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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由香港商報、深圳市地名學會、
深圳特區報、讀特客戶端、深圳新聞網等5
家機構聯合主辦的「港深地名故事網上徵集
大賽」如期啟動。徵集時間持續到年底，內
容包括文稿、視頻、音頻、線索、故事等。
當天原本有個啟動儀式，同時舉行港深歷史
文化專家學者連線對話會，卻因疫情原因推
遲了。
在活動宣傳廣告中，主辦方給了我一個新

身份——文史學者，這不禁引發我對自己職業
角色的思考。從1981年參加工作，迄今40餘
年，先後做過中學教師、理論研究者、公務
員，現在又到人生轉段時刻。如果說前幾次
職業身份改變，主要還是隨波逐流順勢而為
的結果，這次卻是審時度勢的主動選擇。轉
段是一個過程，5年前在《文匯報》開設「詩
語背後」專欄，算是這個過程的開始。今年7
月10日，聯合書店本來藝文館以「百年風雨
地名載之」為題，為我的新書《藏在地名裏的
香港》舉辦分享共談會，則具有一定標誌性。
我的「文史學者」身份，脫胎於香港地名故

事。從過往經歷看，也許因為走的地方比較
多，自己又對歷史文化感興趣，每遇有趣地
名，都存一份探究之心。中國文化對命名是很
執着的，有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的說法。
人物事件、職位頭銜、人際關係，各有相應稱
謂，含糊不得。地名作為一個地方的歷史文化
名片，尤其受到重視。凡是有特色的地名，無
不具有豐富的內涵，承載着特別的寓意。
為一處山峰、一個海灣、一條街道、一座城

市命名，終究是一種文化現象。地名的文化特
徵，先是反映在命名過程中，進而作為一個場
域，並演變成某種文化符號，影響着人們的
思想和行為。當兩種文化相遇，或融合或碰
撞，就會發生某種形式的博弈。香港雙地名現
象的出現，是明的博弈；而像皇后大道這樣
的地名存在，是暗的博弈。當然，無論明的
博弈還是暗的博弈，都要在相對寬鬆的環境
裏才會成為現實，否則只能相互取代。
雙地名，即同一地點擁有兩個名稱，其它地

方有沒有類似情況我不清楚，但在香港比較
常見。雙地名並不是同一地名的不同語種互
譯，而是兩個完全不相干的名字，音不同，
意也不同。出現這種情況，反映了中國傳統
文化與英式殖民文化的旗鼓相當：某地已經
有了廣泛使用的本土地名，英國人為了顯示
自己的存在，又給它取一個新地名，但新地
名並未獲得壟斷地位，舊地名照常使用。略
舉幾例：赤柱與Stanley，中文名稱是因為當
地曾有很多木棉樹，開滿鮮紅的花朵，在陽
光照耀下像赤色的柱子；英文名稱則是以英
國強佔香港時的「殖民地大臣」命名。
香港仔與Aberdeen，中文名稱原本叫香

港，因附近有轉運香木的港口，後因整個島
嶼被稱作香港而改為現名，意為「小香
港」；英文名稱則是以英國強佔香港時的外
交大臣命名。扯旗山與Victoria Peak，中文
名稱緣於清嘉慶年間海盜張保仔盤踞附近海
域，利用該山作瞭望台，看見海上有商船經
過，就用旗號通知山下營寨攔截；英文名稱
則是以英國強佔香港時的英女王命名。
淺水灣與Repulse Bay，中文名稱是因為

附近有一個深水灣，兩者相對應而得名；英
文名稱則是以1840年代停泊此地的一艘英國
軍艦命名。
銅鑼灣與Causeway Bay，中文名稱是因

為該處海岸線形似銅鑼；英文名稱則是由於
怡和洋行十九世紀末在這裏修築了一條海堤
（Causeway）。所以，名副其實的雙地名，
不只是一個地點擁有兩個名字，而且在日常生
活中平等使用，英文場合用新取的英文名，中
文場合仍用原來的中文名。這有點像一對獨生
子女生了孩子，爺爺奶奶給取個名字，外公
外婆也給取個名字，各叫各的。
皇后大道的得名，卻是一個滑稽中略帶酸澀

的歷史笑話。1840年代英國人佔領香港後，在
太平山北麓修築了一座新城，以女王命名，稱
維多利亞城。同時，把背後的扯旗山（太平山
主峰）改名為維多利亞峰，面前的海港命名為
維多利亞港。維多利亞城的主幹道由首任港督

砵典乍親自命名為Queen's Road，即女皇大
道，以表達對女王的敬意。但Queen在英文中
既可以是女王，也可以是王后，當時不知是哪
位華人官員出於什麼原因，把它翻譯成皇后大
道，並一直沿用下來。
對這個誤譯，港英當局曾於1890年發文予

以澄清。但人們將錯就錯，還是稱之為皇后大
道。為了給女王「正名」，當局趁填海修建
的干諾道落成，把連接維多利亞城三大主幹
道——皇后大道、德輔道和干諾道的一條南北
向小街命名為Queen Victoria Street。可是，
中文名稱仍被譯成域多利皇后街（ Victoria
亦譯作「域多利」）。無奈之下，當局借紀念
維多利亞女王登基60周年（1897年）之機，
在維多利亞城西郊新修築了一條與皇后大道
差不多長的郊區公路，直接以女王的名字命名
為Victoria Road，以確保不再被「誤譯」。
香港歷史博物館有一個富有特色的常設展

覽《香港故事》，從史前時期一直講到香港回
歸。它與通常偏重於宏大敘事的展覽不一
樣，從布展方式到展品選擇都很接地氣，讓
人印象深刻。可惜2020年10月已停展，據說
要待充實內容後重開。我以前去看過好幾
次，停展前夕再次前往，帶有一點告別的意
思。現在看來，既是告別展覽，也是告別香
港，因為我在當年年底就結束駐港返回內地
了。其間，一塊展板引起我的興趣，上面講華
人對維多利亞城自有一套約定俗成的名稱「四
環九約」，而港府公布的維多利亞城與華人稱
謂的四環九約範圍大致相當。展板一一列舉
了四環九約所對應的地方，並以這樣一段略
帶煽情色彩的解說詞結尾：「時移世易，物
換星移。今天香港的面貌與昔日已大不相同。
透過觀賞這些照片，會勾起滄海桑田之嘆。
它們記錄了一個已逝去的年代，從中可以看
到時代的轉變和香港發展的足跡。」

2019年初，在北角英皇道，突被一人
在後呼喚，回首一看，赫是陶然，精神氣
俱爽的陶然，正和他家人在一起。他說：
「剛喝完茶。」略談幾句後，就分手了。
這是我最後一次見陶然。到了3月中

旬，就聽說他走了，消息很突然。什麼
病？那更突然，竟是感冒！
感冒殺人！殺了一個作家，一個文學

編輯。認識陶然，應該是古劍介紹的。上
世紀八十年代初吧，我在《快報》寫個小
專欄，專評文學。有年被報館派往台北訪
問，沒有電子科技的年代，唯有趕寫存
貨，或找人代筆。懶惰成性的我，找代筆
吧。回來一看，那幾天寫的，竟是陶然。
哈哈！當年他的作品我一篇也沒看過，竟
然署我名字寫了他。陶然的個性其實很
「可愛」，很隨緣。我編的副刊找人寫小
小說，被找者問三問四，有沒有禁區呀，
稿費若干呀……我說，報館有規定的，
料不會多。被找者支支吾吾，我一怒就撥
了個電話給陶然，他什麼也不說，只問字
數若干就馬上交稿了。爽脆！
是日也，中秋節。之所以想起陶然，

皆因看過他一篇寫中秋節的散文，印象深

刻。於是在書齋找呀找，卒之找到了。文
章來自他一本書《風中下午茶》（南京：
江蘇鳳凰出版社，2015年1月），封面很
簡清；書是他送給我的；記得那時，封面
印着「［印尼］陶然著」，就十分奇怪，
問他：「為什麼要寫『印尼』？」他笑
道：「我在印尼出生，沒錯、沒錯，由
他、由他！」哈哈！灑脫哉。
〈中秋，在遷移中〉，是他文章的篇

名。如何「遷移」？他在印尼長大，赴北
京讀大學，來香港生活。他寫的中秋，是
三地的中秋，同是一個月亮，卻有三個感
情。他寫香港：
「那時剛到香港不久，是上世紀七十

年代中吧，孤身一人在中秋浪蕩，搭電車
叮叮噹噹西去，維園人不多，只有這裏一
堆，那裏一堆，一家人一家人圍着蠟燭紙
燈籠，坐在草地上說笑，小土堆涼亭有電
台在現場播音樂會，圍着一群人。我遠遠
望着，忽然覺得愈發寂寞，終於悵然離
去。」
今年迎月夜，我也獨逛維園，看着璀

璨燈色，看着一家人又一家人在歡笑，我
也有陶然的寂寞心境，終也悵然離去。
有趣的是，他在北京上大學時，「文

革」時過節，飯堂大師父與學生派別不
同，到開飯時，大師父在食堂門口敲鑼嚷
嚷，餵豬咯！餵豬咯！學生難忍紮肚子，
唯有忍氣吞聲，裝作什麼也聽不見，魚貫
入內，埋頭進食。
月是故鄉圓，兒時在印尼過節，陶然

最溫馨。但一家團聚的日子，終也散了。
最後「遷移」到香江，努力耕耘，成了作
家。
記得陶然逝世後，我打電話通知他的

好友古劍，可是電話迄無人接。直到今日
中秋，古劍好像人間消失了，不理世事
了，如何過活，倒令人憂掛。他們都是南
洋人，飄洋過海回國求學再到香港。嗯，
南洋倒出了不少華文作家。

有老豆連個仔都賣得，就肯定去到山窮
水盡；賣嗰陣如果仲去摸下個仔個頭，就即
係唔捨得佢；大家喺度依依不捨，唔喊就有
鬼喇！好多時因為出現咗呢個場面，個老豆
就會即時終止交易。以下一句諺語：

賣仔莫摸頭，摸親眼淚流

就係提醒人賣得嘢就要硬着心腸；一衰心
軟，當前嘅困境明明有轉機都變返冇，仲好
大可能將現有問題深化。
2019年年初，「蓮香樓」第四代傳人顏

先生意識到「蓮香樓」如果再係喺蝕本嘅情
況下經營落去，肯定會好唔得掂，不如就喺
未彈盡糧絕之前選擇摺埋佢，一則可以做到
冇爭「街數」同埋伙記人工；二則就係留返
啲彈藥，喺市況大好或者有人注資嗰陣東山
再起。咁啱啲老伙記又因為做咗幾十年，唔
捨得間舖頭，於是嚟個順水推舟，用特許經
營方式，判畀班老伙記用「原始模式」喺原
址度，開間淨係得飲茶嘅「蓮香茶室」，一
則可以秉承「蓮香樓」一直對伙記有情有義
嘅優良傳統；二則搵到一個不失為傳承祖業
嘅方式。
作為「蓮香樓」第四代傳人，背負着呢

個百年祖業，冇做臭個名係重中之重，唔係
就辜負咗祖先一手創建嘅基業。能夠達成呢
個算係「全身而退」嘅解決方案，雖然唔係
咩「光彩結業」，但總算做到「光榮結
業」。呢個轉變，就算係局外人都唔難睇
到，接手嗰班人肯定係接咗支火棒。
世事難料，2019年3月開檔嘅「蓮香茶

室」，玩唔夠幾個月就遇上「黑亂」；幾乎
可以講喺呢段期間，冇一間食肆有運行。就
係喺跌跌撞撞嘅情況下，「蓮香茶室」捱到
2020年年初。常言道：福無重至，禍不單
行，估唔到今次仲大鑊過上次；新冠疫情蔓
延全球，禁足、封城、鎖國瓣瓣齊，搞到香
港冇人嚟。大家都知道香港近年好倚賴內地
人落嚟消費；再加上疫情嚴峻，冇人敢出
街，淨係得返少少外賣，咁即係死得喇！顏
先生睇見咁嘅環境，為咗救班舊伙記，冇理
到家族成員嘅反對，接返嚟搞過「蓮香
樓」。顏先生喺呢個時候作出「蓮香樓」復
活嘅決定，除咗有違初衷，仲係同「找死」
冇分別。冇錯，兩次到最後都係會死，不過
今次可能死得更慘！
顏先生接手呢兩年，疫情冇好過，就算

最近個市好返啲，都係僅限喺本地消費，點
都冚唔返之前蝕到入肉嗰啲。卒之喺2022
年8月8日，「蓮香樓」靜雞雞關門大吉。
如果顏先生當日唔仗義拯救班舊伙記，大家
嚟個長痛不如短痛，就可以避過「衰收尾」
呢一劫！
就「蓮香樓」再度結業呢單嘢，「賣仔

莫摸頭，摸親眼淚流」係最佳寫照，點解咁
講？退咗場就唔應該再執返呢個爛攤子，走
回頭路就注定有一日會走上不歸路；本來仲
有機會翻身，而家就落得一個慘淡收
場——人工街數拖欠、百年名聲受損。正
正係：

若知賣仔莫摸頭，光榮結業何用愁

◆黃仲鳴

陶然過中秋

賣仔莫摸頭﹐摸親眼淚流 土的無底線—兒皇帝石敬瑭

◆木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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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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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五行「土」的特性說起，土是五德之
一，代表堅實的信，誠信、信用、忠誠。
故土「姓氏」的人，行事自然重視信用、
忠誠、信譽！是自己的僅次於生命的重要
價值觀，在有選擇的情況下，一定不會先
選擇講大話、做喪權辱國的行為。但當
「土」受木剋，面對人生交叉點，受到衝
擊、壓力，甚至面對生死存亡的時候，就
會出現反差，行事無底線，什麼忠君愛
國，言而有信，長幼有序，父慈子孝，全
部皆可拋諸腦後。
而今期要敘述的歷史人物，便正正是五

代十國期間的兒皇帝石敬瑭。他的姓名五
行組合是戊土、甲木和辛金。由於甲木是
陽木，當剋陽土「戊」時，自然是無情之
剋！個性自然會出現嚴重反差！
在其岳父的角度而言，他是稱職的女

婿，忠誠可靠，但在中國歷史的時代節點
而言，石敬瑭卑躬屈膝地把比他小10歲
的外族契丹王—耶律德光稱作父親，就
是喪權辱國的行為！
為了讓大家容易理解當時的人物關係，

稍微理順先介紹一下並簡述其五行互動的
化學作用。
（一）李亶，五行組合丙火甲木，即唐

明宗是李克用的養子。
（二）而李亶．唐明宗也有養子李從

珂，五行組合是丙火壬水庚金。
（三）而石敬瑭則是李亶的女婿，其五

行組合是戊土甲木辛金。
（四）由於姓名攻克學中伯樂的定義就

是「生我姓氏的五行」就是自身的伯樂貴
人，所以李姓就是自己的貴人。
（五）但為何李亶是石敬瑭的伯樂，同

時，同是李姓的李從珂，則是敵人呢？
（六）因為當李從珂的丙火姓氏要生戊

土石姓時，「從」字的壬水就會阻止其生
的效果，變成反差效應，反成敵人！
而當時歷史概況如下：
後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是後唐明宗的女

婿，早年與李從珂一齊追隨明宗，都以能
征善戰著稱。後來，石敬瑭與李從珂發生
了矛盾，上奏彈劾李從珂，唐明宗大怒，
將其免職。
唐明宗死後，他的兒子李從珂做了後唐

皇帝，這就是唐末帝。唐明帝在位時，唐
末帝已與石敬瑭不和，等到他登基後，兩
人終於鬧到公開決裂的地步。
石敬瑭本是勇將，唐朝沙陀部人，輔佐

李克用和李存勖，屢立戰功，升至刺史。
他從小沉默寡言，喜歡讀兵法書，而且非
常崇拜戰國時期趙將李牧和漢朝名將周亞
夫。唐明宗對他很器重，還將自己的女兒
嫁給了他，讓他統領自己的親軍精銳騎兵
「左射軍」，將他視為心腹之將。
石敬瑭不僅在戰場上救岳父唐明宗，在

遇到政治難題時又是他為唐明宗分析局
勢，指點迷津，體現出了過人的政治謀
略。這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勸唐明宗順應時

勢，在兵亂時取得帝位。石敬瑭後來去河
東任節度使，並兼任雲州、大同軍等地蕃
漢馬步軍總管，掌握了河東這塊後唐起源
地區的軍政大權。
石敬瑭不僅在軍事和政治方面有勇有

謀，有韜略，在地方事務的治理方面也表
現出色。在陝州、魏博、河東等地，他都
很有政績。石敬瑭在任時異常節儉，不貪
聲色，很多事都親自處理。到陝州時不到
一年就將當地治理得井井有條，再加上他
自己很清廉，施政很得人心。
唐末帝派兵討伐石敬瑭，石敬瑭眼看

要抵擋不住了，這時，有個叫桑維翰的
謀士給他出個主意，讓他向契丹人求救
兵。
那時候，耶律阿保機已經死了，他的兒

子耶律德光做了契丹國主。桑維翰幫石敬
瑭起草了一封求救信，對耶律德光表示願
意拜契丹國主做父親，並且答應在打退唐
軍之後，將雁門關以北的燕雲十六州（又
稱幽雲十六州，指幽州、雲州等16個
州，都在今河北、山西兩省北部）土地獻
給契丹。耶律德光正打算向南擴張土地，
聽到石敬瑭給他優厚的條件，真是喜出望
外，立刻出5萬精銳騎兵援救晉陽。這
樣，內外出兵夾擊，把唐軍打得大敗。後
來，耶律德光來到晉陽，石敬瑭親自出城
迎接，卑躬屈膝地把比他小10歲的耶律
德光稱作父親。
經過一番觀察，耶律德光覺得石敬瑭

的確是死心塌地投靠他，便正式宣布石
敬瑭為皇帝。石敬瑭稱帝後，立刻按照
原來答應的條件，把燕雲十六州送給了
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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