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頭古城枕山面海，大致呈長方形，東西
最長680米，南北最寬500米，四周曾有壕溝
環繞。這一城市格局，始於明洪武二十七年
（1394年）。當年，為加強南疆海防，同時
設立了東莞守禦千戶所（南頭古城）和大鵬
守禦千戶所（大鵬所城），隸屬南海衛。後
來南頭以所城為基礎建新安縣城，兼具防禦
功能。大鵬所城則專司海防，行政管理歸屬
新安縣。
南頭俗稱「九街」，因城內街巷縱橫，闢

有縣前街、顯寧街、永盈街、聚秀街、和陽
街、迎恩街、五通街、牌樓街、新街等9條
街道。600多年來，建築有增減，格局變化不
大。上世紀五十年代寶安縣將縣政府遷往深
圳墟附近的蔡屋圍，南頭人口減少，街巷日
漸破敗。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蛇
口工業區和深圳經濟特區相繼成立，外來打
工者逐漸成為南頭居民的主體，使其演變成
一個擁有3萬餘人的城中村，而流動人口高
達90%。進入2010年代後，深圳城市重心東
移的步伐加快，對南頭的活化改造被提上議
事日程。2017年，「深港雙城雙年展」在南
頭舉辦，開啟了南頭古城從城中村到創藝小
鎮的蝶變之旅。雙年展秉承古城保護與重生
的設計理念，梳理出一條將空間改造與展覽
植入高度融合的活化思路：以點狀分布的建
築物與室外場地串聯，重建匱乏的公共開放
空間系統；以介入實施為導向，文化創藝活
動為載體，由點及面漸進式激活古城復興。
活化改造後的南頭古城，體現了嶺南人對

海洋文化的不懈探索和抗擊外敵的愛國愛鄉
精神，也體現了深圳文化的多樣性、立體
性、包容性，具有政治、軍事、貿易、民
俗、宗教等多重文化價值。可以說，今日南
頭承載着海洋城市文明世代變遷及深圳各個
歷史時期的文化積澱，是難得將千年文化譜
系與40年中國高速城市化過程全光譜呈現的
文史樣本。
這可以從新舊不同、類型各異的建築中反

映出來：南城門上小篆陰刻的「寧南」二字
以及東城門上「制控南疆」四個大字，彰顯
南頭古城的軍事價值和戰略地位；陶米公錢
莊、新安煙館、義利押當舖等，反映了清代
城市建築文化的典型特徵；始建於清同治年

間的東莞會館，展現賡延不絕的商會文化；
關聖帝廟表現嶺南人對武財神關公的傳統崇
拜；信國公文氏祠則是對一代愛國名臣文天
祥浩然正氣的彰揚……徜徉其間，但見特色
酒水吧、休閒手作坊、文創旅店、專題展館
以及街頭雕塑，或繁或簡，穿插錯落，別致
而和諧。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林林總總的舊館新

舖之間，立有一塊「正音碑」，不免讓人想
到新安縣的前世今生。不管是當年的曬鹽場
和邊防要塞，還是今天的經濟特區和特別行
政區，這裏始終是一個移民聚集地。八方雜
處帶來語言交流上的障礙，大約是地方官立
碑正音的初衷吧。
南頭古城往南六七公里，有著名的蛇口工

業區。1979年開山第一炮，喚醒了中華民族
的開放基因和海洋記憶。頗耐人尋味的是，
蛇口奇跡的主要締造者是招商局第29任掌門
人袁庚，而八十年前中英勘界豎碑的中方代
表王存善，亦於1910年代擔任過招商局第5
任掌門人。看來，作為中國第一家現代輪船
運輸企業，招商局對中華民族重返海洋的確
具有標誌性意義。
南頭千年變遷，表明深圳自古以來就是有

着重要戰略價值的邊城。坊間每以「小漁村
成長為大都市」來描述深圳，並不準確。倒
是聽到一個說法，發人深思：中國自秦代設
立郡縣制以來，以縣域經濟總量論，雄居兩
千年榜首的無疑是深港雙城的母體——新安
縣。而其中的關鍵，在於海洋的活力。新安
縣因海而生，香港是海洋貿易時代的產物，
深圳也在努力打造成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如今，深圳的海洋產業已初具規模，運輸、
旅遊、能源、漁業等傳統產業不斷轉型升
級，工程裝備、電子信息、生物醫藥、現代
服務等新興產業方興未艾。不久前，《深圳
市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設行動計劃
（2022-2025年）》出台，預示着海洋經濟對
全市經濟的貢獻度將不斷提升，海洋文化對
深圳城市發展的模鑄功能可望全面激活。
回望人類歷史，自大航海時代以來，交通

便利的港口城市逐漸成為要素資源匯集的發
展高地，並輻射帶動周邊地區。據世界銀行
統計，全球60%的社會財富、75%的大都

市、70%的工業資本和人口都集中於大江大
海交匯地帶。從紐約灣區到舊金山灣區，從
東京灣區到粵港澳大灣區，灣區的出現，已
然成為大國崛起的標配。實踐表明，灣區具
有集聚經濟要素、形成規模經濟的強大效
應，對世界範圍優質要素資源的流動有着巨
大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同時，灣區因承擔着
全球性貿易往來和文化交往的功能，通常展
現出開放包容的人文氛圍，開一國一地風氣
之先。
近年來，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如火如荼

展開，在打造世界級城市群進程中，深圳因
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創新屬性，發展水平遙
遙領先。南頭古城所在的南頭街道，作為深
圳市74個街道辦事處之一，是南山區黨政機
關所在地。南山區經濟總量 2021 年達到
7,630.59億元，佔整個深圳GDP的1/4，已
連續5年蟬連「中國城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百
強名單」榜首。
南頭之南，有大南山，山頂有齊天亭。登

臨其上，鳥瞰周邊風物，不禁想到嘉慶版
《新安縣志》中的十餘幅插圖。圖中所繪境
內山形水勢、城廓墟市、學宮寺院、海域海
防、新安八景等，反映了當時當地特有的生
活方式、宗教信仰、人文風貌，對模塑今天
深港兩地文化傳統、形成共同精神紐帶，有
着重要啟示。
據說，深圳市有關方面正與四川瀘州老窖

公司溝通，擬以1573年的文化遺產為切入
點，共同推出系列活動，紀念新安縣建制450
周年。其實，這樣的紀念活動若是提升一下
組辦規格，由深圳市和香港特區官方出面，
發動社會力量廣泛參與，也許更有價值。畢
竟，喚醒深港雙城同出一源的歷史記憶，有
利於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促進
兩地融合發展，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共圓中
國夢。行筆至此，思緒悠悠，匯於一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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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在研討會和院校間講了幾場
中國殺人王和牛精良的故事。這是個少
人討論的話題，也是最吸引人的話題。
因為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前，周白蘋的
殺人王和牛精良系列故事，是坊間最受
歡迎的暢銷書。
在講座上，每次講題和專注的地方不

同，但有一點，卻是我強調的：殺人王
和牛精良是「好漢」，非「英雄」。我
所據的是在漢語詞典上，「好漢」與
「英雄」的異同。
《漢語大詞典》釋「好漢」：好男

子，勇敢有為的男子。是否為「好男
子」，值得商榷；「勇敢有為」卻是肯
定的。引證《水滸傳》第二十二回：
「江湖上久聞他是個及時雨宋公明，

且又仗義疏財，扶危濟困，是個天下聞
名的好漢。」
至於「英雄」，是指無私忘仇，有崇

高理想的人物，《後漢書．循吏傳》：
「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
務經學，守之何固？」太平天國楊秀清
《果然忠勇》詩：「起義破關千百萬，
直到天京最英雄。」
《水滸傳》一百零八將是「英雄」？

太平天國起兵是英雄？這每受人質疑。
是否真的是「英雄」？
有部書叫《BANDITS》，中譯為

《盜匪：從羅賓漢到水滸英雄》，原作
者 是 艾 瑞 克 ． 霍 布 斯 邦 （Eric
Hobsbawm），中譯者乃台灣的鄭明
萱。BANDITS譯為「盜匪」，沒錯，
但副題卻點明羅賓漢、水滸諸人是「英
雄」？可否？
《盜匪》一書，講述的是社會型盜匪

（social bandits），「重點在他們都是
出自鄉間的不法之徒，雖然是地主及官
府眼中的罪犯，卻始終留在鄉間社會，
更是同鄉者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是為
眾人爭權益、尋正義的鬥士及復仇者，
有時甚至是帶來解放、自由的領導人
物。」水滸一百零八將，每人出身不
同，是否全為「英雄」，那真的值得深
入研究；而西方的羅賓漢，是「盜」？
是「俠」？亦須作一個界定。
回頭再說說殺人王和牛精良。殺人王

本身是個殺人不眨眼的人物，其綽號的
由來，見《中國殺人王大戰扭計深》一
書：
「中國殺人王名詫利，為旅美華僑，

昔在紐約參加堂口鬥爭，殺人如麻，遂
得此名。」
堂口鬥爭者，乃唐人街的華人分幫結

派，各自盤踞地方，血腥殘殺，爭取利
益。殺人王蹈涉其中，華人殺華人，後
來平息風波，解散堂口大團結；殺人王
才轉向，奮助各地遭受壓迫的華僑，血
鬥各地黑幫，遂為海外華僑所稱頌，被
稱為「英雄」，然其本質，卻非善類
也。
至於牛精良，本身就是「盜匪」，

《牛精良大亂中環頭集》中說：「 牛
精良即盤踞一石屎樓，以開設咕喱館為
名，聚集一班大帝，打家劫舍，放火投
彈，無所不為。」後來才改邪，成了抗
日英雄。是盜乎？是俠乎？
但，無論如何，我都不會稱他們為

「英雄」，包括水滸一零八將，我只稱
他們為「好漢」。

由於「夾」有夾雜的意思，而夾雜又有混合之
意，所以「夾」可引申作「合」，從而賦予了
「夾」有「和/兼」的意思。
某人如理虧在前，通常有點心虛，於是「提高

聲浪」且以「惡形惡相」示人；除可藉聲勢一遮
醜態，還可把對方嚇退。廣東話會用「聲大夾
惡」來形容上述這類人。
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大清被迫開放多個

通商口岸，貿易迅速擴張。由於通商關係，西洋
鑄造的銀幣，稱作「銀圓」大量流入中國，嚴重
影響中國金融幣制。大清皇朝有見及此，授權部
分省份鑄造「銀圓」，開創了中國本土鑄造銀幣
的先河；往後各省相繼自行鑄造，漸漸取代了外
國「銀圓」。就在此潮流下，有奸商混水摸魚，
在鑄幣的過程中把銅摻進或以銅餡鍍銀，這類含
銀量不足的假幣統稱「銅銀」。由於標準的「銀
圓」與「銅銀」夾雜在市場上使用，人們在進行
交易時都會提高警惕以免蒙受損失。
清末民初，政局與治安俱不穩，不法之徒恃着

有靠山，便拿着「銅銀」花費。這班無賴在光天
化日下使用假幣，如被揭發不單沒因事敗而逃，
反而「聲大夾惡」地狡辯一番，嚇得店舖的夥計
或老闆慌忙收下。「使銅銀夾大聲」這句廣東俚
語就此生成，及後泛指某些人做了壞事還「聲大
夾惡」，一副「理直氣壯」的模樣。
話說回來，以前廣州有間茶居就容許茶客使

「銅銀」。該老闆是有其原因的，使幾個「銅
銀」只算被佔了小便宜，若然為了這個「小動
作」而拒諸門外，或怒斥一番，該位客人日後還
會來光顧嗎？可能也把那些同樣想佔小便宜的人
嚇跑，那就得不償失了。
這邊廂，有個準備到市集買豬的人不知從何處

收到一些「銅銀」，他自然是不甘心去吃這個啞
巴虧，怎也想找個機會儘快把它使出去，當然也
希望能「順利」離開現場。那邊廂，有個在市集
賣豬的人很想把他一頭「病豬」賣出，但又害怕
被人看穿而不肯買，於是準備找個藉口向僱客提
供特別優惠。無巧不成話，二人竟然在市場上遇
上了。由於是各懷鬼胎，買賣在最短時間內成
交，交易完成後二人各自掉頭就走。二人不約而
同地邊走邊笑，滿以為都佔了對方的便宜。廣東
人會叫這種大家不講誠信，相互欺騙的手法做：

使銅銀買病豬
正是：

銅銀使去一身鬆，豬仔成交立收工。
買個唔知豬有病，賣個唔知銀係銅。

就買賣雙方以假對假的局面：賣「病豬」的收
了買方的「銅銀」，暗地裏高興「病豬」得以脫
手。買方用「銅銀」買了「病豬」以為得計；誰
不知「病豬」的肉不能吃，吃了可能會生病。以
事論事，買賣雙方誰也沒賺，誰也沒虧，他們都
是在不自覺下自願完成交易，所以就出現了以下
多個歇後語的版本：

使銅銀買病豬——分頭走佬
使銅銀買病豬——兩家喜歡

使銅銀買病豬——一場歡喜一場空
使銅銀買病豬——雙方都冇蝕底

使銅銀買病豬——偷雞唔到蝕揸米
廣東人會把那些男女雙方條件欠奉由媒人促成的
婚姻說成一個使了「銅銀」，另一個就買了「病
豬」，煞是風趣幽默。
有一種騙人伎倆是專門找熟人下手的：熟人就

是相熟多年的人包括親人，所以不妨有詐；還有
被騙了也礙於熟人而不方便，或不好意思開口聲
討或追究。在嘗過未成熟「黃皮」的苦澀或甜味
不足後，「了哥」學聰明了，下次已懂得選熟的
來吃，所以就產生了以下俚語：

黃皮樹了哥唔熟唔食
廣東人會用「唔熟唔食」來說人不是熟人不下手
（欺騙）。不說可能不知，「了哥」又叫「八
哥」，正寫是「鷯哥」；其中「鷯」的文讀是
「療」、白讀是「了3-1」，「了」只是個近音
俗寫。與此俚語異曲同工的還有以下一句：

熟人買爛鑊
把一隻爛鑊賣給熟人，及後給他發現了一般都不
想破壞情誼而不會追究的。

◆黃仲鳴

盜匪與英雄

聲大夾惡．使銅銀夾大聲．使銅銀買病豬
．黃皮樹了哥—唔熟唔食．熟人買爛鑊

李後主亡國

◆木 木

◆梁振輝香港資深出版人 ◆王正亮
粵語講呢啲

詩語背後

南頭古城﹕悠悠千載啟新帆（下）
◆◆南頭古城從城中村蝶變為創藝小鎮南頭古城從城中村蝶變為創藝小鎮。。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盜匪變英雄，這書有詳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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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崗位的錯配，也許也是一種悲

劇，南唐李後主李煜是一位九五之
尊，但他更像是一位藝術家，書法、
繪畫、音律無所不精，這也非常配合
「李」姓的五行組合。李姓五行屬
「丙」火（完美主義者），幾何表達
是正三角形，由於是三邊一樣長度，
三個角度也一樣，所以個性非常有要
求，惜「丙」火之人，只喜歡自選的
項目，才可豁出去，不計較代價，而
對自己不喜歡的工作，只能尸位素
餐。
由於作為一國之君，理應為國為

民，重視政事，可惜李煜卻寄情藝術
創作，填詞再好，也是誤己誤人！
不難想像，時機成熟，國破家亡成

了必然的結果，故公元974年，宋太
祖所派的大將曹彬在五行組合上，正
是李後主的天敵。
曹 壬水 李 丙 我火
彬 壬水 煜 甲

巧乎？曹彬的姓名組合正是壬水壬
水，大海之水遇到極盛的「丙」火，
也能手到拿來地打敗南唐！而當時的
政治環境正值宋太祖穩定了內政，將
國家的權力集於一身後，便開始做統
一中國的打算。當時，五代時期的
「十國」，留下來在北方割據的有北
漢，在南方割據的還有南唐、南平、

南漢、吳越、後蜀等。要統一全國，
該先從哪裏下手呢？宋太祖越想思緒
越亂。
一個風雪交加的夜裏，趙普正在家

裏烤火取暖，宋太祖找上門來。趙普
連忙請宋太祖進屋，撥紅了炭火，在
炭火上燉上肉，叫僕人拿出酒來招
待。宋太祖此行，正是為了與趙普商
量如何一統全國。
這一夜，宋太祖和趙普決定了先攻

滅南方，後平定北方的計劃。在隨後
的10年裏，宋王朝先後出兵滅了南
平、後蜀、南漢。這樣，南方只剩下
南唐和吳越兩個割據的政權了。
南唐偏安江南，社會相對穩定，城

市經濟繁榮。中主李璟、後主李煜、
宰相馮延巳都十分愛好填詞，他們不
僅寫艷情而且抒真情，既有對好景不
長、人生易逝的喟嘆，也有深沉的故
國之戀和亡國之痛。其中，李煜（公
元937年-978年）的創作獨步當時，
成為文學史上卓爾不群的傑出詞人。
李後主是一位九五之尊的帝王，也

是一位天才的藝術家，書法、繪畫、
音樂無所不精。當他即位稱帝的時
候，國家已岌岌可危，他在對北宋的
委曲求全中過了十幾年的生活，這一
期間，他依然是縱情聲色，侈陳遊
宴。
公元974年農曆九月，宋太祖派大

將曹彬、潘美帶領10萬大軍分水、陸
兩路攻打南唐。宋軍到了長江邊，馬
上用竹筏和大船趕造浮橋。這個消息
傳到南唐的國都金陵（今江蘇南京
市），南唐君臣正在歌舞飲宴。李後

主問周圍大臣該怎麼辦，大臣說：
「從古至今，沒聽說搭浮橋過江的，
不必理會！」
後主邊笑邊說：「我早說過這不過

是小孩子的把戲罷了。」
三天後，宋軍搭好浮橋，潘美的步

兵在浮橋上如履平地，跨過長江，南
唐的守將抵擋不住，敗的敗、降的
降。10萬宋軍轉瞬間就打到金陵城
邊。
那時候，李後主正在宮裏跟一批和

尚道士誦經講道，宋軍到了城外，他
還一無所知呢。等他到城頭上巡視，
才發現城外到處飄揚着宋軍旗幟。
李後主連忙調動駐守上江的15萬大

軍來救。救兵剛到了皖口，便遭到宋
軍的兩路夾攻，南唐軍全軍覆沒，李
後主叫人在宮裏堆了柴草，準備放火
自焚，但是最終膽怯了，後來帶着大
臣出宮門，向曹彬投降。
李後主被押到東京，過着囚徒的生

活。兩年以後，在七月七日他的生日
那天，他在寓所讓舊日宮妓作樂，唱
他新作的《虞美人》一詞：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

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
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

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
流。」
這是一首飽含亡國之淚的絕望悲

歌，詞人的一腔悲慨之情，如出峽奔
海的滔滔江水，永無止息。淒婉的樂
聲傳到外面，宋太宗趙光義聽到後大
怒，之後就派人把他毒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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