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繼往開來
4B 李若琳

在日常生活中，足印可以說是無處不在。它可以是存在的證
明，亦可以是歷史的痕跡，也可以是發展的印記。 

足印，是我們存在過的證明。它可以很快消散，亦可以難以
磨滅。存在時間短的足印，有如此刻我在海灘上散步，踩在潮濕
的沙灘上，足印清晰可見，留下一道美麗的風景線。這種足印雖
易逝，卻也在這個星球上留下了存在的證據。 

存在時間長的足印，有如自然留給我們的瑰寶——化石。足
印，可以是生物遺留下的遺跡化石，它保存了古生物如恐龍等的
生活痕跡，也提供了生物如何與環境互動的信息：牠們如何行走？
體重約為多少？常在哪些地方出現？這些資訊，統統可以從足印
的化石中找到。比如近年在一間四川的餐廳中發現恐龍足跡化石，
專家於是模擬出一億年前的場景：兩隻長約八至十公尺的大型蜥
腳類恐龍正在悠閒散步，一邊走一邊吃一旁的松柏類植物。 

足印化石是已滅絕生物存在過的證明，不禁令人聯想：許多
年後，後世見到我們留下的足跡，是否也能對我們的理解更深，
彷彿延續的第二生命那般呢？ 

足印，不單單是我們存在的證明，更是瞭解生命的歷史、地
球生態環境變遷及後世瞭解前人的重要線索。 

足印，是歷史留下來的痕跡。從古至今，人類歷史文明在每
一片土地都留下了形形色色的足印，雖無法用肉眼捕捉，但當我
們走過每片土地，都能感受歷史曾留下的痕跡。你可能會問：看
不見的足印，也能算是足印嗎 ? 

雖然前人實際上的足印已經無從窺見，但從另一個角度看，
前人的成就和錯誤，不是依然影響着我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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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嬴政在位期間推行了多項政策：統一度量衡、書同文
及郡縣制等。許多制度都沿用至今，或以此為基礎。試想想，假
如一個國家中每個地區的計量單位、使用的文字各不相同，會帶
來多少不便？可見歷史上的足印至今依然影響着我們。 

與此同時，歷史上的錯誤足印，同樣能使我們從中汲取教訓。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由戰爭直接造成的死亡（軍人與平民因
交戰、屠殺、因傷致死等）估計為五千六百萬，而與戰爭相關死
亡（疾病和飢餓等）估計為二千八百萬人，全都是人民死傷慘重
的印記；因轟炸（如德國空軍對波蘭多個城市——例如華沙——
進行無差別轟炸；又或是英倫空戰期間，德國對倫敦及英國各大
城市及工業中心實施的戰略轟炸）造成道路、房屋的嚴重倒塌；
戰爭後的經濟衰退（緊縮的貨幣政策及高債務水平）等等，都在
世人心中留下難以磨滅的痕跡。這些都是國與國之間忽視國際合
作，只重己方利益，結果逐步走向戰爭的足印。為免重蹈覆轍，
各國政府開設了多個國際組織（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等），推廣國際合作，維持世界和平。歷史中錯誤的足印促使我
們改過自新，避免犯下同樣的錯誤，讓我們從中汲取教訓；歷史
中正確的足印讓我們加以仿效。意大利史學家克羅奇曾言：「一
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們應以史為鑑，小心而勇敢地留下足
印。 

足印，是文明發展的印記。隨着科技發展，人類文明在不斷
向前邁進。在力學方面，牛頓闡明了動量和角動量守恆的原理，
為飛機尾翼設計奠下基礎；他亦發明了反射式望遠鏡，在光學方
面促進了目視解析力的高度。由於其簡單而便宜的設計，被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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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遠鏡的人士廣泛地在家中應用。文藝復興時期的波蘭數學家尼
古拉・哥白尼提倡日心說，其發表的《天體運行論》被認為是現
代天文學的起步點。你可以想像沒有網路的世界嗎？沒有光纖，
就沒有如此蓬勃發展的網路，更遑論各種網絡應用，而發明光纖
技術，讓這一切成為可能的，就是有 「光纖之父」之稱的科學
家——高錕。以上各位偉人都在各種層面上留下至今舉足輕重的
足印。

現今的各種科技發展，包括人工智慧、量子信息、互聯網等，
都是結合前人的智慧與現世的創新，各種致力於科學研究的人，
一步步地「走」出來的。他們的足印走出來的科技道路，推動了
人類文明的進步，成為了發展的印記。 

走在海旁的沙灘，我收回發散的思維，目光由遠方日落的餘
暉，移至我的腿。回頭望去我踏出的足印路，心中浮現出一個問
題：足印，究竟代表了甚麼？ 

繼續向前走去，我的心中亦漸漸浮現出答案：足印的價值，
不單單是一個固定不變的道理或是別的甚麼，它在不同層面，不
同人心中，都有其自身的意義。它可以是存在過的證明，使後世
能對我們有所瞭解；它可以是歷史的痕跡，使人學習前人的智慧、
從歷史中汲取教訓，有所警醒；它可以是發展的印記，人類文明
追求進步的歷程。 

足印不只承載過去，亦記錄現在，更令人前瞻未來。不論足
印於你而言是甚麼，正如陶淵明的《雜詩十二首・其一》中所說：
「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時光消逝將一去不回，我們應珍
惜青春，把握當下，珍視各種足印的意義，開展自己走出的人生，
留下獨屬自己的足印，使自己的生命更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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