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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為萬物之靈，因其有一份難得的觸覺，懂得欣賞不同的美與善，鑒別

是與非，甚至可感悟一些更深層的意念，與天地萬物融通，引發智聖的光

芒。但，人靈秀之性，仍需在機緣巧合下受到啓蒙，才易得到開啓。 

透過一些有意義的活動，投入一份誠懇開放的心去參與，亦是開啟心性的

一道大門。是次吉林之行，肯定是一個屬於這類有意義的活動。 

這次吉林之行，實帶給了我很多難得的見聞與體會，其一是令我更深入地

明白吉林及東三省一帶的歷史，及其對近代中國的深遠影響；二是對當地

的地理地貌及民生民情有更具體的認識；三是能踏實地看到一些當地的重

點建設項目，其中也包括了城市建設、基建、工業發展，及透過早期的電

影製作，如何影響了新中國的人心建設。文以載道，其實作為大眾傳媒，

其載道的責任更任重道遠，而長影也確實在這方面起了深遠重大的作用。 

什麼中韓交界、三國邊境，遙望圖們江以至是日本海，風景當然美麗，但

其歷史重擔，也只叫人神傷。在美景當前的同時，心情自不然也非常沉重。 

今次行程，在車中走了近 2000公里多，當然有點勞累。但，對我來說，

並不感到太沉悶，因我不停地在車上眼觀四方，結果是叫我對當區地貌民

生有了更深刻的瞭解。當汽車離開長春不到一小時，我們便進入丘陵起伏

的山區，幾近連綿不絕，連繞整個吉林省東部。這一帶的山區給了我一個

頗正面的印象，一是其水土生態保持大致良好，雖有人為的開墾與植林的

情況，但仍是取得平衡。這對保持水土是極重要的。二是在大片丘陵地上

豐盛的種植，可見物產的富足，民生自然得到充實。生活安詳和溢，國力

之所繫也。一點鄉土的粗野，一點小農的小識小見，是民情風貌的一部分，

不需見笑，更要體諒。 

再者，在 2000多公里的車程中，只要稍加留意，可察覺其實沿途風景極

為美麗。秀麗的湖光山色、青蔥的田園、茂密的山林、巍峨的山勢、平淡

樸素的小村莊、晨光暮色、彩虹陣雨，簡直美不勝收。更不用說長白山的

壯闊，及在其山口所見一覽無遺連續不絕的山嶺地貌。只要打開心眼，美

景已隨處可見。所以，在看似長時間的車程中，不會使我沉悶。 



沉悶是一份心境，而沉重卻是另一道滋味。百多年來中國熬盡不少災難與

苦頭，立國後國家也要面對百廢待舉的現實。一木一石一磚一瓦、一個小

工廠、一個完善的工作或社會制度；再小若一個小鎮，大至一個城市，建

設起來實不容易。我身為一個工程師、一個建設者，對建設過程中的困難

與艱辛，只會喚來更深切的理解。 

參觀一汽或長影展廳，對現今年少一代，可助他們明瞭事物得來之不易，

想見到前人工作的艱辛。甚至是長春這個在香港人視覺中不起眼的偏遠小

城，處處也可見中國以往的羸弱，其間國民任人魚肉，生靈被受塗炭，國

勢何其悲悽。甚麼偽滿清皇宮與八大部，只是其冰山之一小角。現今眼前

所見，一切漸趨安好。回想前人用血淚踏過的步履，今人默默的建設與堅

守，從現今的國情對未來作個憧憬，應叫人感到寬心。 

今次行程也是個好的開始吧，最少已將中國民主建國會與教聯會，這兩個

曾互不認識的組織連結起來；旅途中亦將部分年輕老師進取的心再度開啓。

如是觀之，今次行程與大家的心靈投入，實是個成功的經歷，也共享了一

個美好的回憶。 

最後，我再次附上我在途中隨陸教授所引發而作的兩首感懷詩，以抒發是

次行程在歷史的追思上的一點感受。 

百多年來家國事，國土飄零苦難多。俄日鐵蹄東北踐，喜見今日得新天。 

國土幅員千萬裡，河山錦繡沃清清。白山黑水渤海邊，祝願中華再翻天。 

祝願國家能持續安穩地發展，為未來再創新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