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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深圳讀書月結束快兩個月
了，仍餘音裊裊，有關話題不時被提及。
其中一場讓人念念不忘的活動，便是2024
年 11月 24日在深圳圖書館中心館舉辦的
「深港地方史志研究成果交流暨展示
會」。那天，深港兩地文史界比較活躍的
學者、專家及有關機構負責人都來了，用
香港聯合出版集團傅偉中董事長的話說，
深港兩地文史學者被一網打盡。
是次活動以「滄海桑田，雙城輝映」為

主題，交流深港雙城在地方史志研究方面
的經驗和成果，講述雙城故事，探討雙城
融合發展的路徑和前景。活動歷時一天，
分成若干環節。我作為「主題對談」環節
的主持人，與深圳市政協文化文史委主任
尹昌龍、香港商報副總編輯王軍、香港地
方志中心編輯部總監孫文彬、深圳地方志
辦公室調研員張勁一起，經歷了一場饒有
趣味的地域文化之旅。
對談內容主要從四個方面展開：尋找對

深港雙城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深港
人」，追溯深港地名背後草蛇灰線的文史
淵源，探討深港兩地山水相依、親緣相
承、文脈相通的自然歷史關係，分析地方
志編修中官方機構和民間力量各自所起的
作用。在對談結束時，我再次呼籲深港兩
地學者抓住機遇，攜手合作，創建一個展
現海洋意象的「新安學」。
新安學的源頭在萬曆元年，即1573年。

是年，明王朝析東莞縣另設新安縣，取
「革故鼎新，轉危為安」之意，治南頭，
轄今日深圳大部及香港全域。這是中國實
行郡縣制以來，第一個完全以濱海地區和
海島為轄地的建制縣，體現了經略海洋的
雄心。如今，這方水土因孕生了香港、深
圳兩座特大城市而蜚聲海內外。在不同視
角下，這片山海相連的地方有着完全不同
的定位：從地理位置上講，是南方邊陲；
就改革進程而言，是開放前沿；對文化發
展來說，則是中西文明互動的中心。
近五個世紀以來，深港雙城經歷了從「同

源分流」到「同向互補」的過程。所謂同

源，是指深港兩地同處新安縣的270年；分
流從 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後算
起，迄今也度過了180多年的風雨歲月。同
向互補，大致是與改革開放進程同步的。
1980年深圳設立經濟特區，表明深圳主動
接受香港的輻射；2019年香港提出建設北
部都會區，則表明香港主動接受深圳的輻
射。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多年來，深港雙
城同向而行，優勢互補，彼此成就，締造了
當今世界絕無僅有的雙城關係。
把握深港關係，既要重視同源的一面，也

要重視分流的一面。無論是因為同源而存在
的共同點，還是因為分流而產生的不同點，
都是後來兩地優勢互補的前提和基礎。在
「同源分流」和「同向互補」的過程中，都
由於特殊的歷史機緣，出現了一些具有濃厚
深港兩地背景（包括人脈、事業、生活等）
的人物，取得了諸多可遇不可求的成就，我
們姑且稱他們為「深港人」。比如近代慈善
「養教並重」思想的突出代表劉鑄伯，著名
林學家、農學家、教育家凌道揚，百年招商
局第二次輝煌的主要締造者袁庚等等。
如果說，歷史是戲劇，人物是演員，地

理就是舞台。在新安縣450多年波瀾壯闊
的歷史變遷中，在這片3,000多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產生了無數的新舊地名。而地名
作為一種地域性文化符號，或者文化密
碼，是一個地方的名片，留下了當地文明
發展的痕跡，記錄着一方水土的滄海桑
田。地名是有生命的，有着自己的成長軌
跡。比如，香港和深圳作為地名，就各自
經歷了三個階段：香港是從販運香木的港
口到整個香港島，再到包括港島、九龍、
新界在內的港英管治全域；深圳是從深圳
墟到深圳鎮，再到今天的深圳經濟特區。
筆者2004年從北京派駐香港，2020年離

港後又到深圳工作，前後已超過20年。在
生命力最旺盛的歲月，與這片南國熱土結
緣，實是一件幸事。近年來，我對深港兩地
的歷史文化產生了濃厚興趣，而入口便是地
名。香港工作結束前夕，出版了隨筆集《藏
在地名裏的香港》。到深圳工作後，相繼參

與「深城記」和「港深地名故事」兩項寫作
行動。去年以來，又啟動全市74街道走訪
計劃，通過對每一個街道的深入調研，探究
大都市成長的細胞，解析流淌其中的血脈。
我真切地感受到，深圳作為一個歷史悠久、
文化多元的移民城市，在一千多年城市發展
史中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坊間傳說深圳
作為現代化大都市，是由一個小漁村經過40
多年發展起來的，實在有些牽強。
比起深圳，香港城市發展的歷史要短一

些，但城市風格同樣獨特。正是這兩個具
有獨特風格的城市及其相互關係，奠定了
新安學自成一派的地理基礎。而海洋文
化、移民文化、特區文化，似可成為新安
學的三大學理支柱。
新安學與嶺南文化關係密切，但互不隸

屬。好比深港關係，若將其視為以新安縣
為母體的一對獨立關係，也不隸屬於粵港
關係。眾所周知，嶺南文化歷來以廣州為
中心，東有梅州潮汕，西有佛山江門，一
左一右，呈拱衛之勢。深圳和香港並不是
嶺南文化的主流，甚至長期被視為「文化
沙漠」。而新安學恰恰以深圳、香港為主
要載體，可以說是在嶺南文化相對貧瘠的
土壤上生長起來的一棵大樹。
深港人、深港事、深港文化……新安學

呼之欲出。有道是：新安一脈五百年多少
桑田滄海，深港雙城三千里無非天道人
心。假以時日，能不能在中國地域文化三
大顯學——「大漠孤煙」的敦煌學，「雪
域高原」的西藏學，「小橋流水」的徽州
學之外，看到一個以浩瀚海洋為依託的新
安學呢？如果真有那麼一天，中國文化的
版圖就更加完整了。
所以，在為「主題對談」作結時，我深

有感觸地說：「希望今天活動的成功舉
辦，不是結束，而是開始。」

2000年代中，北大中文系教授潘酉堂在南京大學圖書館查閱資料，偶見
一冊《中國新文學史略》，鉛印線裝。最令他驚喜的是，目錄首頁首行題
「中國新文學史略研究（上編）」「林庚」。噢！作者原來是林庚！這是
他尚未出版的授課講義。
林庚（1910-2006），1933 年畢業於清華大學中文系並留校任教，後執

教於廈門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著有《唐詩綜論》《中國文學簡
史》《西遊記漫話》，詩集《北平情歌》《春野與窗》等。至於這部《中
國新文學史略》則未之見也。再細審該書，應是林庚於上世紀三十年代中
在北平師範大學的講義，並於 1937 年 2 月贈給羅根澤（字雨亭，
1900-1960），因扉頁有林庚的題識：「雨亭兄教正 弟林庚敬贈」。潘酉
堂回到北京後，特意詢問了與林庚熟悉的袁行霈、葛曉音和張鳴三位教
授，結果他們都說沒見過此稿。至此，潘酉堂知道如獲至寶了。而事有湊
巧，不久之後，林庚家人請傅剛教授和他幫助整理林庚的古籍藏書，在書
架上意外見到了兩冊《中國新文學史略》，也同樣僅有「上編」。林庚家
人同意將其中一冊贈送給他。潘酉堂十分慚愧，因他對於新文學是徹底的
門外漢，於是把這份講義轉贈中文系現代文學研究大家孫玉石，孫讀後大
為嘆賞，認為這是一部極具價值的「新文學當代史」，鼓勵他將它整理出
來。
2010年1月，北大中文系舉辦紀念林庚先生百年誕辰的學術研討會，潘

酉堂就把《中國新文學史略》做了初步整理，提交給研討會。高遠東教授
認為此稿足資研究，又將它推薦給《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刊於
2011 年第1期，同期一起發表的，還有孫玉石和吳曉東教授合作撰寫的
《元氣淋漓的「新文學之當代史」——讀林庚〈中國新文學史略〉》。至
此，林庚這部講義始獲世人所知。
我手上的版本是香港中和出版社2021年5月第1版。封底編者稱林庚是

「清華四劍客」，哪「四劍客」？季羨林、吳組緗、林庚、李長之是也。
除林庚外，其餘「三劍」，我早已拜讀過
他們的著作了，林庚則為後識。封底又云
是「北大中文四老」中一員，即林庚之
外，還有吳組緗、王瑤、季鎮淮。林庚如
無斤両，怎能忝列其中。
孫玉石、吳曉東合寫的文章，亦收書

中。這篇長文，值得我們細細閱讀，在結
尾時，他們說：「《中國新文學史略》僅
有『上編』，讀罷不禁使人對『下編』心
生嚮往。但從上編結束的時間上推測，林
庚先生似乎未能有機會寫出下編，抗戰就
爆發了。」並說，如果這門課仍能繼續下
去，選些作家作品來講述，以林庚身為詩
人的敏銳和藝術感覺，必有過人之處的評
述。斯言當是。但僅僅這「上編」，就可
見林庚的才識了。尤其是有關談論當年的
報刊和新文學的關係，更見他的識見。

「笑容可掬」的相反詞是「愁眉苦臉」，
以下是與「苦」字有關且頗形象化的用詞：

苦瓜乾；苦瓜乾咁嘅面口
一般會用長身的青皮苦瓜來做苦瓜乾。把苦
瓜切片後不去瓜囊，在有陽光的日子曬幾天
就成苦瓜乾。瓜囊失去水分，苦瓜乾片看上
去有點像人苦着臉的樣子；因而有上述般的
描述。
與「苦瓜乾咁嘅面口」意思相近，但感覺

較粗俗的用語有：
揦口揦面；揦埋口面

其中：「揦」，讀「啦1-2」，是造字，多作
「拿」的借字。以下兩個是與此借字相關俗
語：

跌落地揦返渣沙；乞兒兜揦飯食
「跌落地揦返渣沙」指跌倒在地上後不甘
心，抓回一把沙子來掩蓋方才跌倒的事實；

用以譏諷那些在失敗後除不肯承認外還「夾
硬兜」（自圓其說）的人，與「死要面」
（想法子挽回面子）意近。其實，這種不認
失敗，失敗了還硬撐着的態度無非是給自己
一個台階下。
「乞兒兜揦飯食」借喻連弱勢社群都不放
過，照樣剝削；現今多用以形容無良僱主剝
削員工福利以自肥或諷刺政府在未作全面考
慮升斗市民的負擔能力而徵收一些費用、稅
項等。
不過在「揦口揦面/揦埋口面」中的「揦」

卻是「拉」的借字。「揦口揦面/揦埋口面」
就是「拉口拉面/垃埋口面」，且通過以下一
連串的演化而得：

愁眉苦面→拉長臉→臉拉長了→
嘴臉拉長了→口面拉長了→

拉長了口面→拉口拉面/拉埋口面
小時候讀書，班裏頭都是有黨有派，當然也

有「獨行俠」的，但這畢竟是少數。為何有這
種連群結黨的現象呢？無他，單打獨鬥是要講
「食力」（實力）的，如自問不是一個能獨當
一面或強大至不會被人欺負的人，就會選擇加
入你認為可給你帶來保護或福利的「群組」作
為「靠山」。表面上只解作「走在一起」的
「埋堆」原來早早已在我們的生命中出現了。
到進入了社會工作，類似上述現象依然存在且
更見深化——不「埋堆」所面對的遭遇是遭到
排斥，且在很大程度上減低了晉升的機會。然
而，每一「堆」或每個「山頭」均有其實力考
量。職場中，「實力」會隨時勢的轉移而有所
增減。萬一某人加入了存在失勢風險的一方，
他的前途就肯定「凍過水」（喻沒希望）了。
言下之意：

埋堆先要睇清楚，埋錯堆聽食白果
話說回來，上面提到的「獨行俠」很多時並
非自願而是被迫的。這是因個人能力過低或
「樣衰」（相貌或行為不討好）而遭「堆中
友」或「堆頭目」拒諸門外。
書面語中，「心涼」「心寒」也指心灰意

冷。然而，此兩詞在粵語中被賦予不同意
義。「心涼」指心存欣喜；「心都涼埋」
（心也涼了）指那種眼看與自己敵對的人陷
於困境而有超爽的感覺。「心寒」指心存恐
懼；「心都寒埋」（心也寒了）指遇上不在
預期中的事情時心裏異常恐懼。
示例：
正話見到我個情敵跌咗落坑渠，我「心都涼
埋」！
呢排恒指日日跌一千幾百點，跌到啲散戶
「心都寒埋」！

●黃仲鳴

林庚的新文學史講義

苦瓜乾咁嘅面口．揦口揦面；揦埋
口面．埋堆．心都涼埋．心都寒埋

柿餅責年

●木 木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青 絲粵語講呢啲

詩語背後

新安學﹕深港文脈斷想
●「滄海桑田，雙城輝映」主題對談現
場。 作者供圖

●林庚出土之作。 作者供圖

字裏行間

豆棚閒話

詩詞偶拾 ●靜 如

喜團圓．甲辰元夕探母

寒芳暖雪，心簫夢瑟，新影陳霞。雲間舊

雁傳消息，蘊香待梅花。

人月圓時，啣泥燕子，啄伺春茶。些些句

句，叨叨莞莞，忘了天涯。

春光好．全國助殘日寄語仁美詩人

槐香細，水澄清。憶曾經。相看新荷立蜻

蜓。瑣窗明。

行腳途中磨礪，幽潭絕處重生。好向詩香

修道遠，補天晴。

減字木蘭花．聽公益歌曲《你的指尖》

春生何處。暖去冬寒香徹路。都與書傳。

綠滿青山說善緣。

一花一木。醉向心中修翠麓。歲月沉潛。

千尺流霞在指尖。

相思引．瞻青州歸來堂並序

春漲花濃吹柳棉。小樓漱玉夢流連。芳煙

布繞，相守好因緣。

莫悵雨舟頹影暮，彩雲追月又弦邊。詞宗

故地，桃李灼千年。

倚聲八闋
小重山．過青州歐陽修山齋堂

修有奇才養浩然。澄甘泠素色、醉林泉。啾鳴之跡隱蒼

巒。倡仁孝、寬簡有英賢。

千古至文傳。待歸金石錄、遠塵喧。山青齋美好修禪。

風過也、靜聽水潺潺。

菩薩蠻．聽「學詞門徑」有感

清香花外濡春袂，清音片玉澄明佩。豐碩稼軒盤，夢窗

細雨看。

送來高韻信，盈袖芳菲近。忽已地天寬，柳楊正吹綿。

霜天曉角．訪嘉定博物館

離離別緒。又憶疁城旅。曲徑尋幽開物，從一數、到十

五。

環顧。學行處。潛龍說族譜。何待鐵鞋踏破，且回望、

秋霞圃。

瑞鶴仙．品老寨茶並序
甲辰中秋前日，友以冰島老寨相召，焚祥雲香片，耽茶馬

古道，慢品數巡，野韻陶然，情深義篤，遂填長調以記。
冰糖老寨韻。摘新翠天邊，葉青如寸。藍巾莫相問。付

白鋤青簍，露花輕醞。土紅為襯。終究是、夢深初吻。又

頻頻、雲剪虹霓，隨玉清湯溫韞。

歌訊。南國嶺頭，京華園裏，一盞秋潤。絲絲澄印。三

生許，意難盡。這一枝一葉，一拈一品，多少情愁愛恨。

望還休、冷杯香氣，吼龍隱隱。

兒時每至春節前夕，國營雜貨店總會進貨回來大量柿
餅，供應周邊的居民。民間舊風俗，除夕須祭祖壓歲，
名為「責年」，禱祝來年用度有餘，無須為衣食擔憂。
到了年初二又要再拜一次神祈福，名為「開年」，所以
很多人家須提前準備好拜神祭祖、款待客人的果餌小
食。條件好的家庭，除了柿餅還有金橘餅、橄欖之類的
蜜餞涼果，一般的家庭，只單獨準備柿餅也不算失禮。
柿餅的外形扁圓，色澤黃燦燦的，加上口感甜美，帶

有生活甜蜜的吉祥寓意，是上佳祭祀果品。拜完神後，
又能續祭自己的五臟廟，可以直接吃，或者拿來煮糖
水。遇到有親友上門拜年，煮兩個煎堆，放一個柿餅，
是招待客人的經典甜品。那濃甜到骨子裏的滑膩香軟滋
味，不僅承載着傳統節慶的歡樂，也因為助力渲染了溫
馨團聚的熱鬧氛圍，被賦予了更為深遠的文化意義——
小小的柿餅，曾是人們連接天地神靈、維繫親情友誼的
載體，為地域文化和社會歷史變遷的重要見證物。
平時國營雜貨店也有柿餅賣，用竹簸箕擺放在櫃枱外

面，方便顧客自行挑選。每個柿餅上面都凝結着一層薄
薄的白霜，乍看會覺得怪異，以為是受潮發霉了，但懂
行的人就知道柿餅上面的白霜是好東西，遇到咽喉腫
痛、肺燥乾咳，買一個柿餅回去，不用洗，連着白霜一

起嚼食或蒸了吃，到第二天通常就會緩解。柿子霜是經
過長時間風乾晾曬後，果肉裏富含的糖分被析出，凝結
在表面形成的，與西瓜霜一樣，都是治療咽疾的天然良
藥。柿餅在各個季節時段所擔綱的角色是不同的，平時
是「健字號」，到了過年，就變成了「食字號」。
不同地方和製法的柿餅，風味也有差異。有朋友到日
本旅遊帶了些柿餅回來作伴手禮，我嘗後覺得比較軟
嫩，口感沒那麼綿密。後來看根據日本作家水上勉的料
理散文集《吃土的日子》改編的電影《舌尖上的禪》，
裏面有日本長野縣特色柿餅的製作場面，我發現日本人
製作柿餅，是用繩子把鮮柿子一個個串起來懸掛晾曬風
乾的，而不是像我見慣的製法：用力揉搓柿子，把裏面
的生澀水分擠出，壓扁後再鋪開攤在地面上晾曬。
電影裏的人物說，取用於大自然的食材，也帶有大自
然的情感。我這才看懂，原來「吃土」並不是調侃嘲謔
經濟困窘，只能吃泥土充飢，而是借柿餅之類的食材表
達對出產土地的感激之情。世界各地的人都有自己順應
自然的經驗形式，食物風味也往往會成為有別於他地的
標籤，但柿餅卻隱然表達出了一種超越地域的文化共
通——殊途同歸的飲食審美背後，都是對農業時代風尚
習俗的追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