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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頭半島位於深圳西部，半島南端有蛇
口集裝箱碼頭。碼頭隔深圳灣相望，不遠
處便是香港 18 個地方行政區之一「屯
門」。屯門是一個老地名，原為邊防重
鎮，始建於唐開元年間。北宋宰相、史學
大家王溥編撰的《唐會要》有如下記載：
「開元二十四年正月，廣東寶安縣新置屯
門鎮，領兵二千人，以防海口。」
香港屯門區作為上世紀七十年代麥理浩

之治新市鎮建設的代表，目前是全港居住
人口最多的衛星城。但對港島、九龍居民
來說，屯門是一個遙遠的存在，就像南
山、福田居民眼裏的大鵬。當然，屯門區
不只有新市鎮，還包括一些傳統社區，如
大欖涌、掃管笏、龍鼓灘等。其實，屯門
自古以來就是與製鹽、漁業和海上貿易相
聯繫的港口聚居點，亦是屯兵守疆重地。
唐代開埠，宋元時期步入繁盛，戰略地位
日益凸顯。明末以後，葡萄牙、英國相繼
把這一帶作為侵略中國的基地和販運鴉片
的轉運站。風雲之勢，延續千年。
當你乘車路過葵涌碼頭的集裝箱和塔吊

森林，沿屯門公路西行，左手邊是碧波蕩
漾的大海，右手邊是綿延起伏的山巒，左
顧右盼，不由你不浮想聯翩。
屯門鎮作為有影響力的軍事建制，設立

於開元二十四年，即公元736年。其時，唐
朝國力達及鼎盛。玄宗皇帝經多年勵精圖
治，征高麗，滅突厥，降吐蕃，臣南詔，
建立起幅員1,076萬平方公里的龐大帝國，
人口達8,000萬，倉廩豐實，八方來朝。設
立屯門鎮，反映了大唐王朝經略南海的雄
心。固定駐兵兩千人，是一個不小的軍事
存在。據清人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所
載，屯門鎮駐兵是頗有戰鬥力的：「東莞
南頭城，古之屯門鎮……天寶二載（743
年），海賊吳令光作亂，南海郡守劉巨麟
以屯門鎮兵討平之。」
屯門，本意為屯兵的營門，尤指沿海地

區的軍營，文人墨客多有吟詠。宋代詩人
郭祥正在長詩《廣州越王台呈蔣帥待制》

中有「屯門鉦鐃雜大鼓，舶船接尾天南
回」的描寫，方一夔的長詩《次韻稼隱告
歸》則作「風濤拍屯門，潰作無底壑」之
嘆。屯門作為一個建制單位，從名稱變化
中亦可看出與兵營的淵源：唐代稱屯門
鎮，宋代稱屯門寨，明代則稱南頭寨。
屯門鎮所與寶安縣治同處南頭城。唐至

德二年（757年），縣、鎮分立，寶安縣更
名東莞縣，移治於今東莞市。屯門鎮留駐
南頭，專司海防，行政管理屬東莞縣。屯
門鎮當時的轄地遠不止於今天的香港屯門
區，而是包括深圳市瀕江臨海的寶安區、
南山區、福田區、羅湖區、鹽田區、大鵬
新區加整個香港特別行政區，從珠江口東
延至大亞灣，倚山面海，島嶼眾多，水灣
密布。這一帶是波斯、天竺及南洋諸島商
船通往廣州的必經之路，常有海盜出沒。
隨着海上貿易規模不斷擴大，朝廷屯兵海
門，以護商旅，故名屯門。
因此，屯門是深港兩地的共同起源，得

名早於新安，更早於深圳和香港。有關屯
門的記載不但見於史書，唐宋詩詞裏亦有
體現。比如，韓愈的「屯門雖云高，亦映
波浪沒」，劉禹錫的「屯門積日無回飆，
滄波不歸成踏潮」。可以看出，時人心目
中的屯門印象，雖不似邊塞之蒼涼，卻是
山遠水闊、巨浪滔天的。加之，屯門鎮設
立不久，就爆發了安史之亂，唐朝由盛轉
衰，朝廷自顧不暇，經略南海的宏圖大志
難以為繼，南疆意象愈發蠻荒了。
南宋末年，流亡小朝廷把屯門鎮視為最

後的避風塘，試圖憑藉山高路遠的地勢和
風急浪惡的大海負隅頑抗，阻擋住橫掃歐
亞大陸的蒙古鐵騎。可是，轉戰數年，氣
數終盡，只餘下崖門決戰的慘烈和十萬軍
民隨主蹈海的傳說，餘下文天祥「人生自
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絕世氣節
傳頌至今，餘下九龍半島宋王臺、南頭半
島少帝陵與拍岸驚濤朝夕相伴。
蒙元統治中國不足百年，便為朱明王朝

取代。明朝建立後，以兩大海防要津鎮守

南疆，即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在原
屯門鎮東西部分別設立的大鵬守禦千戶所
和東莞守禦千戶所。此後不久，隨着新大
陸的發現及重商主義的發展，世界進入大
航海時代，相繼崛起的歐洲國家四處尋求
海外市場。於是，早期葡萄牙帝國與大明
帝國在屯門迎頭相遇。
正德八年（1513年），葡萄牙商船隊到

達珠江口，要求登陸進行貿易，未獲明政
府批准，便在水面上與中國商人交易。與
此同時，葡萄牙海盜船侵佔「屯門海
澳」，即今深圳南頭半島、內伶仃島及香
港屯門區一帶，修築工事，設刑場，製火
器，並刻石立碑以示佔領。此後，葡萄牙
人多次強行進入珠江內河，遭到明朝水師
頑強抵抗，被迫退守「屯門島」。屯門島
又叫貿易島，是葡萄牙人經詢問當地人後
給所佔小島起的名字，中國典籍中並無記
載。據考證，屯門島可能指的是內伶仃島
或大鏟島，亦有可能是香港大嶼山。
葡萄牙人在屯門一帶燒殺掠奪，當地居

民怨聲載道，紛紛向官府告狀。正德十六
年（1521年）8月下旬，廣東海道副使汪鋐
率部向盤踞附近海域的葡萄牙人發起全面
進攻，戰事持續一個多月，史稱屯門海
戰。這是中國第一次抗擊西方殖民主義入
侵的戰役，大獲全勝。官府隨即下令水
師，凡見到懸掛葡萄牙旗幟的船隻就將其
擊毀。此後30年，中國典籍中再沒有葡萄
牙人侵擾廣東沿海的紀錄。直到嘉靖三十
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通過賄賂廣東
官員獲得在澳門的通商權，並於隆慶六年
（1572年）獲准租住澳門，開啟了西方列
強在中國建立管治的先河。

上回《三及第作家排座次》一文，因我
之手誤，排序沒錯，號碼卻寫錯，特此更
正。第一把交椅高雄；第二把黃言情；第
三我是山人；第四周白蘋；第五鄧羽公；
第六陳霞子；第七江之南；第八林嘉鴻。
他們的三及第本領，有機會再詳評一番。
友儕對這排座次，當然各有意見，唯一

贊同的，莫推高雄為大檔頭。
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劉紹銘、王敬羲

等人訪問了高雄；這在當時來說，是破天
荒，有哪一個學人，會「屈膝」去專訪被
人視為「不合正統」、被人漠視的作家？
劉紹銘事後寫了一篇文章：《經紀拉的世
界》，大膽地推論：
「照我估計，高雄的作品，如有留存後

世價值的，不是三蘇的怪論，不是史得的
『社會言情』，而是他以廣東方言寫成的
譏世諷俗小說如《經紀日記》、《石狗公
自記》等。廣義點說，像《經紀日記》這
一類的作品，是高雄以香港的方言和背景
寫成的《新老殘遊記》或《新二十年目睹
怪現象》。」
所言確是。
在三語（文言、白話文、粵語）運用方

面，高雄有一手，用「雅馴」二字來評
價，確是得當。且看他所撰的《經紀日
記》：

1. 王仔走來，猛擦一輪，揚長而去，
真是愈窮愈見鬼也。
2. 渠想拋浪頭，我又豈畏佢者。
3. 再三訪盧君，路遇之電車路，一手

拉牢，即問曰：「汝走路乎？」盧君曰：
「不敢走路，汝勿震！」
其後在《新晚報》寫的《石狗公自

記》，三語運用得更自然、純熟和有特
色，可稱「粵味文學」佳作：
「本人，乃石狗公是也。俗語有云：

『人有生壞命，並冇改壞名』。是則石狗
公三字是否為改壞名？廣東人最棹忌係
『狗公』二字。狗公者，有『龜公』之同
義，專門食軟飯之流；亦有『綠帽』之嫌
疑，老婆向外發展之意。」
撇開高雄作品的社會意義不說，單就語

言方面，在現當代的通俗小說來說，亦屬
多面手。文言、白話文、粵語入文、三及
第俱優為之。
至於黃言情為何可坐第二把交椅？因據

「出土」資料，他是香港第一個用三及第
寫小說的報人。他的三及第，在《老婆
奴》正續篇中用的粵語，頗多已流失，
如：
1. 手撫叩處，則濕着一幅，嗅之，其

味腥，視之，不禁大驚曰：「弊傢伙！流
蚊飯矣。」
2. 鴉頭眼斬斬，口擘擘，想了一會，

忽然有所悟曰……
3. 其若……即趨迎迓曰：「奴才接駕

來遲，萬乞老婆皇帝海量。」坤權不瞅不
睬，惟眼角射之。其若復請曰：「請吾愛
往文武二帝前誓願。」坤權不瞅不睬如
故，然雙足已踏進神前。其若二次食貓
麵，絕不介意。
現今還有多少人知道「流蚊飯」（流

血）、「鴉頭」（丫頭）？而「食貓麵」
有兩義，廣為人知和仍通行的是「被申
斥」；另義「難堪」則冇乜人知矣。
三及第確值得研究，一種於今已消失的

文體也。

（四）：「穿」定不「穿」

（五）：「豎」定「點」

（六）：「橫」定「點」

（七）：「橫」定「撇」

留意到：比的異體和簡體在寫法上有一點差
異；簡體「北」與其正體在寫法上也有一點差
異。
（八）：「撇入」定「撇出」

（九）：「多劃」定「少劃」

（十）：「開口」定「閉口」

留意到：最、曼、慢的異簡一致；冒、帽、冕
繁簡一致。

◆黃仲鳴

三及第大檔頭

正異簡難分（2） 名留青史的宿命——岳飛

◆木 木

◆梁振輝香港資深出版人
◆王正亮

粵語講呢啲

詩語背後

屯門．新安．盆菜（上）

◆屯門軍鎮轄區 網上圖片

◆高雄傑作，1954年2月12日《新晚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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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南宋豪放派詞人辛棄疾一名句「贏

得生前身後名」去形容岳飛像流星般閃
過的人生最為貼切！而從岳飛的姓名五
行「乙木庚金」彷彿就透露這一玄機！
乙庚化大金，得大名，他的在世帶有歷
史使命，作為中華兒女，引以為傲。大
破外敵，免受欺侮的民族英雄，亦是歷
史長河蕩氣迴腸的悲曲，被奸臣秦檜以
莫須有的罪名害死！
究竟這一切是巧合，還是歷史的宿

命？或許要從我們岳飛．岳元帥的豪邁
個性說起，岳姓乙木，是情感主義者，
喜成榜樣，順民。乙庚意向化大金，有
豪邁耿直的個性。
這一切的特質可從他的文學作品《滿

江紅》展現！
原文：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

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
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
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
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
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
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
闕。
然岳飛的天敵絕非金人，而是在他生

命軌跡出現的宋高宗——趙構。趙構的
姓名五行「辛金辛金」，和秦檜的姓名
五行「己土丙火」，從五行相剋圖可見
到：

（一）乙木的天敵正是趙姓的辛金，辛尅
乙。

（二）而癸水生乙木，便是乙木的一切助
力，而秦姓（己土）則是癸水的尅星。
所以最弔詭的是時間在1142年1月27

日，正是辛酉歲，酉中藏辛金，上辛下
辛打絕岳姓！

巧乎？公元1141年，辛金趙氏王朝
化進變庚金，12面金牌迫令岳飛回朝
後，以「莫須有」罪名𧶽 死！而辛金打
絕乙木，故時也、命也！
而「莫須有」的時代背景正是紹興和

議之後，兀朮派使者給秦檜送去密信
說：「你天天向我們求和，但是岳飛不
死，我們就不放心。一定得想法子把他
殺掉。」秦檜接到密信，就對岳飛下了
毒手。
秦檜先唆使他的同黨、監察御史万俟

卨（万俟是姓）給朝廷上奏章，攻擊岳
飛驕傲自滿，捏造了岳飛在金兵進攻淮
西的時候擁兵觀望，放棄陣地等許多
「罪名」。万俟卨開了第一炮以後，又
有一批秦檜同黨接連上奏章對岳飛進行
攻擊。
岳飛知道秦檜要陷害他，就主動要求

辭去了樞密副使的職務。然而，事情並
沒能到此結束。岳飛原來是大將張俊的
部下，後來岳飛立了大功，受到張俊的
妒忌。秦檜知道張俊對岳飛不滿，就與
張俊勾結起來，唆使岳家軍的部將王
貴、王俊，誣告另一個部將張憲想發動
兵變，攻佔襄陽，幫助岳飛奪回兵權，
還誣告岳飛的兒子岳雲曾經給張憲寫
信，秘密策劃這件事。
岳飛、岳雲兩人被逮捕到大理寺的時

候，張憲已被打得遍體鱗傷。岳飛見

了，心裏又難過，又氣憤。
万俟卨開始審問岳飛，他拿出王貴、

王俊的誣告狀，放在岳飛面前，吆喝着
說：「朝廷並沒有虧待你們三人，可你
們為什麼要謀反？」岳飛說：「我沒有
對不起國家之處，你們拿管國法的人，
可不能誣陷忠良啊！」
秦檜又派御史中丞何鑄去審問岳飛，

岳飛一句話也不說，他扯開上衣，露出
脊樑讓何鑄看，只見岳飛背上刺着「精
忠報國」四個大字。何鑄看後大為震
動，不敢再審，就把岳飛押回監獄。隨
後，他又看了一些卷案，覺得岳飛謀反
的證據不足，只好向秦檜照實回報。
秦檜認為何鑄同情岳飛，不再讓他審

問，仍叫万俟卨羅織罪名。万俟卨一口
咬定岳飛曾經給張憲寫信，部署奪軍謀
反的計劃。他們沒有物證，就說原信已
經被燒毀了。
這個案件一拖就是兩個月，審訊毫無

結果。朝廷官員都知道岳飛冤枉，有些
官員上奏章替岳飛申冤，結果卻遭到秦
檜陷害。
老將韓世忠氣憤地親自去找秦檜，責

問他憑什麼說岳飛謀反，證據是什麼？
秦檜吞吞吐吐地說：「岳飛給張憲寫
信，雖然沒有證據，但是這件事莫須有
（就是「也許有」的意思）。」
韓世忠憤怒地說：「『莫須有』三個

字，怎能叫天下人心服！」
1142年1月的一個夜裏，這位年僅39

歲的民族英雄被害犧牲。岳雲、張憲也
同時被害。岳飛被害以後，臨安獄卒隗
順偷偷地把他的遺骨埋葬起來。直到宋
高宗死後，岳飛的冤案才得到平反昭
雪。人們把岳飛的遺骨改葬在西湖邊的
棲霞嶺上，後來又在岳墓的東面修建了
岳廟。岳飛死後20年，孝宗即位後才以
禮改葬，建廟鄂州；37年後賜諡武穆；
70年後，寧宗追封其為鄂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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