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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元年（1573年），明王朝為了加強海
防和海上貿易，將東莞守禦千戶所和大鵬守
禦千戶所從東莞縣析出，單獨設縣，取名
「新安」。這是有史以來首次以濱海地帶及
沿海島嶼為轄地的縣級行政建制，開拓海疆
之意昭然若揭。新安縣城由東莞所城改建，
兼具防禦功能。大鵬所城則專司海防，行政
管理屬新安縣。

置州設縣，事關重大，名正則言順。朝廷
賜名新安，乃取「革故鼎新，去危為安」之
意。殊不知，革故鼎新不易，去危為安殊
難，這方水土此後承受了史所罕見的動盪和
變故。新安縣建立之初，宰輔張居正大興改
革之風，帝國上下一片生機勃勃。可惜好景
不長，張居正盛年去世，「萬曆中興」曇花
一現，明朝也走上盛極而衰的老路。萬曆之
後，朝廷陷入黨爭，海洋政策頻繁調整，一
陣子開海，一陣子禁海，反反覆覆，致使沿
海地區發展極不穩定。清期前期為了防備鄭
成功侵擾，實施嚴格的禁海令和遷界令，更
是讓新安縣失去立錐之所，百業凋零，哀鴻
遍野。後期的鴉片戰爭則把整個珠江入海口
置於西方列強覬覦中國的前沿，新安縣首當
其衝，慘遭瓜分：1/3轄地為英國數次強
佔，演變成為今天的香港；餘下2/3轄地幾
經沿革，發展成為今天的深圳。

故明清之新安縣，恰如唐宋之屯門鎮，其
興也勃，其衰也忽。光緒二十四年（1898
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訂後，新
安縣雖然還叫新安縣，但此新安已非彼新
安。同一地名，在不同歷史時期或不同場合
使用，所指範圍不一樣，是深港一帶很常見
的地理文化現象。除了前面講的屯門鎮、屯
門寨、屯門區、屯門海澳、屯門島等相關地
名外，還有許多類似地名，比如我們熟知的
寶安、香港和深圳。從這些地名的演變中，
可以看見歲月的年輪，讀出歷史的節奏，感
受人事的滄桑。

寶安之名，首先是以縣稱見於史冊的。東
晉咸和六年（331 年），析南海郡置東官
郡，領六縣，以寶安縣為郡治所在地。寶安
因縣境北部有寶山（今東莞市境內）而得
名，故有「東官首邑，得寶而安」之說。古

代邊疆置縣，由於人稀地廣，面積往往很
大。寶安亦不例外，縣境含今天深圳市（除
龍崗區、坪山區外）、東莞市、中山市、珠
海市、廣州市增城區及香港、澳門兩個特別
行政區。

不過，從唐至德二年（757年）寶安縣更
名東莞縣，到民國三年（1914年）新安縣復
稱寶安縣，寶安作為縣名在歷史上消失了一
千多年。復名的寶安作為新安的繼承者，縣
域面積不足兩千平方公里，與原寶安縣完全
不可同日而語。但這個邊陲小縣注定不會寂
寞，隨着改革開放潮起珠江，經濟特區橫空
出世，寶安地名再度嬗變，屢讓歷史矚目。
1979年，寶安縣改名深圳市，次年深圳經濟
特區成立。又次年，寶安縣復置，轄地包括
除深圳經濟特區以外的深圳市。深圳經濟特
區最初只有羅湖一個行政區，後逐步分拆為
羅湖、福田、南山、鹽田四區，寶安縣也幾
經分拆演變為寶安、龍崗、龍華、光明、坪
山（含大鵬新區）五區。如今的寶安雖然只
是一個市轄區，卻地不在大，有寶則興，深
圳城市西移和前海合作區大擴容在這裏交
匯，發展勢頭迅猛，獲評全國活力城區。

從東官郡治寶安縣到作為新安縣繼承者的
寶安縣，從深圳市寶安縣到深圳經濟特區幾
度分拆的寶安區，一個寶安，呈現諸般模
樣。閱讀歷史文獻，如果不了解這個背景，
難免產生混淆，卻也平添許多樂趣。當你漫
步在位於羅湖中心城區的「寶安南路」和
「寶安北路」上，是不是有點兒歲月變遷和
時空交錯的感覺？

有意思的是，隨着「寶安」的地域範圍越
來越縮小，「香港」和「深圳」的地域範圍
卻越來越擴大。香港從轉運香料的港口，到
香港島，再到香港特別行政區，記錄了中華
民族陷入空前危難後洗雪百年國恥的非凡征
程。深圳從南國墟市，到深圳鎮，再到深圳
經濟特區，則書寫了中華民族通過革命和改
革走向復興的壯闊史詩。

香港和深圳的雙城故事，演繹了人類城市
建設史上相輔相成的奇跡。其間，大致經歷
了三個階段：一是1980年深圳成立經濟特
區，主動接受香港輻射，進入深圳向香港

「抄作業」的階段。二是1997年香港回歸祖
國以後，北邊是經濟特區，南邊是特別行政
區，進入兄弟爬山各自努力階段。三是2019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隨後香港提出「北部都會區」
計劃，主動接受深圳輻射，深港雙城作為大
灣區世界級城市群的核心成員，進入同舟共
濟階段。

從「香港」和「深圳」的地名演變中，可
以讀出一部中華民族復興史。鴉片戰爭是這
部復興史的開篇，其導火線是虎門銷煙，前
哨戰則是九龍海戰，分別發生在新安縣的西
部和東部海域。

道光十九年（1839年）9月4日，英國駐
華商務總監義律率「路易沙」號、「珍珠」
號等5艘艦船，以「求為買食」為名駛入九
龍海面，接近大清水師船，突然下令開炮。
正在巡洋的大鵬營參將賴恩爵面對出其不意
的攻擊，果斷指揮水師船和九龍炮台開火反
擊。短短幾個小時，就「疊見夷屍隨潮漂
淌」，「夷人受傷者尤不勝計」，義律被迫
逃回尖沙咀。這次短兵相接，史稱九龍海
戰。引發中國三千年大變局的鴉片戰爭，自
此拉開序幕。

九龍海戰總指揮賴恩爵此前在虎門銷煙時
即為收繳銷毀鴉片的實際執行者，深得林則
徐賞識。這次率大鵬營水師出征，首戰告
捷，道光帝龍顏大悅，將大鵬營升格為大鵬
協，提拔賴恩爵任最高司令官。官兵嚴陣以
待，士氣高昂。然而，一支孤勇，一戰僥
勝，終究敵不過大勢，鴉片戰爭還是以割地
賠款為了局。後來官拜廣東水師提督、封正
一品振威將軍的賴恩爵，對此耿耿於懷，抑
鬱而終，留下遺訓：吾憂朝廷腐敗而憂，吾
樂收回香港而樂。

明有屯門海戰，清有九龍海戰，無不對中
國歷史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兩戰皆贏在戰
事，輸在時勢。一個丟了澳門，一個丟了香
港，想來令人唏噓不已。

寫了兩篇三及第，有學生看了，摸摸
頭腦，提出三個問題。

第一個：在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還
有人懂得文言文？

這問題說穿了，一點也不出奇。在研
討會上，我也答過提問者了。第一，辛
亥革命後，遺老、舉人、宿儒，大量湧
聚香港，與官紳掛鈎，提倡復古，抵制
五四新文化運動，抗拒白話文，書塾紛
紛成立，力倡古文。第二，當時的港英
政府，為了阻止青年學生自覺推動新文
化運動，刻意維持半封建殖民地局面，
於是極力推行古文，更強迫使用《香港
簡明漢文讀本》，宣揚英皇德政。第
三，坊間的新文學運動書刊太少，有的
是鴛鴦蝴蝶派，而這派的作品，多以淺
白文言所撰。第四，當時報刊的文章，
亦多淺白文言行文；諧部文章，粵謳、
南音、龍舟等說唱文學充斥。有此四大
背景和「閱讀傳統」，普羅大眾自然看
得懂三及第文中的文言了。

第二個問題，三及第的對白真奇哉怪
也。

不錯，三及第絕非貼近我們生活的語
言，尤其是對白更遠離事實，如高華即
江之南的《豬肉榮》：

「大頭森曰：『唔係有人恰我，而係
有人想找你晦氣也。是否你昨早打過一
個扒手？』豬肉榮曰：『冇錯，有條衰

仔搶銀包，被搶銀包個銀姐，係我豬肉
檔之客仔也，我當然不能袖手旁觀，乜
現在呢個賊仔要報仇乎？』」（《明
報》，1960年3月7日）

又如大檔頭高雄的《經紀日記》：
「君昔日甚豆泥，今則鴉路恤矣。」
「你上星期帶那枝野往建國，甚盞

也，能介紹乎？」
「汝勿以為在街上眼見之女人，個個

挺胸如山，都係天生曲線！其實汝試想
想，邊度有如此大號之天生貨色，九成
是偽裝而已。」

對白中加上汝、也、乎、矣、而已，
在現實中，冇可能也。因此，三及第這
種文體是書面語也。

到了新三及第的對白，那才切合現
實，如阿寬的《小男人周記》：

「佢見到我咭片上嘅 Title，呆咗一
呆，話：『估唔到你撈得咁掂！』我亦
都唔想多講，拍一拍佢膊頭，話：『第
日出嚟飲茶！』」

所謂新三及第，是由白話文、粵語、
外語組合而成；這是三及第式微之後，
另一種新興的文體，大將有阿寬、黃
霑。黃霑的《香港仔日記》、《大家姐
傳奇》等，行文低俗、思想粗鄙，實不
可取。

第三個問題，林瀋的文言艷情小說，
一絕；粵語不錯，為何不入你的法眼，
入選排座次？

且看這一段：
「計起廣州大城失陷之後。我一共走

難四次。拿。廣州失。走大村。大村
失。走西樵。西樵失。走東莞。東莞
失。走香港。如果走次添。五勻前後
矣。而家我的身家。已經為走難散去十
分之八。如果有事。我亦走嘅。走去
邊。走番去張床瞓囉。」（〈尖事座談
會．本期談話題目：我地走去邊處
好〉，署名依挹，刊於香港淪陷前《先
導》報）

行文既不雅又不順，與高雄、我是山
人等一比，高下立判了。

曾幾何時，有聲稱保育廣東話人士以「撑廣
東話」、「撑正體字」作口號；筆者對口號並
無異議，可如屬粵語保育性質，「撑」須寫作
「撐」，皆因「撐」於香港及台灣均被列作正
體字，而「撑」則為「撐」的異體字或簡體
字。

「雞」與「鷄」之間，香港和台灣選定了前
者作正體。有人質疑「雞」屬鳥類，以從

「鳥」部的「鷄」作正體才是，何解拿從
「隹」部的「雞」作正體。「隹」，形似
「佳」，不少人誤讀作「佳」；「隹」讀
「追」，是短尾鳥的總稱，所以從「隹」部也
合乎造字原則。

「艷」與「豔」兩者之間，近年香港人多寫
前者，亦即以此為正體。然而，香港和台灣均
把「豔」列作正體。

「場」大致是坊間唯一寫法，所以偶爾看到
一些招牌或大型廣告板上寫上的「場」字寫作
「塲」時，人們都會說成寫錯別字，有人還給
了以下的誤寫理由：受「傷」字的寫法所影
響。其實，「塲」是異體字，坊間用字按慣性
書寫並無不可。在輸入「場」時，不少人誤選
了「埸」。兩者只是一畫之差，有人便誤以為
「埸」是「場」的簡體。查「埸」（讀「易/
亦」）指疆界。

「糉」與「粽」是坊間兩個常見的寫法，又
以後者居多。前者筆劃較多，加上「粽」是簡
體字的關係，不少人認為「糉」應是正體字。
其實不然，香港和台灣均把「粽」列作正體
字。值得一提，「粽」正讀「種/zung3」，種
植的種，口語讀「總/zung2」。時近端午節，
廣東人有句：

未食五月粽，寒衣唔好收落籠
（未吃五月粽，破裘不甘放）
食過五月粽，唔夠百日又翻風

裘指皮衣，即使是破爛的還是可以禦寒。春天
氣候乍暖還寒，大概要到端午節過後才進入炎
夏（天氣回暖），所以在吃五月粽前，冬衣、
冬被等還是不要收放起來（藏在樟木籠內）。
一百日左右（差不多三個月）又屆初秋，天氣
又回寒。

究竟筆劃少些是否可看作訂定正體字的基本
原則呢？在香港，「台」、「枱」、「柜」是
正體，「臺」、「檯」、「櫃」是異體；台灣
則剛好相反。正正是：各處鄉村各處例。

「唇」與「脣」是坊間兩個常見的寫法，又
以前者居多；大抵是「唇」是口的一部分。在
香港，兩者相通，亦即並無正異之分；台灣則
以「唇」為「脣」的異體字。再者，「唇」是
兩者的簡體字。

由於「嘆茶」、「嘆氣」均通過口部進行，
所以不少人認定「嘆」是正體而「歎」則是異
體。在香港，「歎」被定作正體；在台灣，
「嘆」與「歎」在用詞上大致相通。

大部分人都知道「喂」是打招呼時用的歎
詞，而忽略把食物送進人嘴裏或給動物吃東西
時也可用「喂」。可以這麼說，「喂」解作餵
養時通「餵」，如：「喂奶」、「喂野豬」。

不說可能不知，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坊間
普遍沿用「鷄」、「塲」、「撑」、「糉」、
「櫃」的寫法。

◆黃仲鳴

三及第的語言

誰正、誰異，誰通，傻傻分不清（1） 命未該絕的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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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賴恩爵將軍家訓 作者供圖

◆林瀋的三及第，毫不雅順。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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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裏行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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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南宋朝廷苟
安於半壁江山，花天酒地。公元1130
年，鍾相領導的農民起義，率先在湖南
洞庭湖地區揭竿而起，名副其實官逼民
反，是年1130年，庚戌歲，用姓名五行
去評估當時的形勢就如下圖：

1）當時南宋所在的五行位主氣是南方
火，雖然只得半壁江山，乃是中原王
朝的正統，即屬土的文化，所以南宋
是年的國運本體就是丁戊。
2）若不是遇到鍾相，姓名五行組合為
丙火庚金，繼續以丁煉金，南宋政權
不會出亂子的！
3）是年戌中所藏戊辛丁的丁火遇到鍾
相的丙火，自然化進變丙，而庚金代
表帝制和政權，於是由陰火丁剋陽金
庚，就會變成丙陽火剋陽金的庚，便
是無情之剋！南宋政權便出現民變起
義。
4）最終鍾相敗而遭殺害，而他的繼任
人楊麼，五行組合甲木辛金，而陰金

辛遇庚運辛化進變庚與陽甲，成甲庚
沖，勢均力敵之勢！當對峙經年，
1135年乙卯歲，在庚運，乙庚化大金
政權氣數還未敗，故起義最終失敗。

而當時的歷史形勢正處於1130年，
金軍攻佔了潭州，搶掠了一陣走了。
隨後，被金軍打敗的宋朝團使孔彥
舟，又帶着一批殘兵敗卒在那裏趁火
打劫，催糧逼租，當地百姓沒有了生
路，便在鍾相帶領下起義。

鍾相（?-1130年），自號鍾老爺、天
大聖，武陵（今湖南常德） 人。他繼
承了北宋農民起義領袖王小波、李順
的口號，即「等貴賤，均貧富」，表
達了農民要求政治上平等、經濟上均
分財富的強烈願望。建炎四年（1130
年）二月，鍾相聚眾萬餘人，建國號
楚，任臣拜將。起義軍勢不可擋，很
快攻佔了鼎、澧、荊南、潭、峽等19
個州縣。

南宋朝廷得知消息，十分恐慌，任
命孔彥舟擔任捉殺使，鎮壓起義軍，
孔彥舟派出一批奸細，假扮成貧民，
混進鍾相起義軍隊伍，隨後對起義軍
發起攻擊，裏應外合，打敗了起義
軍。鍾相和他的兒子鍾子昂被捕，慘
遭殺害。

鍾相被害後，起義軍推舉楊麼為首
領，繼續和官軍作戰。起義軍在楊麼
領導下，在洞庭湖沿岸建立營寨，隊
伍越來越壯大。

南宋朝廷又派程昌寓擔任鎮撫使，
鎮壓起義軍。程昌寓到了鼎州，不惜

血本製造了大批車船，每船裝載1,000
名水兵，由人踏車就可以使船進退。
程昌寓指揮水軍使用車船攻打起義水
寨，水寨灘頭水淺，車船開進港汊便
擱在淺灘裏動彈不得了。起義軍見時
機已到，發起攻擊，官軍兵士丟了車
船就逃，車船全都落在了起義軍手
裏。

楊麼起義軍在洞庭湖建立了根據
地，隊伍發展到20萬人，佔領了廣大
的地區。 1133年農曆四月，楊麼立鍾
相的兒子鍾子儀作太子，楊麼自稱大
聖天王。起義軍每佔領一個地方，就
宣布免除百姓的一切勞役和賦稅，百
姓無不歡欣鼓舞。

南宋朝廷把楊麼起義軍看作心腹大
患，又派王 帶兵6萬進攻。王 不敢
再用大船，改用小船進攻。起義軍用
車船迎戰官軍，車船高的有幾丈，來
往自如。他們又在船身前後左右都裝
上了拍竿，拍竿上縛着一塊塊大石。
官軍的小船剛一接近，他們就搖動拍
竿，將大石甩出把敵船打沉。車船上
還能發出一種用硬木削尖的「木老
鴉」，和弓箭一起發射，打得官軍叫
苦不迭。

到了1135年，也就是起義的第6個
年頭，宋高宗派宰相張浚親自督戰，
又從抗金前線把岳飛的軍隊抽調回來
參戰。

這時，起義軍將領有人動搖叛變，
楊麼大寨最終被官軍攻破，楊麼被俘
犧牲，堅持6年的起義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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