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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珠江入海口東部，深圳寶安區與南
山區接壤處，有一個形似大鏟的島嶼，
名大鏟島。大鏟島以北有一小島，相應
得名小鏟島。大、小鏟島如門戶，守護
一片面積約30平方公里的半月形水
域，名大鏟灣，即鼎鼎有名的前海。粵
港澳大灣區如一條巨龍騰躍於南海之
濱，前海正處於龍眼位置，人稱「灣區
之眼」。廣深沿江高速公路飄逸北上，
如精心描繪的眼線。灣畔有摩天輪，被
命名為「灣區之光」。
無論「灣區之眼」還是「灣區之

光」，都是文學性的比喻，卻也有地理
上的依據。粵港澳大灣區打造世界級城
市群，「香港—深圳—廣州」構成了一
條主軸，對周邊城市產生廣泛而深刻
的輻射作用。深圳居於主軸中心，通過
強大的技術創新能力，把香港發達的現
代服務業與整個珠三角的現代製造業和
廣闊市場聯結成龐大網絡，上接內地，
下通海外，蘊含空前強大的經濟活
力。深圳地形東西狹長，山脊逶迤隆
起，天生具有龍騰虎躍之意象。而前海
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的設立及其迅猛
發展勢頭，確有畫龍點睛之妙。
前海作為地名，迄今已存在數百年，

但聲名日隆卻是近幾年的事。正因為如
此，前海有了狹義與廣義之分。
狹義的前海，專指大鏟灣水域，得名

於明萬曆元年（1573年）。是年，新皇
即位，朝廷為了加強海防，經略海疆，
析東莞縣南部濱海地帶及沿海島嶼另置
一縣，賜名新安，取「革故鼎新，去危
為安」之意。新安縣下轄今天香港全境
及深圳絕大部分地區，被視作「深港歷
史文化之根」。新安縣治為南頭古城，
枕山面海，前臨大鏟灣，故稱前海。與

前海相對應，城後亦有一狹長海灣，即
深圳灣，稱后海。
有知情者說，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

作區在規劃設計時原本是打算以「前后
海」冠名的，但沒有得到上級有關部門
的批准。如今，前海之名如雷貫耳，人
們只知前海而不知大鏟灣；后海卻鮮為
人知，人們不知后海而只知深圳灣。
這是後話，暫且不表。往前追溯，大

鏟灣一帶歷來是南中國海貿要津和海防
要地。南頭古城作為新安縣治所在，源
於東莞守禦千戶所。明洪武二十七年
（1394年），在今天的深圳境內，同時
設立了東莞守禦千戶所和大鵬守禦千戶
所，隸屬南海衛。後來，東莞所城建了
新安縣城，兼具防禦功能。大鵬所城則
專司海防，行政管理歸屬新安縣。
1898年，清政府與英國簽訂《展拓香

港界址專條》，深圳河以南近千平方公
里土地被英國強租。因此，在清朝至中
華民國時期，深圳河沿線設有若干海
關。大鏟島上也建了一個海關，並成為
中國最早的海上海關，迄今已有百多年
歷史。
廣義的前海，則指前海深港現代服務

業合作區。當2021年金秋時節，《全面
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方
案》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名義向社會公
開發布，前海合作區大擴容計劃塵埃落
定。這片最具創新活力的南國熱土，從
最初僅限於大鏟灣東南岸14.92平方公里
陡增至珠江入海口東岸 120.56 平方公
里，一座背靠蓮花山逶迤餘脈、面朝伶
仃洋廣闊水域的現代化濱海新城，便豁
然開朗了。
擴容後的前海合作區，與深圳灣超級

總部基地連在一起，將兩大GDP強區南

山、寶安的「臉面」盡納其中，構成深
圳市傾力打造的西部濱海經濟走廊。新
前海由五大片區組成，溯江而上，依次
為蛇口及大小南山片區、三灣片區（原
前海合作區）、寶安中心區及大鏟灣片
區、機場及周邊片區、會展新城及海洋
新城片區。五大片區地理相接，歷史相
襲，從蛇口工業區開山第一炮，到深港
現代服務業合作，再到航空新城、會展
新城、海洋新城建設，儼然深圳改革開
放進程的縮影。
其實，今天的前海經過了兩次擴容。

2010年前海合作區成立時，的確只有大
鏟灣東南岸一小塊地方。2015年深圳前
海蛇口自貿片區掛牌，可視為前海第一
次擴容，形成「三城一港」的格局，即
前海片區的桂灣金融商務城、前灣綜合
產業城、媽灣自由貿易城和蛇口片區的
國際樞紐港。2021年再次擴容後，面積
與以前已然不在同一量級，而且功能更
加完備，更能體現前海合作區的初心和
使命。
據有關方面介紹，前海擴容後將進一

步完善四大功能定位：深港合作先導
區、體制機制創新區、現代服務業集聚
區、結構調整區。重點發展六大現代服
務業：創新金融、現代物流、總部經
濟、科技及專業服務、通訊及媒體服
務、商業服務。城區建設將借鑒香港及
國際經驗，充分利用山、海、灘等自然
景觀，突出人文傳統和科技創新，為深
圳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
作出前海貢獻。

久不見彭家發矣，未知在疫厲下，他生活
如何？
書齋有不少他的著作，有時觀書懷人，更

增思念。
彭家發乃港人，早年赴台讀書，留學美

國，是南伊利諾大學新聞碩士，做過香港
《星島日報》記者，香港珠海書院新聞系講
師，中大兼任教授，台政治大學教授，據云
他險些成為香港樹仁學院的系主任。他在新
聞學上的著作極可觀，有學術上的，有實踐
上的。他但有理論的基礎，還有實務的經
驗。這是他作育英才的資本，深受一眾桃李
的愛戴。
他有一部書：《小型報刊實務》（版權頁

出版日期被遮，但據內文考察，應出版於
1980年代）。
這部《實務》，盡見彭家發的編輯才能。

1980年代，電腦未發達，編輯報刊，處於青
黃不接。彭家發在這夾縫中，談笑風生，如
何編輯一份「小型報」，閒閒道來，不論編
大報者，或編小報者，都大獲裨益。
當初看這書名，我雙目曾一度發亮，以為

彭老哥談的是小報，那真是「造福」報界
矣，誰知他談的是「小型報」，非「小

報」。
小報與小型報，在晚清民國時，界限是沒

有那麼清楚的。小型報就是小報。1905年，
香港出版的《唯一趣報有所謂》（簡稱《有
所謂報》），就是一份32開的報紙，典型的
「小型」，在當年是被稱為「小報」的，但
內容卻義正辭嚴，反美、抵制美貨運動。主
辦者鄭貫公更是反滿勇士。其後而來的小
報，卻是「光怪陸離」，色情有之，揭人隱
私有之，時評撻伐有之，那真有污「小報」
之名矣，於是立下界線，將二者分隔開來。
《有所謂報》是「小型報」，其他報紙無論
紙張大小，內容「離經叛道」的，俱呼之為
「小報」。
彭家發筆下的小型報，是所謂「社區

報」。賴光臨為此書寫〈序〉，說：
「都市『大報』限於篇幅，新聞報道以大

事為尚，與社區人民生活動態日形疏離。這
給社區報紙提供生存發展的機會。」
不錯，不僅台灣有社區報，香港也有社區

報。在撰寫這書時，彭家發時維《柵美報
導》編輯人。柵美為政大所在地，《柵美報
導》應是政大學生的實習報。正如樹仁大學
的《仁聞報》、恒生大學的《傳新報》。
在實務中，彭家發編寫講義，以《柵美》

運作為實例，內容自印刷、編輯、標題製
作、新聞採寫及經營運作都有詳細敘述。若
干內容雖嫌過時，但作為「新聞史」來看，
仍是可細閱，一增知識。
不過其中有一章：「標題」，卻歷久而彌

新，在網絡興起的今天，「起題」仍是我們
最最重要的一瓣，豈可不學！尤其是在中文
水準日益低落的今天，彭老師教導大家起題
法，豈云過時哉！
彭家發退休後，專研文字學。他有此興

趣，應是他教導起題，對文字起了「敏感」
所致。哈哈！

「點」有觸到物體後即離的意思。如：
「蜻蜓點水」（形容力少或費時短）、「以
腳點地」。廣東人拿了「點」作為接近、接

觸、觸碰的意思。通過以下音變，「點」轉化
成「掂」：

點/dim2；變調→掂/dim3
所以「掂」具上述「點」的意思。
「沾」，讀「尖/zim1」，有接近、接觸的

意思。如：「滴酒不沾/酒不沾脣」。通過以
下音變，「沾」轉化成「掂」：
沾/zim1；變調→佔/zim3；變聲母→掂/dim3
所以指觸碰的「掂」也可說成演化自「沾」。
「唔好掂我」表面的意思是不要觸碰我，

但如在以下語境則另有所指：
老公：BB，你橫睇掂睇，都係咁正！
老婆：你講咩都冇用，你唔戒煙，「唔好掂
我」！我都係想你好，你做sales呢行，成日要
同啲客講嘢，你擘大個口成唪臭煙𡃴 ，鬼都走
喇！
「唔好掂我」暗喻休想與我作性行為。
廣東人說的「掂下都當你偷薑」，多作

「摸下都當你偷薑」。其實不是真的說有人
「偷薑」，而是借用了「偷搶」的諧音；多為
店主/檔主因不滿一些沒誠意買東西的人而作
出的警告語。其實，一「掂」就當「偷搶」，
好像誇張了點，大概是說有人有所企圖罷了。
「孖」原指「雙生兒」，有成雙成對的意

思。廣東人借「孖」字表示緊貼。「十指孖
埋」指把所有手指緊貼起來，就像十隻手指黏
在一起一樣。須知工作時必會涉及手指的活
動；若然是這個狀況可怎去幹呢？「十指孖
埋」比喻不會幹活，大多指不會做家務。
「陽春」指農曆三月，該月份的天氣仍

冷，意味水還涼。舊時，家庭條件好的，都
有傭人代勞家務，小姐們都不用自己洗衣
服——指頭就不用碰那冰冷的水。人們就有
「十指不沾陽春水」的講法，意指某女子不用
做家務或一切較粗重的工作；廣東人自然就叫
「十指不掂陽春水」，與「十指孖埋」意近。
「邊都沾不上/沾不上邊」指相差太遠，完

全無法相比。廣東人就說成「邊皮都掂唔
到」。
「腳唔掂地」指腳不沾地，走路很快的樣

子。有句「殺人不過頭掂地」，演化自書面語
的「殺人不過頭點地」，意思是殺掉一個人普
通如頭觸碰於地上，沒有什麼大不了；用以勸
人不要逼索太甚。
假想有雀仔沒有了雙腳，牠便無法「掂

地」，意味只可自由自在地在天上飛翔。廣
東人會叫那些不欲有家庭束縛而不選擇早婚甚
至成家的人做「冇腳雀仔」；有時也會套用在
一些「唔定性」，經常不知所蹤、流離浪蕩的
人身上。
最後值得一提，廣東話口語「借字」之一

「掂」原來一字三義：得（讀dim6）、直
（讀dim6）、觸碰（讀dim3），無怪外省人
以及外國人在學習廣東話時倍感困難了。

◆黃仲鳴

小型報與小報

掂下都當你偷薑．十指不掂陽春水．
邊皮都掂唔到．腳唔掂地．冇腳雀仔

咎由自取的靖康之難

◆木 木

◆梁振輝香港資深出版人 ◆王正亮

粵語講呢啲

詩語背後

前海﹕大灣區之眼（上）
◆大鏟灣亦名前海灣，人稱「灣區之
眼」。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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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亮，在父親耳濡目染的熏陶下，
初中已接觸玄學，後得佛法老師傳授陽
宅風水及文王卦。直到2013年，通過
禪定悟出與際遇相應之姓名學，依此因
緣，公開奧秘，望有緣人得到裨益。
北宋的滅亡，承受靖康之難的歷史拐

點，有部分原因是宋欽宗咎由自取的結
果！
本來在金將宗望被迫退兵的時候，宋

名將種師道建議可乘勝追擊，但昏庸懦
弱的宋欽宗趙桓，姓名五行組合辛金己
土卻將名將撤職，加上自毀長城般不給
予足夠支持給剛打勝將的李綱，後來更
將之貶謫南方。
而配合了天律的時間拐點，公元1126

年10月至11月：

1）趙桓的姓名組合己土生辛金（我）
己土變成自己的一切助力星
2）而丙火落運代表戰火，亦代入李綱
的李姓
3）丙火己土，火大土焦，戰火出現
4）而是月己亥月，亥中藏壬甲，壬丙
沖，對李綱不利。
5）強甲木反剋弱勢的宋朝，亦剋合欽
宗的助力星己土，故大敗變成必然了！
而當時的背景正是金軍退走以後，宋

欽宗和一批大臣以為從此可以安穩度日
了，哪料到東路的宗望雖然退了兵，西
路的宗翰率領的金軍卻不肯罷休。靖康
元年（1126年）10月，金軍又開始對
北宋發動進攻，太原、真定很快失守。
11月中旬，西、東兩路金軍相繼渡過黃
河。欽宗君臣知道金軍渡河向東京進軍
的消息後，嚇得驚慌失措，不知該怎麼
退敵。宋欽宗派大將種師中帶兵前去援
救，半路上被金軍包圍，種師中兵敗犧
牲，投降派的一些大臣正嫌李綱在京城
礙事，故攛掇宋欽宗把李綱派到河北指
揮作戰。
李綱明知道自己遭到排擠，但是要他

上前線抗金，他也不願推辭。李綱到了
河北，招兵買馬，準備抗金。但是朝廷
卻命令他解散招來的新兵，立刻前往太
原。李綱調兵遣將，分三路進兵，但
是，那裏的將領都受朝廷的直接指揮，
根本不聽李綱的命令。由於三路人馬沒
統一領導，結果打了一個大敗仗。
李綱名義上是統帥，卻沒有實際指揮

權，只好向朝廷提出辭職。宋欽宗撤了
李綱的職，把他貶謫到南方去了。金國
君臣最怕李綱，現在李綱罷了官，他們
就再沒有顧忌了。金太宗義命令宗翰、
宗望向東京進犯。這時候，太原城被宗
翰的西路軍圍困了8個月後，終於陷落
在金兵手裏。
太原失守之後，兩路金軍同時南下。

各路宋軍將領聽到東京吃緊，主動帶兵
前來援救。宋欽宗和一些投降派大臣忙

準備割地求和，竟命令各路援軍退回
原地。面對兩路金軍不斷逼近東京，宋
欽宗被嚇昏了。一些投降派大臣又成天
勸宋欽宗向金求和。宋欽宗只好派他弟
弟康王趙構到宗望那裏去求和。
趙構經過磁州（今河北磁縣），州官

宗澤對趙構說：「金國要殿下去議和，
不過是騙人的把戲而已。他們已經兵臨
城下，是求和的態度嗎？」磁州的百姓
也擋住趙構的馬，不讓他去金營求和。
趙構也害怕被金國扣留，就留在了相州
（今河南安陽）。
沒過多久，兩路金軍已經趕到東京城

下，繼而猛烈攻城。城裏只剩下三萬禁
衛軍，不久就差不多逃跑了一大半。各
路將領因為朝廷下過命令，也不來援救
東京。這時候，宋欽宗已是叫天天不
應，叫地地不靈了。
眼看末日來到，沒有辦法，宋欽宗痛

哭了一場，親自帶幾個大臣去金營送
降書。宗翰勒令欽宗把河東、河北土地
全部割讓給金國，並且向全國獻金
1,000萬錠，銀2,000萬錠，絹帛1,000
萬匹，宋欽宗一一答應，金將才把他放
回了城。
宋欽宗派了24名官吏幫金軍在皇親

國戚、各級官吏、和尚道士等人家裏徹
底查抄，前後抄了20多天，除了搜去大
量金銀財寶之外，還把珍貴的古玩文
物、全國州府地圖檔案等也搶劫一空。
靖康二年（1127年）3月7日，金人扶
植張邦昌建立傀儡政權。

姓名館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每周二、六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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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
桂
珍

寫
給
春
天
的
詩

步
入
春
天
的
暖

大
年
悠
然
而
去

立
春
翩
翩
而
來

我
在
元
夕
的
深
情
裏

聽
到
春
天
的
召
喚

泥
土
清
香
撲
鼻

花
兒
咯
吱
有
聲

循
着
春
的
印
跡

步
入
季
節
的
暖

陽
光
微
醺
有
味

風
兒
溫
柔
綿
軟

此
刻
，
遠
方

含
笑
脈
脈

璀
璨
的
焰
火

渲
染
春
天
的
夜
晚

想
起
一
幅
畫

想
起
春
天

春
天
是
瀟
瀟
的
雨

是
細
雨
滋
潤
中
拔
節
的
春
筍

是
餐
桌
上
竹
筍
的
細
嫩
清
香
味
道

想
起
春
天

春
天
就
像
我
珍
藏
的
若
羌
黃
口
掛
件

只
需
一
眼
，
彷
彿
萬
年

她
的
姿
態
，
便
已
刻
入
我
的
腦
部

沁
入
每
根
血
管
每
滴
血
液

想
起
春
天

便
會
想
起
一
幅
畫

想
起
你
的
身
影
，
你
蹦
跳
的
每
個
瞬
間

以
及
青
春
而
躍
動
的
旋
律

想
起
那
幅
畫
，
我
母
性
的
溫
柔

便
一
點
一
點
從
心
底
環
繞
上
來

春
天
的
魅
力

種
子
深
埋
土
地

春
雨
催
着
發
芽

柳
條
露
着
身
子

春
風
披
上
新
綠

山
野
傳
來
空
曠
的
寂
寞

小
鳥
啁
啾
喧
鬧
了
自
然

無
論
我
隱
藏
多
麼
深

春
天
一
眼
就
看
穿
我
的
小
把
戲

一
下
就
把
我
的
記
憶
扒
拉
出
來

讓
一
切
無
處
可
遁
無
處
可
藏

若
愛
春
天
，
就
請
大
聲
宣
誓

一
聲
驚
雷

春
急
得
策
馬
趕
到

就
像
相
愛
的
戀
人

分
別
太
久
，
一
聲
呼
喚

便
張
開
了
思
念
的
網

一
陣
拂
面
微
風
的
溫
情

一
場
淅
瀝
春
雨
的
傾
訴

一
聲
嬌
嬌
鶯
啼
的
呢
喃

在
季
節
的
懷
抱

就
這
樣
盡
情
打
開
春
的
詩
意

孕
育
了
一
季
的
感
情

桃
紅
李
白
油
菜
花

含
羞
復
出

它
們
準
備
了
足
夠
的
蜜

若
愛
春
天
就
請
大
聲
宣
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