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尋屬於自己的道路
4B 鍾梓傑

「足印」雖是平常事物，卻可以引起聯想，又或啟發思考。
那「足印」意味着甚麼呢？

有時候，「足印」清晰易見。例如在陰暗的森林附近，有一
個個走向森林的足跡，看着有人曾經走過這片森林，可能我們會
對足印所至的地方有所幻想和期待，好奇能否在裏面尋獲稀奇珍
貴的寶物。足印可能消除了我們的恐懼，使我們不再迷茫，不再
猶疑，踏上通往未知的道路，但我們將能獲得甚麼呢？我們不知
道，我們只是追隨着前人的足印，這個世界本來就沒有道路，人
走得多，留下了足印，便成了地圖上一條細小的路線，為我們引
領方向。但我們是否思考過自己應否跟隨前進呢？若能循着前人
的足印而行，便等於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無疑會令我們走少了
彎路。但萬一這條路是錯的呢？這條路是不適合自己的呢？我們
看見那一個個足印的時候，若我們不停下來，思考足印的終點是
甚麼，思考這個是不是屬於人的足印，而是盲目跟從那些足印，
是否能少走彎路，仍是未知之數。

有時候，「足印」並不存在。例如在沙灘上，我們看見一個
個的腳印，過了一會兒便會被海上的浪潮淹沒了。例如我們來到
了雪花飄飄的雪地。周圍一切都白茫茫一片，我們沒有「足印」
可以依據，只能靠自己的腦子判斷應該走向何方。我們要麼不斷
碰壁，要麼不斷走彎路，總有一日，還是可以走到終點的，但是
周圍都在下雪，飄飄揚揚的大雪轉瞬間就把我的足印都掩蓋住，
一如浪潮淹沒了沙灘上的足印，那怎樣才能將我的方法告知其他
人呢？我並沒有妙計，只能立個指示牌，上面寫着：「年輕人，
忠於你自己吧，去尋找那個屬於自己的終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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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代人或多或少都曾有所迷失，隨着時代的進步，在
現代化的進程下，我們浸泡在糜爛的物質生活中，精神卻是空洞
的。同時，我們每天所做的事情也是被資本主義經濟體所規範，
我們就像機械人一般，每天都充滿着程序化的工作，這種異化的
現象壓抑了我們的思考力，我們在思想上失去了自由，只能跟從
着社會中的「模範」，盲目地以他們制定的足印作為自己的方向
而前進着，但忽略了思考這條道路是否適合自己，而跟隨着這樣
的足印，通往看似冠冕堂皇的成功道路，我們可能會成為「成功
人士」，有着崇高的地位以及豐富的資源，我們可能以這種成功
的經歷為榮，以此勸導其他人去模仿這些成功人士。實際上，在
這種循環下，我們將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夢想，只是一個為了取
暖和食物而活着的動物。但願我們不會沉淪於這個社會中對於成
功的自負，我們不用模仿其他人的足印，因為我就是我，我們生
來有着高潔的靈魂，不應該成為他人的影子，我們要做的是追
尋、建構以及成為自己本身，對自我懷有一種敬畏的心態，用自
己的足印踏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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