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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深圳和香港都各有自己的歷史，但
真正意義上的雙城故事，是從1979年開始
的。當年4月，廣東省委向中央提出，希望
中央下放若干權力，允許廣東在毗鄰港澳
的深圳、珠海和僑鄉汕頭設立出口加工
區。福建省委也提出類似設想。中央對此
表示支持。關於如何命名這幾處實行特殊
政策的地方，鄧小平一錘定音：「還是叫
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所
以，從陝甘寧的特區，到深圳等經濟特
區，再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有着一脈相承
的理念。深圳與香港的關係，在成立經濟
特區之前，由於政治環境和經濟體量懸
殊，充其量只算是擁有深厚的歷史淵源，
之後才開始譜寫可堪稱道的雙城故事，大
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一是深圳向香港抄作業的階段。深圳成

立經濟特區，本身就是主動接受香港輻射
的體現。當時，整個寶安縣才30萬人口，
生產方式以農漁業為主，本地生產總值只
有區區2.7億元人民幣。香港已經是一個擁
有500萬人口、本地生產總值達288.62億美
元的發達經濟體，無論經濟發展水平，還
是流行文化和精神氣質，都處於世界前
列。著名藝人梅艷芳的形象設計師劉培
基，曾在回憶錄裏這樣描述上世紀八九十
年代的香港：啊，那是一個華麗的年代！
連高跟鞋的聲音都不一樣，那些人一舉一
動都有派頭，那種風範你學不來。但比起
財力，更加難以複製的是那種幾近天真的
樂觀底氣。
深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風向標，始終

指向香港。向香港學習體現在方方面面，
一開始可以說是到了照抄照搬的地步，形
象地說，只把繁體字翻譯成了簡體字。香
港利用所擁有的歐美市場配額，為深圳帶
來大量出口訂單。製造業大規模內遷，促
進了深圳出口導向型製造業迅速發展，助
推本地產業融入全球產業鏈。隨着產業和

資金的引入，技術和管理也聯袂而至，重
塑了深圳的商業文化和市場經濟秩序。與
此同時，深圳及珠三角高速發展釋放出空
前強勁的生產力和市場需求，使香港獲得
了巨大的發展空間。遙想當年那大開大
合、大進大出的火熱景象，總讓人激動不
已。
二是深港雙城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階

段。這個階段從香港回歸祖國開始，持續
20多年，充分體現了香港與內地城市在
「一國兩制」之下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
巨大張力。1997年前後，深圳雖然在許多
方面仍然是香港的小弟，但也已跨入GDP
千億元俱樂部行列，在雙城關係中便增加
了些底氣。一方面，香港繼續在投資興
業、體制改革、對外開放、城市管理等方
面發揮着龍頭引領作用；另一方面，隨着
國家實力迅速上升，以深圳為代表的珠三
角城市對香港的依賴逐漸降低，且在機
制、人才、資本等方面越來越具有輻射
力，香港相對於內地的優勢隨時間推移而
有所減弱。
曾聽一位香港朋友說，依靠內地賺錢的

優勢已被他們那一代人賺走了，現在不可
能再像以往那樣只靠「銷售身份」就可以
躺贏。這種情緒與當年香港人的優越感形
成巨大反差，樂觀進取開放包容被偏安一
隅故步自封取代，分離主義開始滋生，社
會矛盾愈演愈烈。這期間，有兩個時間點
特別發人深思：2014年2月，深圳在《政府
工作報告》中提出發展粵港澳灣區經濟的
構想，香港卻在同年發生了非法「佔中」
事件；2019年 2月，深港雙城分別公布
2018年GDP數據，深圳首次超越香港奪得
大灣區之冠，同年香港爆發了震驚中外的
「修例風波」。
三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共同發展的階

段。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既是推動形成全
方位開放格局的新嘗試，也是推動「一國

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集中體現了改
革開放與「一國兩制」兩大國策的交會互
動。深圳和香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
引擎，是大灣區三大極點之最。從綜合影
響力看，「香港—深圳—廣州」構成了粵
港澳大灣區打造世界級城市群的主軸，對
周邊城市產生着廣泛的輻射作用。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深圳被確定

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着手創
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香港
則實現由治及興的重大轉折，破天荒地提
出建設「北部都會區」，表明主動接受深
圳輻射。「北部都會區」總面積達300平方
公里，當初深圳經濟特區也不過320平方公
里。據權威人士講，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
合作區、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沙頭
角深港國際消費合作區的建設正如火如荼
展開，勢將形成西、中、東全面對接的戰
略合作平台體系。香港聯通全世界，深圳
服務整個內地，深圳與香港的合作應當放
在中國與世界雙向開放的大格局中來規劃
和考量。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深港之間從製造業

合作到服務業合作，再到其他方面合作，
譜寫了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雙城故事。
當我站在塘朗山頂極目閣裏鳥瞰深圳灣，
只見海天之間，以深港西部通道著稱的深
圳灣大橋穿雲破霧，踏浪御波，把遼闊的
海灣變成了一片內陸湖。長橋一頭連着香
港流浮山天水圍，一頭連着深圳大南山蛇
口港，飄逸豪放，是否寓意着深港合作從
羅湖橋時代進入了深圳灣大橋時代，從小
河時代進入了大海時代！

千古滄桑入碧波 一橋飛渡出山阿
同心共築青雲路 不負雙城故事多

在舊書堆翻出一部《珠簾倒捲時光》
（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2年）。
這家出版社的書，大都精緻美觀，每令人
撫之摩之，愛之不捨。這部《時光》，同
樣的艷彩繽紛，看了便「倒捲」，看到舊
日的繁華，歲月的嬌嬈。
記得買這部書時，主要是受封面的吸

引，那一張張的電影雜誌封面和海報，都
是伴我成長的「金粉」。如《南國電
影》、《國際電影》、《長城畫報》；那
一系列的名字：李麗華、林黛、李香蘭、
白光、尤敏、任劍輝、吳君麗……真是數
不盡，說不休。兀是沒有鬚眉。
作者李天葆，是馬來西亞華裔作家，未

看這書前，已看了他的小說《綺羅香》，
文字透着嬌媚、香氣，哪裏想到他是一介
男兒，更想不到是來自揮汗如雨的熱帶。
論者指他私淑張愛玲，林春美便說：
「儘管李天葆仿張愛玲『借一點時代的

氣氛』，在小說中引入了時代與空間的訊
息，然而對張氏的沒落貴族情調語言的過
於耽溺，卻使他的小說情境陷入並非舊上
海，又不像老南洋的奇幻境界。」
他的文字，確有點奇幻。他生長的吉隆

坡，怎會育出一個文字如此有「香氣」的
作家？張愛玲的文字，也沒有這種特質。
且看在《時光》中論唐朝才妓薛濤：
「從前薛濤落筆疾書，也不去細想身後

事，光年紛飛，自己的字句彩箋留得多
少，能夠流傳否？夢魂迷離，身世飄蓬，
一如無端跌落珊瑚枕，落入污泥，就是這
樣了。」
馬華作家中，他的作品實在比黃錦樹、

張貴興等來得好看。據履歷，他的營養固
然是得自天分，也是廈門大學函授出來的
學子。在〈代序〉中，他縷述自小是在銀
色世界長大的，「小時候家裏播放的是周
璇、吳鶯音的唱片，稍微接近同時代的是
姚蘇蓉之歌，則屬於台灣，更多的是像芳
艷芬、鄧碧雲的粵曲小唱，來自香港……
這裏是南洋地方，……奇異的地理位置，
在空氣裏接觸的是上海的靡靡之音，香港
邵氏的黃梅調、黃婉秋的劉三姐……」李
天葆「得天獨厚」，兩岸三地一把抓，抓
住了這些銀色光影。
他談及的電影畫報，當然不齊全，《南

國電影》是我常看的，但少年阮囊羞澀，
唯有去圖書館看；稍長，鄒文懷反出邵
氏，於是有了嘉禾，更有《嘉禾電影》，
李天葆是否看過、有沒有保留？我入行時
任娛樂記者，於今，那些金聲玉音，艷影
浮塵，仍留腦海。不過，我是男兒，當然
有男兒氣概，張徹剛性電影興，及後李小
龍崛起，那些嬌媚，在我心中的分量，始
終是低了些。雜誌社有個資深編輯張翼
飛，身兼《嘉禾電影》、《四海周報》，
邀我在《嘉禾》寫小說，《四海》寫時
事，那確是一段愉快的寫作旅程。
李天葆力求訪舊，箱底紙黃的老歌書，

唱片行探訪艷曲芳蹤，舊電影無分國語粵
語，都一一成為他的狩獵對象；這部《時
光》，只載「時光」中的一瞬，實在是斷
癮之至。

只用大米煮粥，成品呈白色，所以有「白
粥」的叫法。舊時煮「白粥」時會加進少許黃
豆粉，成品顏色帶黃，所以「白粥」又叫「米
黃」。後來粥店煮「白粥」時不再添加黃豆
粉，但仍保留「米黃」這叫法。「白」喻
「空」，所以粥店員工通常會把「白粥」講成
「米黃」。
「冇米粥」表面的意思是不用米或沒多少米

去煮粥，可由於沒米煮不成粥，所以「冇米
粥」可比喻做事沒有成果。廣東話的「煲埋晒
啲冇米粥」就是指只在吹噓，並無實則行動，

故何來成果，「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得個講字」、「曉講唔曉做」、「大隻廣」
（「廣」是「講」的諧音，意謂說得很大）、
「過骨」（過隙）意近。話說回來，「米少水
多」煮成的稀粥，廣東人會用「稀冧冧」來形
容。「冧冧」的本字是「淋淋」，水往下滴的
樣子。
以「豬血」作主要材料煮的粥叫「豬紅

粥」。廣東人忌諱，當提起「血」，人們或會
聯想到「血光之災」。由於「血」呈「紅」
色，且「紅」帶旺盛之意，人們就以「紅」代
「血」，「豬血」通過煮沸和添加食用石灰後
凝固而成的製成品就叫做「豬紅」了。不說不
知，一般食用的「豬紅」是混有雞血、鴨血
的。老一輩會說食「豬紅」可「除塵」——
「灰黑色」的塵埃會即時隨着糞便排出而導致
「屙黑屎」。其實，「屙黑屎」的原因是「豬
紅」含豐富鐵質而已。
早年的「豬紅粥」有大、小之分；大的叫

「大紅」，小的叫「細紅」，「紅」音變讀
「孔」。「豬紅粥」可叫「大石」，皆因豬紅
的形狀似磚石。如在粥店內聽到有人叫「大石
飛磚」，他就是叫「白粥」，即「豬紅粥」走
「豬紅」。
「魚生」，指生魚片，日文叫刺身（SASHI-

MI），是以新鮮魚類生切成片，蘸調味料食用
的食物總稱。煑「魚生粥」（多叫「魚片
粥」）時，大致有兩個方法：其一、在碗內放
入生魚片、葱等配料，然後澆入滾粥；由於生
魚片易熟，這樣會令肉質粗糙，但可有效防止
侵入性乙型鏈球菌感染。其二、只把生魚片輕
放在滾粥上，食用時才將之推進粥內，這樣生
魚片只是「僅僅熟」（剛剛熟），肉質保持滑
溜。就後者，廣東人創作了以下的一個歇後
語：

魚生粥——僅僅熟
意思是恰到好處或達至標準水平。「魚生粥」
後來演變成足球術語，指一支球隊只能小勝另
一隊一球，有剛剛好過關的意思。
據稱，早年在廣州「荔灣」河畔停泊了不少

可供食客登上品嚐一款粥的小舟。廣東人叫小
舟做「艇仔」，人們於是以「艇仔粥」作為這
款粥的名稱。「艇仔粥」的主要配料是肉片、
油條片、炸花生、葱花，豬皮、魷魚等。食材
雖具彈性，魷魚卻必不可少；且看魷魚切成條
狀半浮半沉在粥面上的景象，不難令人聯想到
魷魚條活像河面停泊的「艇仔」。基於此，筆
者認為「艇仔粥」的由來正是如此，說成「荔
灣艇仔粥」只是「荔灣」是其中一個著名製作
地；一如「鳳城水餃」亦非源自順德的「鳳
城」。
好一些食品叫法隨着歲月的洗禮已經消失，

今天「舊事」重提不光是懷舊，還可讓大家透
過其由來去窺探當其時社會的精神面貌。若然
由來諧趣，重提不就是變成一件賞心樂事嗎？

◆黃仲鳴

李天葆的金粉夢

粥的由來：白粥、米黃；冇米
粥；豬紅粥；魚生粥；艇仔粥

另類公義伸張者關漢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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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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朝初期，元世祖採取了許多促進生

產發展的措施，使社會經濟出現了繁榮
的景象。但是，最大的受益者是那些蒙
古的王公貴族和地主官僚，而處於社會
底層的平民百姓在殘酷的階級壓迫和民
族壓迫下，依然過着悲慘的日子。正是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誕生了一個偉大
的雜劇作家關漢卿。
關漢卿是元代偉大的戲曲作家，在中

國戲曲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被後
人列為「元曲四大家」之首。他的《竇
娥冤》為元代雜劇傑出的代表作。
為何稱關漢卿為另類公義伸張者，那

得從他的姓名五行組合說起。庚金辛金
和己土，在五德仁義禮智信中，金主
義，即公義。而庚和辛有陰陽之別，庚
金有為、進取，行事哲學、進攻才是最
好的防守。而辛金則慣性審時度勢，遇
強即屈，勢不在己，不會強出頭。於是
在元之初期的政治形勢，不難想像，身
為雜劇作家的關漢卿，只能用自己的作
品說話，達至伸張心中的公義的效果。
當然配上己土的情操，自然會擇善固
執，用最現實的表現手法，創作出偉大
作品《竇娥冤》。
在元代雜劇四大家中，關漢卿為四人

之首，藝術成就和歷史地位很高。關漢
卿多與當時大都一帶的著名雜劇、散曲
家及藝人來往，商酌文辭，評改作品，
有時候還會親自登台演出，創作之餘過
着「躬踐排場，面敷粉墨」的生活。
關漢卿鍾愛戲曲藝術，把畢生的精力

用在這一事業上。隨着年齡的增長和許
多殘酷現實的磨練，關漢卿對當時的黑
暗社會有了清醒而深刻的認識。他把自
己所看到或聽到的民間悲慘遭遇，編寫
成雜劇，猛烈地抨擊了官府的黑暗統治
和社會不公平現象。關漢卿一生所作劇
本多達60多種，今存18種。從內容
看，這些劇作可分為三類：社會公案
劇、愛情婚姻劇和歷史故事劇。
《竇娥冤》是關漢卿公案劇中的代表

作，作品中人物刻畫精湛細膩，戲劇衝
突扣人心弦，反抗精神強烈鮮明。《竇
娥冤》的全名是《感天動地竇娥冤》，
主要情節說的是：當時楚州（今江蘇淮
安一帶）地方有個貧苦女子叫竇娥，3
歲失去了母親，7歲時她父親竇天章為
還清借債和籌盤纏進京趕考，欠了蔡婆
婆幾十両銀子，便將女兒賣給蔡家做童
養媳。竇娥到蔡家沒兩年丈夫又生病死
了，家裏只剩下老少寡婦倆相依為命。
一天，蔡婆婆出外索債，賽盧醫謀財

害命，想將她勒死，張驢兒父子搭救了
蔡婆婆。原來張驢兒是個流氓地痞，他
看見蔡家婆媳無依無靠，就趁機要挾，
逼迫蔡婆婆嫁給張老頭。張驢兒見竇娥

年輕貌美，欲娶她為妻。竇娥秉性剛
強，堅決拒絕，還痛罵了張驢兒一頓。
張驢兒懷恨在心，企圖用毒藥害死蔡

婆婆，以便強娶竇娥，不料，卻把自己
貪嘴的父親給毒死了。張驢兒嫁禍於
人，把毒死他父親的罪名栽到了竇娥的
身上，告到了楚州衙門。
楚州的知府是一個見錢眼開的官吏，

背地裏被張驢兒買通了，就在公堂上百
般地拷打竇娥，逼竇娥招供。竇娥雖受
盡了折磨，痛得死去活來，卻始終不肯
承認。這個貪官知道竇娥非常孝敬婆
婆，就把蔡婆婆抓來，當着竇娥的面嚴
刑拷打。竇娥想到婆婆年老體弱，受不
了這種重刑，只好含冤招了供。
在赴刑場的路上，竇娥滿腹冤屈無處

去申訴，於是她喊出了「衙門自古向南
開，就中無個不冤哉」的強烈抗議。臨
刑時，她指着天發了三樁誓願：血濺丈
二白練、六月飛雪、楚州三年大旱。她
的三樁誓願震動了天地，件件應驗了。
後來，竇娥的父親竇天章在京城做了

大官，竇娥的冤案得到了昭雪，殺人兇
手張驢兒被判處死罪，貪官知府也得到
了懲處。竇娥不向黑暗勢力低頭，堅貞
不屈的頑強鬥志，代表了當時人民的精
神面貌，反映了在封建統治下，無數含
冤受苦的百姓伸冤報仇的強烈願望。
所以既是超進取「庚」金的作風，又

是審時度勢穩重己土生辛金的行事作風
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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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偶拾 ◆ 范詩銀

其一
應惜此生此段緣，一輪詩夢做詩仙。太平癸巳眇雙

樹，癸卯松江敘上元。
年十二，酒三壇。浮花片片最堪憐。初心寸寸同風

雅，吟斷千行復萬言。
其二

中帳初升兵馬司，騷賢五百舉旌旗。椒聊盧令開新
頁，桂楫龍舟競好辭。

情勝火，韻生霓。紅星美酒綠花卮。河山筋骨家山
葉，呼我長安壁上題。

其三
白塔盤雲秋棗紅，金鳴龍曲共蒼穹。托天玉缽曉暉

裏，銜嶺長庚落照中。
三閭淚，九層瞳。新醪兌予老醅濃。太平橋畔清平

曲，卷首高懷杯底逢。
其四

靜巷古槐旋國風，春晴春雨醞春虹。貴妃醉酒垂長
幕，周頌關雎響紫桐。

情湃湃，意蓬蓬。大潮大浪大江東。千軍萬馬狂飆
起，圈破圈圓第九重。

鷓鴣天．詩緣八章
序言

走近《詩經》，追夢騷魂，徇脈相因；格律聲韻，時詩世詞，寸心可寄；情傾日常，呼引詩教，無愧無負。更惜詩緣，謹賦八章，
留別因詩詞而結緣的同仁、耆賢、朋友們！

其五
駕鶴揚州三月天，東坡赤壁枕濤眠。撫仙湖底千尋闕，

北固樓頭百丈欄。
窺萬仞，拜尼山。上都奔馬九江船。夔門潮打秦皇島，

一嘯凌虛劍閣關。
其六

香草一叢沙一堆，甘棠影裏美人歸。柔腸糾結千鈞諾，
苦膽盈囊孤羽飛。

多少字，且何為。休須鞭策緊相催。旗亭唱罷燕然勒，
原是流馨或落灰。

其七
皮斗曾經汲酒泉，潑來弱水闊三千。魚腸十闋西江月，

骨鏑單車紅柳棉。
沙白浪，海居延。淚花鐵戟向空彈。詩行濕眼時何待，

清澗青襟輕雪寒。
其八

韻幟高懸碧宇垓，長風萬里縱吟才。名家七十絕塵去，
癡友三千振玉來。

犁勝境，築靈台。真情一抱向天開。令旗當剪晴光好，
爍爍新紅絢翠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