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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香港的電視台都開始撥出頻
道和時段來播國劇，挑選出來的都
是有水準的製作或是反映時代變化
的有主題意義的劇集，包括重大革
命歷史題材劇《覺醒年代》、《跨
過鴨綠江》等。《跨過鴨綠江》是
以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為藍本
拍成的。從1950年6月25日，朝鮮
戰爭正式爆發展開。第七艦隊駛入
台灣海峽，美軍別有用心地派飛機
「誤炸」安東市區，造成無辜百姓
傷亡。形勢所迫，憤怒的新中國領
導人下了亮劍的決心。10 月 25
日，志願軍指揮部成立。彭德懷和
鄧華等人根據毛澤東的戰略構想，
提出了打突然、打穿插、打分割包
圍的計策。由於麥克阿瑟的輕敵，
雖然戰事艱難，但志願軍將士勇敢
頑強，勢如破竹，打過了三八線佔
領了漢城。李奇微臨危受命，令志
願軍面前出現了一個更狡猾，能力
更強大的對手。新的戰爭態勢下，
雙方開始漫長的談判。經歷了無數
個慘烈的坑道爭奪戰後，1953年7
月27日，正式停戰。毛澤東主席的
英明決策令中國打出了民族尊嚴，

打出了新數十年的和平，更打出了
一個世界的新格局。這部40集長劇
年初內地播放時社會上已經引發了
強烈反響。特別是抗美援朝老戰
士、志願軍後代，同時也有中國年
輕網友也加入了追劇大軍，劇情從
中央領導決策、志願軍將領指揮、
前線志願軍戰士血戰等多個角度，
全面還原70年前那段波瀾壯闊的歷
史，製作精良，受到最高褒獎。在
香港TVB 85台播出也吸引了一班
喜歡了解這段歷史的觀眾追看。
一位紀律部隊的退休人士陳

Sir，就非常認真地親自寫下他的真
實感受：「我很少看完一套劇集後
會寫觀後感。今次對這套劇集《跨
過鴨綠江》看後確有很多及很大的
感受，所以希望大家都一齊欣賞這
劇集。我欣賞這部劇將當時中國領
導人的判斷及決定描寫得很透徹。
因為當時對朝鮮半島直接出兵，等
同向美國宣戰！況且雙方實力有一
大段距離，對中國不利。中國領導
人經商討後決定用志願軍名義抗美
援朝。而且要不動聲色調動軍隊，
以免打草驚蛇。志願軍由彭德懷領
軍，毛澤東之子岸英亦自願參
軍，隨軍出發。這段戲將當時的
領導人之智慧、膽識及決心表現得
非常透徹。我軍與韓軍及美軍對陣
時，對方完全摸不着頭腦，不知是
哪裏來的軍隊，神出鬼沒。美方情
報顯示有可能是中共派出軍隊協
助朝鮮。但當時之美軍統帥麥克
阿瑟不相信，說新中國自顧不

暇，哪有能力協助朝鮮。但經過幾
次戰役後，美軍損失慘重，不由得
不相信中共確實已出兵援朝了。難
得是劇集在描述戰爭場面時絕無渲
染暴力，片中甚少血肉橫飛之場
面。大部分是描述當時志願軍的勇
毅，不怕犧牲的精神及領軍者的精
明判斷，戰術運用妙到毫巔，令對
手損失慘重。劇中看到志願軍在後
援補給不足、裝備缺乏下仍然前仆
後繼，衝鋒陷陣，被敵人炮火猛烈
轟炸下仍死守陣地，戰至一兵一
卒！震撼場面並不比其他戰爭片遜
色。
片中有一片段講述志願軍在零下

四五十度埋伏在雪地，預備伏擊美
軍，志願軍禦寒衣物缺乏，仍堅守
崗位執行任務，很多將士因而凍
死。被美軍發現時他們仍然執着槍
支伏地向前被形容為『冰雕連』，
令敵人都肅然起敬！我看後亦眼濕
濕，覺得中國之所以能國家獨立發
展強大，軍隊居功之偉！
另一印象深刻是敘述志願軍內

有一支國民黨投誠部隊。野史中
很多人說中共在朝鮮戰爭中在多
場大戰役中一定派他們打頭陣。
此片將事實還原，原來共產黨並
無戴有色眼鏡看他們，在一次生
死存亡之戰，彭德懷將軍知道他
們是一支擅長堅守陣地之部隊，
派他們死守陣地以爭取時間讓主
力部隊調動。反映彭將軍之知人
善任，我亦極力推薦此製作嚴
謹，充滿正能量之片集！」

三峰競秀起煙雲 百鳳爭輝落茂林
長瀑翩翩飛玉帶 陳香裊裊送梵音
蜿蜒一水悲情路 坎坷雙城粵海春
好漢坡前抬望眼 此情猶在老東門

愛山之人，每到一地，必訪名山，可稱為拜山。
來深圳不到兩個月，我已三上梧桐山。第一次經好
漢坡登大梧桐，第二次沿杜鵑谷登小梧桐，第三次
從仙湖植物園入弘法寺。時逢夏末秋初，南國多
雨，每次去都是晴雨交加，雲遮霧罩。好在登山路
徑修葺得極好，並無不便，反而緩解暑熱，還讓我
充分領略「梧桐煙雲」作為深圳八景之一的魅力。
最能代表深圳山水人文景致的，當屬2004年評

出的「深圳八景」和2020年評出的「深圳十
峰」。八景是專家評定，十峰是市民票決。梧桐
山在兩場評選中都入圍了，而且十峰評選以
97.1%的得票率高居榜首。其實，早在清代《新安
縣志》記載「新安八景」時，梧桐山就以「梧嶺
天池」名列其中。
梧桐山脈位於羅湖、鹽田、龍崗三區交界，自西

南向東北逶迤隆升，呈群峰綿延之勢。其中三大主
峰依次為小梧桐、豆腐頭、大梧桐，海拔分別為
692米、706米、944米，向以「三峰秀拔」著稱。
大梧桐作為深圳最高峰，與香港最高峰大帽山（海
拔957米）遙遙相對。兩山相峙而成谷地，深圳河
蜿蜒其間，河兩岸原本山水一體，如今風物迥異。
登梧桐山的路徑很多（驢友統計有17條），東

南西北四面皆可上山，比較為人熟知的是前幾年專
為開發梧桐山旅遊而整修的五條：一是從雲登石場
到小梧桐頂，長約4.5公里；二是從五畝地到小梧
桐頂，長約7.0公里；三是從梧桐山管理處鹽田站
到大梧桐頂，長約5.0公里；四是從沙頭角到大梧
桐頂，長約8.5公里；五是從泰山澗到大梧桐頂，
長約7.5公里。每條山徑的景觀都不盡相同，但山
徑是互通的，遊客可以按自己的興趣轉換。
不同季節，不同路徑，不同心情，登梧桐山會有

不一樣的感受。整個梧桐山景區，湖光山色相映，
峰壑亭台儼然，飛瀑高懸，麗鳥合鳴，景觀獨特性
與生物多樣性兼具，先後被評為國家森林公園和國
家級風景名勝區。如今梧桐山風景區的主入口建在
北面的梧桐山村，立有高大的石牌坊山門。但各景
區相對獨立，除生態保育區外，自西而東，大致由
五部分組成：東湖公園景區、仙湖植物園景區、小
梧桐景區、大梧桐景區、梧桐山東南麓景區。大梧
桐景區的「梧桐煙雲」和小梧桐景區的「倚天招
鳳」，是最有代表性的景觀。
梧桐山之美，首先緣於獨具特色的地形地勢。大

鵬灣如巨大的喇叭口，源源不斷從東南海面送來暖
濕氣流，卻被雄渾挺拔的山體擋住。氣流沿峰巒溝
壑而上，形成雲霧，或輕煙淡抹，或濃霧繚繞，常
年不絕。雲姿霧態瞬息萬變，峰形巒影出沒其中，
若隱若現，令人目不暇接。山中溪澗雜然，水流成
潭，或應山勢呈飛泉、疊泉、滾泉等景觀。三峰來
海上，一澗出雲端，登高遠眺，探幽取勝，各得其
妙。在如此風水寶地上，弘法寺不過是上世紀八十
年代才建的佛教文化道場，也彷彿沾染了靈氣，信
眾熙熙，堪比古剎，香火盛極一時。
特別的氣候孕育了特別的植被。據統計，梧桐

山野生植物多達1,419種，約佔深圳野生植物資源
種類的70%。尤其是漫山遍野的毛綿杜鵑，具有
獨特的生態價值和觀賞價值。作為分布在地球上
緯度最南、海拔最低地區的喬木型高山杜鵑林，
梧桐山杜鵑谷是位於大都市中最大規模的原生杜
鵑花海，面積達20公頃。每年三四月間，在南海
潮濕氣流吹拂下，整個山谷杜鵑怒放，連枝成
叢，連叢成片，披煙戴霞，嫵媚動人。
如此盛景，我當然還無緣得見，須待來年花

期。不過，當我沿着萬花棧道抵達古鵑徑，在錯
落有致的杜鵑林中穿行，近覽千年杜鵑王挺拔茂
盛的風采，遙想春暖花開時，粉白相間的毛棉杜
鵑從坡頂直到谷底綿延數百米，何等壯觀！若把
繁花似錦的杜鵑谷視為一隻七彩鳳凰靜靜地棲息
在梧桐山上，觀景台正處於鳳凰頸部位置，上有
美麗鳳冠，下有絢爛尾羽。梧桐山倚天招鳳的氣
勢，脫穎而出。民間有「仙女嬉於天池，鳳凰棲
於梧桐」的傳說，靈感莫非來源於此？
豐茂的植被，每每與種類繁多的動物相伴。目

前，梧桐山景區有陸生脊椎動物70科231種，僅
鳥類就達143種。其中，國家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
有蟒蛇、穿山甲、小靈貓等18種，爬行動物有中
國特有種5種。昆蟲超過10,000種，包括蝶類和
蛾類近4,000種。可以想見，在茂林綠水間，是一
個多麼生機盎然的動物世界。
寫到這裏，腦子裏浮現出那日與青蛇的邂逅。當

時，我們一行三人沿着幽靜的泰山澗步道下山。剛
剛下過雨的石階路面很乾淨，驀見一條長約三呎的
青蛇緩緩地從石階爬向路旁草叢，通體碧綠，晶瑩
透亮。大家都沒來得及反應，愣在那兒，青蛇卻慢
悠悠地回過頭來看了我們一眼，又從容地轉頭遊走
了。我們屏住呼吸，沒說話，也沒敢拿出手機拍
照，只覺某種神秘氣息，從腳底漫上頭頂。
當然，梧桐山之所以為深圳市民情有獨鍾，不但

因了豐富奇絕的自然風光和生態環境，還因其厚重
的歷史文化內涵。梧桐山早有人居，留下了古村故

道、水庫梯田等遺蹟。但最讓人感懷的，還是在倚
天招鳳亭鳥瞰深圳河谷。如果說深圳河是深圳的母
親河，那麼梧桐山就是深圳的祖山，正是梧桐山孕
育的潺潺溪流，匯聚成了這條充滿故事的小河。
倚天招鳳亭並不大，兀立於小梧桐西南側陡峭

的石坡之上，視野極開闊。東起大鵬灣，西至深
圳灣，蜿蜒曲折的深圳河把兩岸景致一分為二，
北為深圳城區，南為香港郊野。從沙頭角中英
街，到蓮塘口岸、文錦渡口岸、羅湖口岸、皇崗
口岸、福田口岸，直至深圳灣大橋和煙波浩渺的
伶仃洋，本應是漁歌晚唱的水鄉，無奈變成了血
雨腥風的界河。視線一路西去，山回水轉，我彷
彿看到了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滄桑：鴉片戰爭的硝
煙，庚子首義的壯舉，東江縱隊的傳奇，三趟快
車承載的同胞情，百萬大逃港書寫的辛酸史，改
革開放潮起珠江，「一國兩制」起伏迭宕……據
說深圳市政府擬在此建城市觀景台，大約也是基
於這片山水特有的歷史文化象徵吧。
如今，深圳河兩岸的人文地理風貌又處於新的大

變革前夜。隨着深圳經濟特區與先行示範區「雙區
迭加」態勢逐步呈現，河套地區開發方興未艾，前
海合作區空前大擴容，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也在本屆
政府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破天荒地提出了「北部都
會區」建設計劃，大力打造所謂「三圈」：深圳灣
優質發展圈、港深緊密互動圈、大鵬灣/印洲塘生
態康樂旅遊圈。新時代的「雙城」故事正在磅礡書
寫，深圳河將繼續為歷史作證。
梧桐山西南麓，便是大名鼎鼎的羅湖橋和老東

門，史稱深圳墟，乃深圳經濟特區的發源地。事
實上，深圳特區成立之初，只有一個羅湖行政
區，後來陸續拆分整合，才有了今天「關內四
區、關外五區」的格局。如今的老東門，也許街
道布局亂了些，店舖有些簡陋，貨品有些低廉，
但氤氳的市井氣息中活力四射，在在體現了「深
圳之根」的豐厚底蘊，蒼勁而頑強。
有句膾炙人口的廣告語：來了就是深圳人！而

我想，每一個深圳人，都應當去爬一爬好漢坡。
當你攀上千米石階，來到「梧嶺天池」纍纍苔痕
前，站在「鵬城第一峰」飛來巨石上，鳥瞰腳下
姿肆鋪展的城池在綿延起伏的青山綠水中伸向無
盡的遠方，你會真切地感受到生命力的搏動和夢
想的昇華。思緒悠悠，匯成一聯：

數梧嶺諸峰好漢坡前十里雲煙十里錦
觀羅湖一邑老東門外半城山水半城樓

讀黃克武的《言不褻不笑》，
內有篇談及《笑林廣記》的，題
目是〈明清笑話中的身體與情
慾〉。《笑林廣記》這部書，當
年看了，第一印象是不笑，第二
印象是不喜歡，其中諧謔一部
分，尤為討厭。
黃克武說：「清代遊戲主人纂

集之《笑林廣記》收錄了中國古
代的各種膾炙人口的笑話，反映
出 中 國 文 化 中 的 『 幽 默
感』，……本章探討性笑話中所
透露的身體觀與情慾世界。」將
身體「諧謔」一番，這種笑話如
何能「笑」？例如：「有近視者
新歲出門，拾一爆竹，錯誤他人
遺失銀包也，曰：『喜新年發
財。』遂密藏袖內；至夜就燈啟
視，藥線誤破入火燃，立時作
響，方在吃驚，傍一聾子撫其背
曰：『可惜一個花棒槌，無緣無
故，如何就這樣散了？』」
這是「謔」了近視眼和聾子，

將有疾之人取材作「笑話」，有
何可笑？這種「笑話」，不斷出
在《笑林廣記》。其中有涉及
「屁」者，比比皆是，粗俗而無
「笑」可言。「有善屁者，往鐵
匠舖打鐵搭，方講價，連撒十餘
屁。匠曰：『汝屁直恁多，若能
連撒百個，我當白送一把鐵搭與

你。』其人便放百個，匠只得打
成送之。臨出門，又撒數個屁，
乃謂匠曰：『算不得許多，這幾
個小屁，乞我幾隻鈀頭釘罷！」
這種笑話乏味無聊到極。《笑

林廣記》就是將人身體的缺陷和
病症挖而苦之、謔之。不過，亦
有諷味十足的：「有奉貴人者，
貴人偶撒一屁，即曰：『那裏伽
楠香？』貴人慚曰：『我聞屁，
乃俗氣，以臭為正。今反香，恐
非吉兆？』其人即以手招氣，嗅
之曰：『如今有點臭了。』」
將拍馬屁者描繪得活靈活現，

但已非「笑話」了，也非「幽
默」了。既不能「解頤」，那就
是徹頭徹尾的諷刺文字。
龔鵬程在一篇導讀《笑林廣

記》的文章中，提出了《笑林廣
記》是淫書嗎？因為其中有不少
個「笑話」都涉及性，不僅男女
之性，殘疾人之性，男男之性。
據同治七年，江蘇巡撫丁日昌的
禁書目錄來看，《笑林廣記》確
是淫書。但只要看了那目錄，便
會啞然失笑，因為同列還有《紅
樓夢》、《古今奇觀》、《牡丹
亭》、《白蛇傳》、《龍圖公
案》等。這等名著也屬「禁
書」，哈哈！《笑林廣記》與有
榮焉。
龔鵬程說：「我們不能否認

《笑林廣記》中猥褻的成分很
多，……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
民間文學的特色，一是它產生的
時代背景。」他指，猥褻是俗文
學中一項重要內容，而「猥
褻」，明代以來尤熾。即是，
《笑林廣記》有「猥褻」，是俗
文學不可或缺的了？這種論述實
不敢苟同。《笑林廣記》中的
「猥褻」，只是挖苦、諷嘲，不
能與《金瓶梅》等書比擬；而號
稱「笑林」，讀之有何可笑？至
於「猥褻」之興，涉及時代背
景，那是當然也，亦是值得我們
研究之處。

近日，在一場「歐聯」賽事中的一個戰術安排掀起
了足球圈以及廣大球迷一時的熱議——球王美斯為其
新東家「躺平」（瞓身）排人牆。理論上，這個特定
「躺平」人選是教練賽前因應防守的考量而定，應無
任何爭議的空間；但由於屬超重量級的他縱橫球壇多
年亦未嘗擔當此角，有英國評述員認為安排實欠尊
重。回說香港，筆者發現有個體育版小編在其報道中
用上了以下一個廣東話俗語來譏諷該教練的安排：

新嚟新豬肉
究竟「新嚟」（新來）何以與「豬肉」，還要與
「新」的那種有關呢？「新人」一般有以下的遭遇：
「新來」的須經「身」被任由「處」置和受多方或百般凌
「辱」的階段
「新嚟新豬肉」只是「新來身處辱」的諧音而已。

就美斯一貫的爭勝鬥心，筆者認為是次轉會至「巴
黎聖日耳門」的主因是他想藉助該球會的優越班底和
雄厚財力（可不斷補強），好讓一己可在「有限」的
足球生涯中「再下一城」——保持上佳狀態以挑戰世
界盃冠軍或多拿一兩次世界足球先生的殊榮。如有此
意，哪管是：

大石砸死蟹
都不會是問題；亦即為了達成目標，甘心：

揸頸就命
或說句實話：

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人在屋簷下，誰敢不低頭
筆者不止一次在本欄指出及給予例證，好大部分諺

語都是由成語生活化（形象化）而成，上述三個就有
着一些成語的影子。
有謂「泰山壓頂、以卵擊石」，有人就聯想到不管

蟹殼有多硬，若然把大石壓於其上，必會把殼壓碎以
致死亡，所以創作了以下的諺語：

大石壓死蟹
「壓」通過以下音轉讀成「責」：

壓/aat3；變韻母 → aak3；加聲母 → 責/zaak3
比喻位高者向無力與之抗衡的人施壓時，受壓者往往
就範。又由於「砸」指重物掉落在物體上，或用重物
撞擊，且通過以下音轉讀成「責」：

砸/（習6-3/zaap3）；變聲母 → 責/zaak3
所以有人會這樣寫，且人們多以此為正寫：

大石砸死蟹
如此看來，坊間的粵語作家、專家、學者、網頁、詞
典中所舉出「責」的「本字」，如：磧；矺；笮；迮
等均掉進「按音找字」的陷阱裏。
有謂「忍氣吞聲」，要有這個「效果」，最直接的

方法就是用手捏着頸項，廣東人叫這個行為做「揸
頸」。究竟什麼人需要「揸頸」呢？這裏指那些「打
工仔」（勞方），他們為了「保住飯碗」，對上級
（資方）所開出的嚴苛條件不得不「遷就」；由於
「保住飯碗」相當於「保住條命」，所以「揸頸就
命」可以解讀如下：

「揸頸」就是要忍氣吞聲，遷「就」是為了保「命」
與「跪地餼豬乸」意近。為此，如有人把「揸頸」理
解為上級所作的行為以及把「就命」理解為「遷就命
運」，實屬一派胡言。
有謂「寄人籬下」，這是指居住在別人家裏；比喻

在他人勢力範圍下，只好委曲順從。「籬」本指籬
笆，可引申為家。「屋簷」指房頂伸出牆外的部分，
也可如「籬」般引申為家，那「人在屋簷下」便可看
成「居住在別人家裏」，也意味着不得不順從人家。
由於「低頭」比喻順從，所以就有所謂「人在屋簷
下，不得不低頭」了。

●黃仲鳴

不能解頤的笑話

新嚟新豬肉．大石砸死蟹，大石笮死蟹．
揸頸就命．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

《跨過鴨綠江》賺人熱淚
港觀眾心疼志願軍

●江 鄰

●梁振輝香港資深出版人 ●玲 玲
粵語講呢啲

詩語背後

梧桐煙雲

●黃克武以「學者眼」評《笑林
廣記》，值得一看。 作者供圖

字裏行間

來鴻

●●從倚天招鳳亭鳥瞰深圳河谷從倚天招鳳亭鳥瞰深圳河谷。。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跨過鴨綠江》劇照。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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