多，又是另一組加數的入侵！不
能像推翻積木般，推倒了便不理會。這
也是許多病人所面對的問題。只能幫助
朋友面對現實問題，讓她感到踏實。
幸好她配偶承諾好好照顧家庭子女，
只要得回健康，經濟可以重來，留得
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目前有病醫病，
拒絕任何不利健康的負面情緒入侵，
只選擇加入有利的正能量，空出內
心，專注養病，在這時簡單是最好。
在這香港社會甚至全球低潮的時

候，希望大家在面對困難時也能放鬆
自己，相信難關始終會過，黑夜之後
是黎明，別讓自己承受太大的壓力以
致被壓垮！

減法人生

最近內地流行一個詞叫
「神獸」，是父母對自己子

女的代稱。這個詞至少有兩層意思。一層來自
於「獸」，指現代年輕人身上那些不可名狀的
行為。就好像一隻未馴化的野獸，有點魯莽，
卻不失可愛。儘管每一代人都是從青年長成壯
年，再到老年。但鑒於人的健忘，每到一個新
的年齡階段，前一階段就被推翻和淡忘了。這
種心理當然會產生一種漸變的效果，讓人在
逐漸老化的過程當中不至過於絕望。但淡忘
也讓躁動的生命被封存起來。因此，當逼人
的青春驟然來到面前，成年人必定會被激起
一種特有的防禦機制。這種內心的五味雜陳
就體現在這個「獸」字之上。
那麼「獸」字的第一張面孔，就來自於一種
習慣性的不滿。當成年人看到孩子身上擁有着
一股滿不在乎的勁兒。就似乎預見了一個不容
樂觀的未來。作為過來人，他最知道無所事事
會帶來什麼。但暗地裡，他們又不得不承認，
自己的不滿裡，實則充滿了羨慕之情。畢竟，
年輕人的勁頭，正是表面看來並未覺悟到青
春，卻是以青春為前提才可促成的行為。就好
像一個坐擁億萬的富豪，並不覺得有錢是什麼

特別需要去被強調的事，他只在關注金錢帶來
的快樂。因此，我們的傳統倡導四世同堂，是
屬於來自於長輩的傳統。這種文化將天倫之樂
描繪成最佳的晚年生活，當中的快樂多少寄希
望於年輕一輩身上的銳氣。
所以，「獸」字之前應當有這個「神」字，
以示褒獎。在這個字的修飾下，「獸」字所帶
來一種模棱兩可的平衡就被打破了，完全偏向
於褒獎這層表達。所以，可以斷定，這個詞必
定是作為長輩起給那些晚輩的。既可在稱對方
做「獸」時表達一種俯視，表明自己作為過來
人的經驗。同時，這種身份又賜予了一份寵
愛，就好像在說：「我雖然不理解你，但是我
卻褒獎你。」
當這個詞被用於自己的下一代時，那必定

是最自豪的時刻。在以往，舊式家庭向別人
介紹自己孩子的時候，總喜歡稱「犬子」，那
大概是謙遜多於讚賞。「神獸」不同，或許與
「犬」異曲同工，但卻少了無謂的謙卑。加上
「神」的肯定，這個詞在作為社交辭令時完全
帶着一種不卑不亢，這必定是一個屬於現代的
詞。
當然，除了用於自己的孩子，這個詞還可以

用給別人的孩子。說「你家『神獸』如何如
何」。那又有另一番衷腸。既在隱晦讚賞對方
子女，又在拉近雙方的距離。用了這個詞，就
相當於是在說，我們都為人父母，箇中滋味也
只有我們這些當了父母的人才能體會。瞬間，
兩人似乎就有了一種共鳴。這比舊時代的「貴
公子」、「令嬡」平添了許多親切。在舊稱呼
裡，只有所屬權和虛意的恭維。
如此說來，「神獸」是一個十分令人欣慰的

詞。當中雖則有作為長輩的不能理解，但卻終
於克制住了一種阻擋的慾望，而是將這種不可
理解結合了年輕人的生命力，其中所包含的期
許之心甚重，十分令人動容。那作為「神
獸」，自然是這種反抗之舉最動人。
最近剛看過香港藝人林保怡監製的一部港劇

《歎息橋》，風評頗高。故事是普通的，難得
之處在於每個人物的立體。這其中，就有一個
人物叫做胡啟源，從小對自己的寡母逆來順
受，結果養成了唯諾不前的樣子。「神獸」這
個詞像是胡母的反面，同樣從長輩視角出發，
卻十分寬容地對待晚輩的荒唐。那麼推測一
下，能叫出這兩個字的長輩必定都開明又樂
觀，而這家養出的孩子也十分陽光吧。

神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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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感悟深，健康最重要
這兩三個月來，為抗

擊新冠肺炎疫情，居民
小區封鎖，活動場所關
閉，我們只能待在家
中，侍花弄草，讀書寫

字，很有些煩悶。近日，防疫形勢好轉，
小區解除封鎖，於是，我們出版社退休老
編輯團隊又恢復活動，定期聚會，就一些
熱點問題展開討論。最近討論的熱點，自
然離不開新冠肺炎疫情。
那天，我們又聚在一起，暢談疫情後的

感受。身患腦血栓、糖尿病等多種疾病的
美編老蕭，在妻子的攙扶下也來參加討
論。他用羨慕的眼光掃一眼在座的老同
事，深有感觸地說：「通過這次疫情，聯
想到我這病體，我深深體會到，人生健康
最重要！如果現在有財富、豪宅、健康這
三樣東西讓我任選其一，我會毫不猶豫地
選擇健康……」他這幾句動情的話，讓在
座的老編們聽了都很受感動。
其實，這位老蕭並不富有，他的住房也

比較狹小，財富和豪宅對他來說都很需
要，但他卻寧肯拋棄前者而唯獨選擇健
康。應該說，他的選擇是真誠和明智的。
既然健康如此重要，那麼怎樣才能擁有

健康呢？於是就這個問題大家又展開了熱
烈討論。
一向注重健身的原醫藥編輯室主任老金

第一個發言。他胸有成竹地說道：「要想
擁有健康，不能靠良醫妙術，打針吃藥，
關鍵要靠自己。」為此，就要做到以下幾
點：其一，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如合理
的飲食、充足的睡眠、勞逸結合等，都能
促進身體健康；而抽煙、酗酒、暴飲暴
食、吃喝無節制、作息無規律等，都會損
害健康。其二，要堅持經常運動，如散
步、游泳、登山、打太極拳等等，都是很
好的健身方法。正如一位健康專家所言：

「只有持之以恒地多運動，才能保持強壯
的體魄，贏得身體健康。」而好逸惡勞，
喜靜厭動，不願進行體育鍛煉的人，其身
體各器官的功能會加速衰退、老化，過早
地失去健康。其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心理素質好壞直接影響着人的健康。如果
一個人心理素質好，心胸豁達樂觀，對未
來充滿信心，待人寬容，與人為善，那麼
他的免疫力就強，就能戰勝來犯的細菌、
病毒等，這樣就會使身體更健康，誠如暢
銷書《不要忽略小事情》的作者理查德．
卡爾所言：「發自內心的善行能夠增進你
的健康與快樂。經常保持這樣的善舉，其
能量是驚人的。」
與此相反，那些心胸狹窄，自私自利，

遇到困難悲觀洩氣，好算計別人的人，其
內心長期處於陰暗、躁動、憂愁、煩惱和
緊張不安之中，這樣就會使自身的防病網
絡遭受破壞，各系統的功能失調，免疫力
下降，從而容易使細菌、病毒乘虛而入，
沒病容易得病，得了病則難治癒，從而大
大削弱了健康……
聽了他的發言，多數同事都表示贊同。

社科編輯老王接着補充說：「日本有一個
叫宇野哲人的漢學家，他活到99歲才去
世。他的養生之道也有三點：第一是在精
神上，學習莊子的『不將不迎，應而不
藏』，保持精神上的和諧平衡。莊子這句
話的意思是：物來不迎，物去不送，回應
參與其中，卻不藏積起來，這樣就能夠超
脫物外，不為外物勞神傷身。第二是向仙
鶴學習，飲食只求七分飽；第三是經常運
動。比如他喜歡射箭，經常一個人在院子
裡練習。他的這些健身方法很富有哲理，
這讓他的生活藝術化，也使其健康有了較
深的根基。」
不過，也有人對此持不同意見。不愛運

動的老張就另有高見，他說：「我認為，

養生並無特別的『道』，順其自然，隨心
所欲，就是最好的養生之道。」喜歡睡懶
覺的老徐也同意老張的意見，他又引經據
典地附和說：「很多名人的養生之道，都
是順其自然，不刻意養生。」例如享年98
歲高齡的著名歷史學家周谷城先生就說
過：「我的養生之道就是不養生。」他還
說：「有人說老年人不能吃肉，不能吃動
物油，連吃雞蛋也只能吃蛋清。對此我卻
不大贊成，我是想吃什麼就吃什麼，什麼
東西吃着香就吃什麼。飲食首先要吃下
去，然後才能消化吸收。不想吃的東西，
看着就叫人煩，那怎麼行？有想吃的東西
卻不讓吃、吃不着，這在精神上也會引起
不良反應，對健康同樣是不利的。」同樣
享年98歲高齡的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說
過：「我的（養生）秘訣就是沒有秘訣，
或者說是不要秘訣。」他還有一個「三不
主義」、「兩個嗜好」的養生方法。「三
不主義」即不鍛煉，不挑食，不嘀咕；
「兩個嗜好」一是看書，二是養貓。
這兩種觀點的人各執一詞，看似不可調

和。但善於統籌兼顧的老社長卻把二者完
美地統一了起來。他最後說：「以上這些
養生方法，對健康都很有益。但我們應全
面考慮，不要片面理解。選擇科學養生，
要適度，不要刻意，不要過頭，任何事情
做過了頭都會適得其反。而選擇順其自
然，也要遵從科學規律，如對那些有礙健
康的不良嗜好或習慣就不能順其自然了。
選擇哪種養生方法，也要根據自己的具體
情況而定，不能一概而論。鞋穿在腳上，
只有合適才好。但是，不管用哪種方法養
生，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必須有一個
好心態。一個人只有心態好，對人多包
容、少計較；遇事看得開，拿得起，放得
下，才能使自己的身心總能保持良好的狀
態，從而健康長壽！」

■電子教學錄影。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