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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

惶；鷹隼試翼，風塵吸張。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將發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

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

年，與國無疆！」 

中秋節望著大坑村民舞動的巨大火龍，我的腦海中浮現了梁啟超先生為龍的傳人而作的

《中國少年說》。每每讀起這一段文字，我都心潮澎湃，十分傾慕像龍一般展翅高飛的少年。

在文中我感受到梁啟超先生對中國少年——龍的傳人寄託的熱愛和期望。這是一段多麼振奮

人心的激勵話啊！ 

正當我情緒激昂地在路上邊背誦文章時，一群衣衫不整的中學生突然你推我擁，跑向路

口的遊戲機中心。我停止了背誦，好奇地走上前窺看那所中心，我激昂的心情頓時被打消。

眼前的情景讓我不堪入目，一班本應年輕有為的青少年卻不好好珍惜時光，寧願在電腦屏幕

前虛度光陰。有些人甚至情緒失控，滿口粗言穢語地拍打電腦。他們狂妄、沈迷的程度令人

震驚。我不由驚嘆，眼前見到的這群青少年難道就是梁啟超先生筆下的龍的傳人嗎？他們真

的能挑起國之棟樑，合符自強不息、合力奮進、剛健有為的品質嗎？可以承傳龍的精神嗎？ 

「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若我們只在虛度光陰，不去經歷挫折，不勤奮向上，

不體現國聲明的心酸，又怎能繼承龍的精神呢？讓我們好好反省，把這些盲目玩樂的時間和

精力重作調整，例如多點去圖書館看書，擴闊眼界；或者多點與同輩交流，融合創新精神—

不斷改進，才是真正傳承龍精神。 

古今中外能繼承龍精神的例子也有不少。達到龍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人物非孔子莫屬。

生活上，孔子特別重視「剛」，他的生活態度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於事而慎於言，

就有道而正焉」。從孔子的生活行為可見，他不但勤奮好學，還會接近有德的人來匡正自己，

這正是積極有為的態度，達到剛健有為的精神。自強不息方面，眾所周知孔子極力提倡儒家

思想，即使受到千夫所指，他亦從未放棄，依然身體力行地宣揚儒家思想，實踐自己所認為

對的事。正因為有孔子自強不息的堅持，儒家思想才得以流芳百世，更為後世所接納和推崇。

而七十年代則有武術奇才李小龍。李小龍擁有龍進取的精神，一句「我們中國人，不是東亞

病夫」便鎮壓四方，展現龍無畏無懼的風範。加上李小龍從不接拍任何辱國之戲劇，更不能

忍受他人對祖國的侮辱，可見李小龍作為龍的傳人，是多麼忠於祖國。他崇高的愛國精神讓

我體會到作為龍的子孫應有的高尚情操。 

總括而言，我們都是中國人，都是龍的子孫，都是龍的傳人。我們不妨多仿效祖先的勤

勞、勇敢和不屈不撓，讓龍的精神浸潤我們身心──我們要以龍的姿態做龍的傳人，承傳龍

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