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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什麼鬼？
最近數日，小狸每
次打開朋友圈，都會

時不時冒出一些「神頭鬼臉」，到了
10月31日這天衝至頂峰，各種青面
獠牙、血漬呼啦、殭屍骸骨什麼的完
全呈刷屏之勢。國人過萬聖節，這幾
年也常有，但如今年般洶湧，卻是始
料未及的。一夜之間，古老的東方國
度似乎都在普天同慶這個西方的鬼
節，更讓人蒙圈的是，參與者中兒童
佔了相當大的數量，問其原因，都是
幼兒園和學校積極鼓動的。看着滿屏
熱鬧卻變了味兒的中國式洋鬼節，真
想問一句：搞什麼鬼？
萬聖節，作為西方傳統節日，但香

港也有過萬聖節的習慣。在西方傳統
上，認為萬聖節前夜是鬼怪最接近人
間的時候，所以因應相關傳說衍生出
了一系列風俗，包括戴面具、扮鬼
怪、挑南瓜燈、要糖果等，整個萬聖
節的主題都是死亡、魔法、鬼怪，有
着非常濃厚的西方文化色彩。
今年的萬聖節，突然之間成了舉國
歡慶。小狸刷着朋友圈，看到內地的
繽紛程度遠超香港蘭桂坊，滿大街喪
屍女鬼，好像人人都有個萬聖趴。其
實，在國人過萬聖節這個問題上，小
狸覺得年輕人熱衷無可厚非。即便很
多人都並不了解萬聖節背後真正的文
化，但作為年輕人、大學生，喜歡熱
鬧，這都太正常也太應該了。他們並
不是有多麼喜歡萬聖節，他們只是喜
歡這個瘋狂而有趣的夜晚。
需要吐槽的是萬聖節中的兒童，確
切地說是被熊學校和熊家長莫名推進
洋鬼節又不加保護和教育的無知兒
童。隨便掃一下網絡，就能看到類似
的新聞和吐槽：幼兒園組織過萬聖

節，要求家長做南瓜燈，附近菜場南
瓜被搶購一空；幼兒園老師扮鬼追小
孩，小孩大哭，老師大笑；快晚上十
點了，門口突然有人敲門，一開門是
鄰居孩子來要糖果，好尷尬，沒準備
怎麼辦？另，家裡老人已睡了被吵
醒；剛才親眼目睹一群熊孩子湧進便
利店，沒禮貌地對店員說：「快給糖
不然鬧你們！」店員只好勉為其難自
掏腰包買了些糖果，熊孩子拿了糖轉
身就走，另外還有好多家長跟隨……
這裡面，暴露了一些問題：
第一個，萬聖節中的兒童安全，包

括心理和身體兩方面。
心理上，幼兒園、培訓機構和學

校，尤其是私立的，為了顯示自身
「洋氣」，紛紛成為萬聖節的落力推
手，積極組織孩子們過節，但當這些
身心發育都遠遠尚未健全的小孩甚至
是幼兒面對以「恐怖、死亡、鬼怪」
為主題的活動時，對他們心理的影響
誰來把握？誰又來負責？身體上，上
門討要糖果是有很多注意事項的，包
括：年齡小的孩子出門要糖果須有家
長陪同；穿着戲服須不妨礙行動，不
要戴面具；只能站在門口，不能進入
屋內；要回來的糖果須經家長檢查過
才能吃等，而這些家長們有做到嗎？
第二個，萬聖節中的兒童教育。過

節也不能胡來，不能把討要糖果的傳
統風俗變成搶劫。討糖有討糖的規
矩，包括：只能向掛有萬聖節標識的
家庭要，沒標識的人家根本不過這
節；過了晚上九點就別敲門；上門要
穿鬼裝，免費拿人家糖自己總要有點
投入；不要拿太多；拿後說謝謝；給
的糖果不喜歡也不要抱怨。
萬聖節可以過，但要靠譜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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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婚宴會場，親
友賓客已全數入座，

人聲鼎沸，甚是熱鬧。我與新郎還是
第一次見面，因節目繁忙，就由「新
老爺」（新郎的令尊）的好朋友招呼
我這個遠來的不速之客。
與新郎結緣，完全在於互聯網上，
古人說「天涯若比鄰」，到了今天才
是真正實現。年前我成立了「廣府話
保育協會」，不定期發佈用廣府話製
作的視頻。因留了聯絡電郵，這位小
朋友有興趣要學粵方言，聯絡上之後
還幫我當義工，將我簡單錄音的音頻
配了字幕和做了簡單的後期製作，成
了視頻。我想他幫忙做詩詞節目，他
卻想我朗讀儒家經典，結果各忙各
的，我還欠他許多錄音未做呢！
轉眼數年已過，原本留學在外的小
朋友學成回國並成家，問我是否可以
拍一段視頻，講幾句祝賀語。我想倒
不如直接來到現場湊興。他小兩口遇
上國家改變一孩政策，到我上台說
話，就說了「努力工作，多生孩
子」。因為小夫妻都是高材生，最宜
快快生兩個娃娃，說不定幾年後這人
口政策又再放寬呢！
因為北京的「領導」要過兩天才回
京，正好在這中間的空檔到南京待一
待、逛一逛。主人家甚客氣，專車送
我到南京，又接連請吃晚飯，只因都
要上班，白天就不能陪我遊玩。與新
老爺和他的好友年紀相若，談得投
契，因我年紀比新老爺還長了好幾
歲，新老爺說以後孩子要改口叫我伯
伯了。他們考量了我的喜好，建議我
到夫子廟走走。因為有智能手機帶
路，倒也簡便。在南京地鐵站，見到

站內許多大型宣傳海報，都是些德育
與國民教育的材料，以具有中國特色
的漫畫表達，都是給小孩子學習的內
容。各款圖畫上寫有美術字：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和諧、敬業、愛
國、誠信、友善、富強、民主、文明
等等。
頻年以來，香港反對派鎮日價只講

「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卻從
不講平等、公正、誠信、文明。只講
「人權」而不講個人道德操守和義
務，於是乎近幾年香港社會戾氣深
種、亂象橫生。南京地鐵的宣傳品除
了用兩字詞來灌輸推廣正面價值觀，
還有較長的句子，如「非寧靜無以致
遠」、「勤勞人吉祥人」、「勤勞人
家福運長」、「奔夢路上霞光滿
天」、「中華圓夢春滿園」等。今天
香港有些「白面書生」清談誤港，他
們的主要毛病，恐怕該是做人既不勤
勞，待人亦不友善之故。
一個人逛夫子廟，發現手上現金只

剩數十元，好在有支付寶，可以放心
消費。夫子廟內有一個「華夏教育
展」，展品非常豐富，大開眼界，這
要另文介紹了。忽發一奇想，中國地
大物博，各地旅遊景點有大量歷史文
化瑰寶，單這個地方不大的夫子廟的
景物展品就看不完。以現在資訊科技
的發達，可以將這許多文化遺產統一
放上互聯網，遊人就不怕錯過任何有
趣的事物了。然後啞然失笑，雖則現
場參觀與看紀錄片感覺不一樣，但是
將夫子廟內一景一物都拍攝上網，無
可避免會影響旅遊業的收益。在文化
推廣和經濟效益之間要有平衡，還得
要從長計議了。 （兩京遊蹤之二）

培僑中學在二戰後開辦之初，有一批年輕
的東江縱隊隊員前來就讀，他們雖略為超齡，

因戰時失學青年眾多，戰後重新拾起書包就學的青年不少。
我剛在大學畢業後到培僑任教，高中部的學生不少和我的年
齡差不多，我這個「先生仔」有時會被超齡的女學生取笑。
近讀到一篇《憶李清薇烈士》的文章，講的是一位香港富

家少女，父親是在香港經營建築行業的豪富巨商，家庭生活
富裕舒適，只是在太平洋戰爭初起，香港淪陷，她幾經顛沛
流離，逃難至老家惠陽，殘酷的現實，並在地下黨的教育底
下，她毅然投身於抗日洪流。戰後的一九四六年，回港就讀
於培僑中學，在校內進一步接受愛國革命教育。
一九四八年一月，李清薇受到革命思想影響，離開學校，
奔赴惠陽山區，參加武裝鬥爭訓練，並把城市女子的披肩鬈
髮剪成與耳朵平齊的短髮，換上男女一式的游擊隊員的黑色
對襟制服，腰裡掛上一支左輪槍，戴上五角軍帽，一位香港
小姐，驟然變成英姿颯爽的戰士。在校中，我對這位女學生
印象不深，但當年學校在加路連山孔聖堂演出話劇《人之
初》，我倒是很有印象的。但不知道她就是這次公演的「後
台主任」，負責籌借各式服裝道具。
一九四七年校內不少進步學生準備回內地參加武裝鬥爭，

迎接全國解放。翌年一月，有不少年長的學生退學離開香
港，奔赴惠陽山區。當年充滿革命激情的我，也希望回內地
參加革命鬥爭，我曾經向在港從事秘密工作的大哥表達自己
的意願，大哥要我向當年在校的教師華嘉（作家），提出要
求。華嘉說，像我這樣有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大學畢業文憑的
不多，在港英統治下，這個身份有利於長期打算。結果就是
這樣留了下來，一留就是七十年，是一生一世。當年如果堅
持回內地去，個人歷史便需重寫。
俱往矣，七十年風風雨雨，因讀李清薇烈士的文字引起一

連串遐想。今垂垂老矣，讀先烈文字，敬佩她們的獻身精
神，又感來日不多。只有戰戰兢兢，站好最後的一崗，為後
人作好榜樣。

憶烈士李清薇

鞋，對於你的意義
是什麼？舒服地保護

雙腳在地面行走？這是大部分人所追
求的，但對某些年代、民族、階層、
群體和個人來說，鞋可能代表財富地
位、性感誘惑、眾人焦點……
最近到上海，新開業的興業太古滙
商場，剛好展出太古地產與英國國立
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合作的《鞋
履：苦與樂展覽》，展品來自世界各
地甚有特色，對足下履定義，有不一
樣的體驗，眼界大開。
十六世紀的奧斯曼帝國人，很喜歡

到土其耳浴場浸浴。為免浴場高溫地
板燙腳，大家習慣穿上木屐。浸浴者
全都光着身體，如何能表達出自己的
身份地位？於是有人想到穿上較高的
木屐以能鶴立雞群，此風一起大家爭
相仿效，於是木屐愈高愈顯示個人身
份越顯赫。展出的一雙就高二十八點
五厘米！
有一雙較它更高的日本木屐，看來
就像兩個小木櫈。這是日本伎藝所穿
的，因為屐太高不能抬腳而行，女伎
會扭着小腰，把一腳離地向外伸，輕

輕畫一圈以慢慢移動，然後是另一
邊。這樣左右扭動身軀玉步輕移的姿
態，日本男士認為充滿性感，看得如
癡如醉。鞋子，可讓女體更性感！旁
邊放着一雙穿了走不了路的鞋子，高
跟刻意做成一百八十度彎曲，且加了
如釘子的裝飾，最特別之處是鞋底透
明的。導賞員介紹這雙鞋子是來自一
齣電影，因穿這鞋的女子都不能站起
來，她們只能跪着或爬着，這樣腳掌
底便朝天，男士從透明的鞋看到平時
難得一見的腳掌會覺得極度誘惑云云！
在十八世紀的印度，送給新娘子的

禮物常是銀鞋，乃裝飾華麗的露趾涼
鞋，稱為Paduka ，這類鞋子會成為
傳家寶一代傳一代。銀鞋做得分外
高，用以凸顯新娘。展示的一雙高約
四吋，掛有眾多金屬鏈，行起來叮叮
噹噹的很好聽。不過鞋面只有一像釘
子形狀的金屬，須以兩趾夾着來行，
實在考功夫！

鞋子—性感與誘惑

其實正名應該是「正陽門箭
樓」，在北京多年，我也只叫

它「前門」。多次經過，我都沒有想要上去看
一看的願望。前年路經只是靈機一動，隨手拍
了一張相，如此而已。那個傍晚坐車馳過，只
見霧霾鎖着城樓，看不清真面目，有點失望。
注意力都集中在前門大街上，這條大街北起

正陽門箭樓，南至天橋路口，與天橋南大街連
結。這裡是北京的傳統商業街，前門大街及其
兩側的大柵欄街道、前門街道轄區內，有許多
中華老字型大小，如「同仁堂」、「全聚德」、
「張一元」等。經過改造，從前門到珠市口一
段前門大街，成為步行街，並重現前門大街清
末民初的建築風格。同時恢復了前門至珠市口
段過去有軌電車的「叮叮」聲。那次，我就看
見電車來回叮叮駛過，吸引懷舊的人去乘坐，
但是我沒有，反正香港電車每天叮叮噹噹，由
東到西，再由西到東，於我並不新奇。但回到
香港，還真有點後悔不去嘗試一下那滋味了。
每次回北京，幾乎都要上前門大街的「全聚

德」吃北京烤鴨，並不是非吃不可，但到了北

京，不吃烤鴨，好像總缺了點什麽似的。其
實，王府井、和平門的全聚德都去過，也分不
大清楚哪裡最好，可是一般認定，前門最正
宗，可說是總店，全聚德發源於這裡。其原址
是在現址後面的肉市胡同，隨着營業規模愈來
愈大而不斷擴張，店堂推前到前門大街臨街街
面上。如今到這裡，人多，須輪候，但總是心
甘情願。現在，「大董」的烤鴨也很好，我在
工人體育場那邊吃過，但心目中還是全聚德優
先，也未必是先入為主作怪吧？
以前，我在北京上學的時代，西長安街電報

大樓對面、首都電影院旁邊也有全聚德分店，
但現在已經不存在了。倒是王府井的全聚德還
在，我和阿太去吃過。第七次全國作家代表大
會在北京召開時，吳義勤曾請我和張煒也吃過
一次。那時，我們住在北京飯店，就近，走過
去沒多少路。
前門大街的全聚德，也收藏了我的青春記

憶。文革後期，我曾到那裡和同學吃烤鴨，好
像是慶祝生日。到我臨別北京時，也在那裡請
過鄰居吃烤鴨，那時還可以叫半份，一份吃不

完呀！
前門大街還有大名鼎鼎的「大北照相館」，

特別是大串聯時期，外地人都要到天安門前照
張相留念，那時，負責在天安門廣場替人拍照
的攝影師就非常繁忙，有點應付不過來。也許
是受到那時氣氛的影響吧，臨畢業離開學校
前，並沒留下全班同學的集體照。我們十幾個
比較要好的同學便自發地組織起來，一起跑到
大北照相館，照了一張集體相，成為很寶貴的
紀念，因為我們再也回不到青春時代了！當我
又經過大北照相館的時候，心裡暗想，感恩那
時的留影，見證了當時的風雲。想起來，在北
京期間，我好像只上過幾次照相館，清楚記得
的，第一次是到中國照相館，最後一次就是去
大北照相館。
有人問起，當時為什麼選擇大北照相館，而

不去中國照相館？我也說不清楚，可能是阿太
住那一帶，我們從北京師範大學東門出發，門
口對面就有22路公共汽車站，可以直達終點站
前門吧？可惜記憶模糊了，只能憑空猜想罷
了。

前門大街

片片紅葉情

因為我是主持電台
深宵節目的人，所以

通常主持完節目之後，便吃個早餐，
洗個澡，看看電視便去睡覺，通常大
概也用上兩個小時，所以也大概八時
多便上床睡覺，而如果下午沒有什麼
事情要幹，我通常也會睡足八小時才
起床。所以每當起床之後，便有很多
不同的留言要回覆，畢竟我睡覺的時
候就是別人工作的時間。
今天起來的時候，看見一些聯絡軟

件的留言，才發現我的表弟跟我說，
他的父親，即是我的姨丈剛去世，問
我有沒有一些相熟辦理身後事的人可
介紹。在我還是睡眼惺忪的情況下，
立刻醒過來，還幫他聯絡有關的人，
希望可以為他們盡一點力。
還記得十二年前，電台要改革節

目，公司要求我本來在黃昏時段主持
的節目改到凌晨時分，因為相信很多
人也會覺得這個時段的節目沒太多人
收聽，所以我當時也有點失落，接着
便收到醫院的電話說我祖母因內出血
而引致心臟病發，還可能在數小時後
便會離世，你可以想像到當時的我受
到多大打擊，好像很多不好的事情也
同時出現，當時自己不知如何是好，
因為這個消息來得太突然，手腳也亂
了，但剛好有個同事的親戚就是幫人
辦理身後事的人，結果找上他幫忙。
因為我的祖母很愛惜我，我從小開

始，她也喜歡跟我一起出門去探望一

些親戚，所以我跟她的感情特別好。
所以當收到她即將會離世的消息，除
了趕快到醫院探望她之外，已經不知
道如何是好，而在數個小時之後她真
的離開了我們，當時除了忍住傷痛之
外，就要努力去為祖母辦理身後事，
雖然頻撲，但也要忍住悲傷做好一
切，希望可以讓祖母好好地完成人生
的過程。
還記得在喪禮的兩天，我的姨丈

及姨親戚也好像我的父母一樣，很
幫忙，因為自己的父母當時還在外
國趕不及來香港辦理，所以他們很
有心地兩天也出席幫忙，這些好
意，我一直記在心中，想不到過了
十二年之後，我的姨丈也走到人生
最後的階段，所以我也希望可以為
他做一點事。
其實人大了，總是要面對生離死

別，雖然我相信每一個人不願意也不
想這一天到臨，但我們也沒辦法可以
控制得到。所以我自己有時候也會在
想，要有心理準備，但我同樣也會懂
得去珍惜身邊每一個人，特別是親
人，所以一有時間我便會跟父母聯
絡，在電話中說什麼也不重要，只要
聽到他們的聲音已經覺得安慰，畢竟
他們年紀也大，能夠有健康的身體繼
續生活下去，已經很感恩。
所以我覺得，身為仔女的我們，多

點關心自己的父母，不要給自己後
悔。

人大了要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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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過一首思鄉的歌曲，好像是《家鄉楓葉
紅》，溫婉吟唱着遊子的鄉情，訴說着對故
土的愛與赤誠……走近清澈小溪旁的楓，摘
取一片紅葉，看上面流動的一縷陽光，如金
鏤輕輕拂過。一回頭，一隻獾、松鼠等小動
物映入眼眸，牠們踮着細碎的步子，於林中
穿梭……
這是有陽光的秋天，聽完歌曲後另一刻的

喜悅。對我來說，深秋的紅葉是被夾在一本
日記裡的，那年我上初中，被無緒的秋風吹
着，放學回家，路遇父親的一位同事，大概
下鄉蹲點剛剛返城，一輛破舊的自行車載着
他衣袂匆匆，一束紅葉別在銹跡斑斑的車把
上，在瀟灑行駛中獵獵如火，那一刻，本來
有些破舊的車子，在我眼前瞬間嶄新鋥亮。
從那時，方知道在我們當地，有種叫作紅

葉的植物，生長在高高的山上，那座山叫封
山。離我們居住的地方很遠，山的周圍皆是
村莊 ，條條道路環繞在旁邊，唯獨它卻是
沒有路的，要想上山就得順着放羊人踩出的
山道。山道不陡，卻十分難行。
看紅葉，也是需要一番勇氣的。終於有一

天，我們輾轉爬上山去，只是已經時隔十餘
年。一束紅葉被我採回，透明、透亮、紅艷
炯炯，透着火樣的溫暖，叫人不捨得捧在掌
心。我把它插在一個花瓶內，用一杯清水養
着它，怕它枯萎，堅持每天換水，它像一位
情竇初開的少女，向我昭示出生命的活力。
過了許久，秋加深了，冬天來臨，它才開

始枯萎，像一束絹花定格在枝上。我不禁摘
下兩片葉子夾在書裡，從此對紅葉的這份情
愫，由此暗生出來。每到秋天，登山去山裡
賞紅葉，成了我的一個習慣，欣賞它的金黃
或深紅，喜歡它那迎風搖曳的姿態，它們就
像英姿颯爽的舞者，在秋的腳步裡騰移挪
轉，於是秋天，便有人們所說的層次分明。
金秋雖有紅葉情，但是在我們家鄉的山

上，此樹不多，大多是黃櫨，它的葉圓，如
杏子剖開的半個斷面，圓潤、玲瓏。楓葉是
楓樹的葉子，形狀為分裂的掌狀，而黃櫨不
同，它的葉片橢圓飽滿。畫家喜歡畫它，飽
蘸了顏料的畫筆，在宣紙上用力地一頓，一
點，便一枝一葉，墨氣和澤。楓葉因艷麗獨
佔秋葉的鰲頭，而黃櫨也不失它的妖嬈。每

年秋季來臨，秋霜染紅葉片之時，紅葉不但
不會受到寒秋的威懾，而且還換上艷麗襲人
的衣裳，以動人的身姿迎接南來北往賞秋的
目光。色彩斑斕的紅葉，沐浴着秋天的陽
光，閃動着萬簇光芒。
近年來，有關部門為增添環境美，栽植很

多彩色樹種，深紅色的有黃櫨、香花槐、元
寶楓；紫紅色的是紫葉黃櫨，淺一些的紅色
和黃色還有欒樹、紅葉椿、金枝槐等等，每
逢金秋，片片紅葉，迎風招展，萬山紅遍，
就像座座山峰的旗幟，吸引着喜歡登山的人
們，讓每一個秋日登高的人們領略到山河的
壯麗，領略「楓」情萬種，這勝似花朵的
葉，驅走了深秋的蕭瑟，沒有人不喜歡它。
只是這份情太濃太摯太長，寫不盡它的美

好。你去看啊，峻峭的山崖上，綿亘的群峰
中，到處彩葉滿山，在連綿的刺槐林和側柏
的點綴下，隨着山嶺跌宕起伏，更顯得層林
盡染，遠遠看去，金黃與火紅交相輝映。刺
槐的枝幹是黝黑的，秋已落盡了它的葉子，
松的針葉卻因秋的寒氣而更加蒼鬱。廣袤的
山川，無邊的林木，繽紛的彩葉，在蔚藍的
天空下色調溫暖，一片空靈。如果說綠色是
春天的輕紗，那麼到了秋天，斑斕的樹葉就
是大地的衣衫。
自然，秋也是蕭條的，到處可見腐枝敗
葉。有人說，秋是令人悲傷的，而我們知
道，有所失，就必有所得，這是大自然的規
律使然。捨得捨得，要捨才會有得；要平常
心，才能心平靜氣。人們喜愛秋天，因為它
是令人沉靜的。人們喜愛秋天的紅葉，因為
它是含蓄的。而「靜氣」和「含蓄」，才能
衍生萬物之靈，才能體味萬物之美。
「萬里飛霜，千林落木，寒艷不招春妒。

楓冷吳江，獨客又吟愁句。」我總覺着，宋
代詩人張炎的詩句太惹人愁緒，現實中的紅
葉，比古人的詩句美好得多。當「秋風蕭瑟
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的時候，火紅的
楓樹也在高秋下颯然起舞，在人們的讚美聲
中盡展柔美身姿，讓人想起唐代詩人杜牧和
李嶠的詩句：「霜葉紅於二月花。」「解落
三秋葉，能開二月花。」
每個人心中的葉片，都不一樣，每個人心

中的山，也和這漸深的秋一樣不盡相同，就

如生活中我們看到的攝影師，每個人拍出的
照片都那麼千姿百態，一幅幅如獨具營養的
「鏡片」，紓緩着也滌蕩着我們的心靈。看
過這些照片後，我們惟有感恩生活，心底寧
靜，詩意頓生，它激發出我們心底的那份熱
愛。熱愛楓葉的不僅是我們，國外也有人對
它一往情深。素有「楓葉之國」美譽的加拿
大，它的國花為楓葉，無論是馬路邊還是別
墅旁，高大粗壯的楓樹到處可見，人們把楓
葉作為國徽繪在國旗正中，使三片紅色的楓
葉，成為國家的美好象徵。有了這些美好的
象徵，這一枚枚經秋的紅葉，便再也不會激
起人們的感傷。
許多年前，在一個大型文學網站上，有個

二十幾歲性格開朗的男孩，把一幅類似動漫
的藝術圖片發給我，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關
楓葉的Flash。圖片上，一片火紅的楓林
間，一位身材纖細的女子站在樹下，仰頭面
向天空，面對片片旋舞的紅葉深深陶醉，整
個畫面極致唯美。震撼我的，不只是那些枝
頭飄零如花的楓葉，還有立在樹下虔誠仰望
的女子，她那一襲不同尋常的白衣，將滿天
的楓葉襯托得格外殷紅，讓人覺得天地萬物
都頓時聖潔起來。
偶爾打開日記，還能看到十餘年前收藏的

那枚楓葉，有位文友則喜歡將楓葉當做自己
的書籤，許多楓葉的生命枯萎了，而它卻能
夠保存下來，慰人相思。每回讀書都會追懷
一番。將美好的自然之秋珍藏，彷彿珍藏已
逝歲月的點滴，這樣的情懷令人羨之。正如
此，楓葉的花語才是積極進取，不斷向前邁
進，儘管風雨摧毀它的容顏，但只要不為塵
泥，仍然斑斕繽紛。據說，紅葉是可以代表
故鄉的，感恩所有的林業工作者和愛護樹木
的人民，正是由於他們的辛勤養護，才築起
無論夏天還是秋天都鋪展如錦的生態屏障。

■走不了路，底
部透明的性感鞋
子。 作者提供

■秋天的楓葉艷麗迷人。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