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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否世事常變，變幻原是永恒。」這是來自羅
文的歌曲《家變》。世間萬物從不離開變化，而故
事就是承載着變化的載體。參加「華夏博覽看今
朝」第三期研學活動，我來到了威海、煙台、大
連、丹東四個城市。我最大的收穫，便是在這些城
市裏，讀懂了最精彩、最震撼人心的中國故事。
先來到威海。它是中國近代史的轉捩點。劉公島

上的中日甲午海戰陳列館，向我們展示着這一場改
寫中日以及世界關係的戰爭。威海以前叫威海衛，
是清政府海軍的防守重鎮。可是在1895年 1月 20
日，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攻入威海衛。由於四面環
海，威海和渤海成為最激烈的戰場之一。這場維持
了一年、史無前例的海戰令清廷的北洋艦隊全軍覆
沒。但正是這一場慘敗，激起了中國人沉睡已久的
造船業。走進招商局金陵威海船廠，我看到的是它
擁有世界頂尖造船技術，了解到這個船廠的訂單已
經排到5年之後！中國科技發展速度在我眼前發光
發亮。我想，這是屬於威海自強不息的故事！
第二站，煙台。我們在這座城市逗留了不到一天

的時間，卻見到了招商蛇口在煙台的發展。有別於
北上廣深，一間公司在一個非重點城市發展，代表
着對該地方發展潛力的信任。相信在未來，煙台會
在國人的眼前，大筆地寫出煙台前途無量的故事。
第三站，大連。1894年11月21日，日軍侵入這座

城市，進行了毫無人性的旅順大屠殺。但就是這座
曾經被鐵蹄聲炮火聲包裹的城市，現今的人類發展
指數卻是在全國數一數二的。走在大連的街道上，
我看到日式、俄式建築林立，老人在夕陽中載歌載
舞。這些滄桑巨變，人民的幸福，是新中國從站起
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明證。這座城市，講述着
幸福的故事。
第四站，丹東。在這座全國最大的邊境城市，鴨

綠江水安靜地流淌。在著名的鴨綠江斷橋之上，我
似又看見70多年前那場世界矚目的戰爭，是多麼的
慘烈。歷史的教訓永遠不會被我們忘記，教導我們
要珍愛和平，珍惜現在我們擁有的一切。我最喜歡
丹東的故事，是因為它代表着先輩的堅持換來了今
天和平的故事。
研學歸來多日，我依舊感慨萬千。四個城市，講述
着厚重的歷史，凝聚着前行的光陰，更告訴我們，中
國在一個又一個發展的、精彩的故事中，成長、壯
大，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未來的故事，要靠一代
又一代中國青年，去用心書寫。包括香港青年在內的
中國青年，要用智慧、勇氣和汗水，要用奮鬥的青
春，書寫光明的中國故事，描繪美好的中國未來！

神農頂上楓葉紅
秋天即將謝幕之際，去神農架，登上了嚮往已久的神農頂。

秋的睡意正濃，那裏的楓葉卻如火焰般燃燒起來，為這片古老
的土地增添了一抹絢爛的色彩和豐富的寓意。
踏上神農頂的土地，彷彿走進了一個夢幻般的世界。遠處，

山巒連綿起伏，雲霧繚繞其間，宛如一幅水墨丹青；近處，那
一片片火紅的楓葉，如同跳動的火焰，熱烈而奔放。楓葉的
紅，是一種深沉而濃郁的紅，不似春花的嬌艷，也不像夏日的
熱烈，而是帶着一種歷經歲月洗禮的沉穩與厚重，穿透眼簾，
直撲心房。
沿着蜿蜒的小路前行，腳下的落葉沙沙作響，彷彿在訴說着

歲月的故事。陽光透過楓葉的縫隙灑下，斑駁的光影在地上輕
輕搖曳，給人一種寧靜而美好的感覺。微風拂過，楓葉紛紛飄
落，如同一隻隻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它們輕盈地落在地上，
為大地鋪上了一層絢麗的地毯。站在高處，俯瞰這片楓葉林，
心中不禁湧起一股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創造了如此美麗
的秋色。這片楓葉林，像是大自然用畫筆精心描繪的傑作，每
一片楓葉都有着獨特的形狀和顏色。有的如手掌般大小，顏色
鮮艷奪目；有的則小巧玲瓏，如同燃燒的火苗。它們相互映
襯，構成了一幅美不勝收的畫面。若是杜牧再生，又會吟出
「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嶄新的內涵與寬廣的外
延。
神農頂的楓葉，不僅僅是一種美麗的自然景觀，更是一種生

命的象徵。在這寒冷的秋日裏，它們用自己的熱情和活力，為
大地帶來了一絲溫暖。楓葉的一生，短暫而絢爛。它們在春天
發芽，夏天生長，秋天綻放出最美麗的色彩，然後在冬天凋
零。然而，它們並沒有因為生命的短暫而感到遺憾，而是盡情
地享受着每一個季節的美好。它們用自己的生命詮釋了什麼是
堅韌不拔，什麼是無私奉獻。在這片楓葉林中，我彷彿看到了
生命的輪迴。每一片楓葉的飄落，都是一個生命的結束，同時
又是一個新生命的開始。它們化作泥土，滋養着大地，為來年
的春天孕育着新的希望。這種生命的循環，讓人感到無比的震

撼和敬畏。生生不息，代代相映，傳承與發展，正是生命的真
諦。
楓葉紅，紅得如此熱烈，如此奔放。它讓人們感受到了大自

然的魅力和生命的力量。在這喧囂的世界裏，我們常常忙碌於
瑣碎的事務，卻忘記了停下腳步，去捕捉和欣賞身邊的美麗風
景。而這片楓葉林，就像是一個寧靜的港灣，讓我們可以暫時
放下疲憊和煩惱，去感受大自然的恩賜。
走在楓葉林中，呼吸着清新的空氣，聆聽着鳥兒的歌聲，心

中感到無比的舒暢和愉悅。這裏沒有城鎮的喧囂和繁華，只有
大自然的寧靜與美好。在這裏，我們可以放鬆心情，回歸自
然，找回那份久違的純真和寧靜。
神農頂上楓葉紅，紅得讓人心醉，紅得讓人難忘。它是大自

然賦予我們的一份珍貴禮物，讓我們在這秋日裏，感受到了生
命的美好和溫暖。承載美麗的楓葉林，完全可以托起生命的囑
託，譜寫一曲舒緩的小令。
夕陽西下，餘暉灑在楓葉林上，整個世界都被染成了金黃
色。楓葉在夕陽的映照下，更加顯得絢麗多彩。此時的楓葉
林，宛如一個金色的童話世界，讓人陶醉其中，流連忘返。假
如人生可以假如，就會減少許多失意和缺憾。
靜靜地站在那裏，看着夕陽漸漸落下，我的心中充滿了無限
感慨。一路奔波，雖顯疲憊，卻領略了神農頂楓葉的美麗和神
奇。這片櫛風沐雨的楓葉林，如同壁畫鑲在我的心中，成了我
生命中一段美好的回憶。
別了，神農頂上的楓葉林，可我敢肯定，以後的日子裏只要

想起它，心中就會湧起一股溫暖而堅定的力量。它將激勵我勇
敢地面對生活中的挑戰，珍惜每一個美好的瞬間。因為我知
道，在這個世界上，還有許多像神農頂楓葉林這樣美麗的地
方，等待着我們去發現，去欣賞。
神農頂上楓葉紅，那是大自然的傑作，那是生命的禮讚。其
實，人生的旅途中，每個時期都會有這樣的楓葉林，只要我們
用心去感受，用情去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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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均溢 英華書院

看祖國風貌 講中國故事
●良 心

東方馬奇諾防線

大美南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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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美麗神秘的疆域，「一帶
一路」的中心線。從年少時讀梁羽生
的《七劍下天山》，聽王洛賓的《達
阪城的姑娘》，到看最近大火的《我
的阿勒泰》，這些作品呈現出新疆不
同的人文風景，從而對這片三山夾兩
盆的廣袤地域充滿嚮往。值此天高雲
淡之際，我跟隨得之老師及澳門美協
同道們一起展開精彩的南疆采風之
旅，飽覽祖國遼闊壯美的大好河山。
首站自羊城飛抵烏魯木齊，再一路南
下各個南疆重鎮：庫爾勒、庫車、莎
車，最後在喀什小駐。驅車穿過茫茫戈
壁，沿途所見遠方皚皚雪山巍然聳立，
近處砂礫遍布的灘塗上雖然人煙稀少，
但是大型基建、治沙工程都在井然有
序、如火如荼地進行中。巨型風力發電
機和一望無際的太陽能發電板充分利用
當地能源，配合全國各地的援疆建設，
令當地的經濟、人文、科技等各方面都
有了大幅度提高。

我們參觀了博物館、美院、大學園區
等，還觀摩了一代畫壇巨擎黃胄描繪新
中國各民族人文景物的作品。
在巴崙台黃廟、莎車老城、喀什高台
等地，沉醉在異域風情的畫家、攝影師
們紛紛拿起畫筆、按下快門留住這精彩
絕倫的一刻。畫家當中不乏人物速寫高
手，寥寥幾筆，充滿動感的人物便躍然
紙上，形神具備，妙韻頻生。山水畫家
們也各展所長，從不同角度表現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祖國山河的巍峨雄渾。
新疆的美是多元包容的，各個民族在
這裏和諧相處，安居樂業。就連新疆的
太陽也特別留戀這裏，遲遲不肯西沉，
至夜晚9點多仍搖曳連綿千里的赤光，
染得雲霞似彤如火。而月亮也迫不及待
地升起來了，在這壯闊的疆域上空齊相
輝映，亘古至今。暮色四合，夜空仍遺
太陽風骨，那份熱烈，那份溫暖，那份
昭昭漸成了月色皎皎，月華溶溶，大道
其光，馳騁萬里……

松山在怒江惠通橋西岸的臘勐街北側，主峰海拔
2,200米。主峰至怒江江面的垂直落差為1,500多
米。站在松山頂上看怒江，彷彿從空中俯瞰，怒江
如深谷中的一條銀鏈；而抬頭眺望怒江東岸的山
巒，則感覺如在眼前，直線距離不過八九千米，但
行程卻在60公里以上。自保山方向逶迤而來的滇緬
公路，經東岸的山頭繞「之」字形盤旋而下，至怒
江峽谷谷底，跨過惠通橋後又盤旋而上，先通過臘
勐寨子，再環繞松山山腰綿延數千米，而後在西南
方向的滾龍坡轉向龍陵。由於這裏山嶺高峻，一向
人跡稀少，但又是怒江以東通往龍陵、芒市的必經
之路，古時只有一條陡峭多彎的古驛道，西行者從
東岸山上下到谷底，再攀援而上至西岸山頭，往往
要走一整天，且一日裏要經歷谷底炎夏、山腰涼
秋、山頂寒冬三種不同氣候，一向被行人、馬幫視
為畏途。對怒江峽谷，松山是西岸一座超級「橋頭
堡」；對滇緬公路，松山是扼其咽喉的巨手；對滇
西重鎮龍陵，松山則為前沿屏障。西方記者將松山
稱作「滇緬公路上的直布羅陀」。
據戰後各方面披露的資料顯示，1942年5月，日
軍第56師團快速部隊沿滇緬公路長驅直入侵佔我滇
西芒市和龍陵等大片領土。日軍在松山強渡怒江東
侵受阻後，為與怒江東岸的中國遠征軍隔江對峙，
將松山作為警備中心、進攻據點和防禦支撐點三位
一體戰略目標，開始進行陣地建設。在這個階段，
日軍還是將松山作為進一步進攻保山的前進陣地而
考慮，同時以應對遠征軍反攻為輔，因此主要修築
了本道陣地、原口山陣地等外圍陣地共17處，其中
包括兩處渡河監視點陣地。工程由工兵第56聯隊負
責，於1942年底竣工。
1943年，日本在太平洋戰場形勢日益吃緊，節節
敗退，日軍戰略專家預見松山作為支撐滇西和緬北
防禦體系重要支撐點的作用凸顯為首位，轉而將松
山腹部陣地加固和擴建為以防禦為主的永久性防禦
要塞，共增設、改設及加固原有陣地11處。工程由
工兵第56聯隊兩個工兵大隊負責，並從中國滇西和
緬甸、印度等地強徵民夫1,670餘名（其中印度人
80餘人，東南亞華僑138人），晝夜施工。據說在
日軍松山陣地的設計建設中，日軍工兵第56聯隊長
小室中太郎居功之偉。他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工兵
科，後來留校當了工兵老師。他規劃設計了松山陣
地的宏觀輪廓，直接指揮並參與施工。到工程後
期，來自北九州福岡、佐賀和長崎等地的日軍步炮
兵發揮了作用，他們中很多人入伍前做過礦工，所
以懂得如何挖掘坑道。

在遠征軍反攻前夕，日軍基本完成了松山要塞式
堡壘防禦陣地體系，把整座松山變成一座堅固的城
堡要塞和一個巨大的戰鬥堡壘。整個松山將近挖
空，狀如大型蟻巢。在松山南北不過400米的防禦
正面上，日軍修建了6處前哨陣地和7處主陣地。
日軍工事大都依松山群峰地形修建，以山頂為中
心，呈龜背形，頗似中國傳說中的八卦陣勢。在臘
勐街至大埡口的7公里兩側，日軍修築了滾龍坡、
大埡口、松山、大寨、黃家水井、黃土坡和馬鹿塘
7個據點群，每個據點群均以數個最堅固的母堡
（主堡）為核心，四周又有多個子堡拱衛外圍，堡
壘互為側防，交相掩護。「龜背」的中心是主堡，
每個主堡大致相當於埋於山體中的一棟3層樓。四
周順地勢向下，有幾個子堡或隱蔽部，相互之間遍
布蛛網狀地下交通壕，高寬各2米，連接各主要陣
地，兵員可自由運動，步兵炮都可在內移動。每個
堡壘的機槍火力均可指向四周，不留下任何缺口和
死角。交通壕側壁鑿有大量洞穴式掩蔽部，並連綴
大量散兵坑。部分據點外設有鐵絲網兩三道，陣地
前有鹿砦等障礙物1至2道，並敷設地雷及陷阱，
縱深有4米。為了長期固守，日軍在松山周圍修建
了供水供電設施和兵舍倉庫，甚至開設了慰安所。
陣地建造過程中，日本南方總軍司令官寺內壽一
大將等在緬甸的日軍高級將領，都曾在第56師團長
松山祐三中將陪同下親臨視察，並在現場觀看了重
炮轟擊和飛機轟炸試驗。試驗表明，數枚500磅的
重型炸彈直接命中，均未能損害工事內部。松山日
軍將松山陣地稱為「東方馬奇諾防線」，揚言「只
要2,000人守衛，中國軍隊不死十萬休想攻取」。
為了絕對保密，在修築最核心的工事時，全部由日
本士兵來完成。工事全部完成後，日軍將抓來的民
夫全部秘密處死。中國遠征軍在戰後打掃戰場時，
在松山大埡口附近發現了一座「千人墳」。
遠征軍大反攻開始以後金光惠次郎接任松山日軍
守備隊長。金光惠次郎發現給他的兵力不夠，他必
須將防禦系統再加密，因而在前期基礎上又增加了
11處極為隱蔽的工事，使松山防禦體系更加神秘詭
異。1946年9月，著名歷史學家、雲南大學歷史系
教授方國瑜到松山現場踏勘戰場遺址。那時，松山
陣地遺蹟還保存如初。方國瑜進入日軍工事細緻考
察後描述道：「敵堡壘主體之構築，大部分為三
層，上作射擊與觀測，中作寢室或射擊，下作掩蔽
部或彈藥糧食倉庫；更於下層掘斜坑道，其末端築
成地下室，又有於下層之四周築地下室者。堡壘上
掩蓋圓徑至70厘米之木柱，排列成行，積四五層，

上鋪30毫米厚的鋼板數層，積土厚逾1米，雖山炮
命中，亦不能破壞此堅固工事。堡壘出地面之四
周，安置盛滿沙石之大汽油桶，排列三重，桶間復
加鋼板數層，桶外被土，故150毫米榴彈重炮命中
不能破壞，內部所受之震盪亦微。堡壘內三層之
間，亦蓋以圓木徑50厘米者二三層，故上層倒塌不
致影響下層。堡壘間之交通壕，縱橫交錯，更掘暗
壕以通堡壘內之坑道掩蔽部，及陣地邊緣交通壕，
上間有掩蓋，或以壕之側壁掘掩蔽壕成環形，守備
陣地或伸出以消滅死角。」
松山戰役結束後，第8軍美軍聯絡小組成員格林

中士等巡視了松山。他們對日軍陣地火網編成之嚴
密印象特別深刻：主堡內前有重機槍、後有迫擊
炮，子堡及側射堡內有輕機槍，交通壕內有步槍、
槍榴彈、擲彈筒。作戰時，遠距離用火炮，中距離
用步槍、機槍、擲彈筒，近距離用手榴彈和衝鋒
槍，各種直射、曲射兵器。各個子母堡和據點既具
備獨立作戰能力，又能隨時相互配合支援。主堡加
成百個暗堡以及交通壕和散兵坑的各種直射、曲射
兵器，在陣地周圍組成濃密交叉火網，幾乎無一死
角。火網還可隨時擴大到整個松山地區，相鄰的多
個陣地、幾個山頭之間，火力互為側防協防，徹底
消滅彼此的火力死角。攻擊部隊無論從哪個方向攻
入，日軍都可以形成交叉火力，令其難以生存。
據他們回憶：「在松山，從一個山頭頂上，可以
看到另一個山頂，距離不到300碼，但峽谷又深又
窄又陡峭，很難逾越。」「在幾乎是垂直的岩石牆
下，坡陡崖懸，雨後泥濘的山坡猶如潑了油一般，
中國士兵們手腳並用地朝山上攀爬進攻，而隱藏在
暗堡中的日本兵以逸待勞，視線清晰，出其不意地
居高臨下向往上仰攻的中國士兵投擲手榴彈和迫擊
炮炮彈（日本兵在迫擊炮彈裝上引擎可以直接投擲
爆炸）。許多中國士兵就是這樣被暗堡中的火力活
生生射殺。」「又因為日軍暗堡火力交叉，遠征軍
士兵負傷就等於死亡，因為沒法搶救，任何一個上
去救援的士兵，又都會成為日軍槍口的活靶子。」
松山日軍陣地成為了真正的戰爭「絞肉機」，吞
噬了交戰雙方近萬人的生命。為了迅速攻克松山，
奪取滇西大反攻的勝利，中國遠征軍只能以士兵的
生命為代價，一米一米地往前推進。最後終於攻克
了日軍吹噓的「東方馬奇諾防線」，全殲日軍「戰
爭之花」臘勐守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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