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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湃的海陸豐農運故事，我在唸中學
時就聽過了。但對這些故事及其時代背
景的深入理解，卻是去年到廣東省委黨
校進修期間。據黨校老師講，廣東省革
命遺址眾多，從各市分布情況看，汕尾
為最，梅州次之。兩市各有省級革命遺
址500多處，以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
時期的遺址為主。蓮花山脈貫通兩市，
歷史遺址散布其間，尋古探幽，遊目騁
懷，分明感受到當年的崢嶸歲月和革命
星火燎原之勢。
讓我們穿越時光隧道，回到上世紀初
葉的板蕩神州，烽煙滾滾的1927年。隨
着北伐戰爭順利推進，工農運動掀起新
高潮，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翼勢
力，加緊勾結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
背叛革命，屠殺共產黨人和其他左翼人
士。面對蔣介石的屠刀，共產黨人聯合
國民黨左派，毅然發動南昌起義。隨
後，起義軍揮師南下，重回革命基礎較
好的廣東，準備先得海陸豐地區，建立
工農政權，後取廣州，再舉北伐，奪取
全國政權。
作出這一戰略決策，主要是因為當時
政治形勢和力量對比不利於新生的工農
革命武裝在長江沿岸大城市發展，同時
基於兩點現實考慮：一是「地利」，打
通華南出海口爭取蘇聯援助；二是「人
和」，依託海陸豐良好的革命基礎。
珠江入海口東部，海岸線逶迤延展，
依次有大鵬灣、大亞灣、紅海灣、碣石
灣等天然優良海灣。這一帶是古代海上
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也是孫中山《建
國方略》提出建設南方大港的理想選
址。後來廣州港、香港港、深圳港先後
崛起，無不凸顯了這些海灣的戰略價
值。而今紅海灣小漠國際物流港方興未
艾，與前海港、鹽田港構成深圳港西、

中、東三翼，組合聯動，全面對接香港
港，一個超大規模的南方大港系統呼之
欲出。
四大海灣中，大鵬灣、大亞灣位於蓮

花山脈以西，周邊國民黨統治力量強
大，紅海灣、碣石灣所在的海陸豐地區
相對閉塞，軍閥勢力比較薄弱。如果佔
領了這一帶，呱呱墜地的工農紅軍就可
以避開陸上重重封鎖，直接從海上或者
借道香港，獲取蘇聯等國際進步力量的
支援。事實上，後來震驚中外的文化名
人大營救、民主人士北上建國、抗美援
朝戰略物資轉運，主要也是按照這個思
路走的。
大革命時期，在以廣州為中心的南方

風起雲湧的革命形勢下，海陸豐地區爆
發了聲勢浩大的農民革命運動。早在
1922年，地主家庭出身的彭湃，就與5
位農民一起組成全國第一個農民協
會——六人農會。1923年成立海豐縣總
農會，1925年組建農民赤衛隊。在中國
共產黨早期農民運動領導人中，彭湃與
毛澤東齊名。1924年至1926年，國共兩
黨合作在廣州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彭
湃和毛澤東先後擔任農講所主任。他撰
寫的《海陸豐農民運動》一書，成為當
時從事農民運動的必讀書。
在海豐縣城廣場上，有一座建於明代

的海豐學宮，習稱「孔廟」。學宮布局
為五進院落，坐北朝南，現在保存下來
的建築有欞星門、泮池、大成門、大成
殿和東西廡等。1927年10月，海豐人民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武裝奪取政權，11
月在這裏召開海豐工農兵代表大會，宣
布成立海豐蘇維埃政府。這是中國最早
成立的縣級蘇維埃政權，開創了土地革
命先河，為建立工農紅色政權和開闢農
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提供了

有益的啟示和借鑒。1927年12月1日，
在學宮廣場舉行了5萬多人的大集會，
慶祝海豐蘇維埃政府成立。當天，廣場
周邊街道牆壁都被刷成紅色，「孔廟」
從此改稱「紅宮」，廣場則被稱作「紅
場」。
1928年1月，董朗、顏昌熙等率領的
南昌起義餘部，與葉鏞、袁裕、徐向前
等率領的廣州起義餘部（紅四師）在紅
場會師，並與海豐工農革命軍一起建立
了土地革命時期廣東省惟一的革命根據
地。在後來的鬥爭歲月中，周恩來、葉
挺、賀龍、劉伯承、聶榮臻等一大批革
命先輩，都曾在海陸豐革命根據地留下
足跡。抗日戰爭時期，這裏也是中國共
產黨領導華南敵後戰場的重要活動區
域。
遺憾的是，南昌起義主力部隊南下途

中遭到湘贛粵軍閥重兵圍剿，寡不敵
眾，被迫解散。擔任阻擊掩護的朱德所
部，在梅州三河壩戰役中亦遭受重創，
殘部不及千人，輾轉韶關，到井岡山與
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再燃
革命之火。以海陸豐為基地，重新北伐
奪取全國政權的戰略決策，不幸夭折。
歷史與現實在哪一點交匯，必然與偶

然以什麼方式出場，你永遠無法預計。
當我站在紅場入口處，看着門額上彭湃
手書的「紅場」兩個浮塑大字，不禁浮
想聯翩：如果歷史有假設，彭湃會不會
就是嶺南的劉志丹，海豐會不會取代延
安成為中國革命的聖地呢！

技擊小說和電影的一眾主角如至善、洪熙
官、方世玉的名字，不少學者質疑史上是否真
有其人？是不是作者的杜撰？
很多很多年前，與魯金常有往來，曾問過他

這個問題，他只回答了一個：「洪文定是我是
山人創作的。」洪文定者，洪熙官之子也，是
與胡亞彪聯手擊斃死敵白眉道人的少年英雄。
至於其他人物，因魯金麻雀癮大起，聲言「手
談」先，下回再分解。
這個「下回」，就沒了「下回」，因魯金不

久猝死。嗚呼哀哉！至於洪文定是不是杜撰，
正如倪匡創造了「陳真」出來那末「大紅大
紫」，也沒人深究了。
一直在尋求洪文定和洪熙官。日昨看了一部

大書，16開本、厚達500餘頁、林建華著的
《福建武術史》（福建省社會體育指導中心、
福建省武術協會審定，廈門大學出版社，2013
年），內中有述及南少林的。泉州學者林少川
經過幾年的考察，在晉江陸續發現了一部《西
山雜誌》失落的手稿和手抄本，內中便有泉州
南少林的史料。《西山雜誌》是清嘉慶年間晉
江人蔡永蒹撰抄的本子。根據內容，有關南少

林的傳說，便有了依據。以救唐王聞名的嵩山
少林寺十三棍僧之一的「智空入閩中，建少林
寺於清源山麓，凡十三落，閩僧武派之始
焉。」又云：「南邑人馮安，從蔡延賡學也。
馮安門人有黃眉、白眉、馮道德，而五梅、苗
顯、至善、了凡、了因則其徒侄也……晉邑人
胡甫之粵，被羊城綸房工員毆斃，其子胡坤，
字惠乾，亡入閩，就少林寺學武。」
這記載，現代技擊小說家我是山人等說部的

人物，和若干情節皆有所本。可惜，未有更多
的資料可考察到洪熙官、方世玉等人的事跡。
但姑勿論如何，清佚名著的《萬年青》必有所
本，但所「本」是什麼？
《西山雜誌》共12本，歷經變故，佚失大

半。研究者認為，此《志》記敘翔實，輯錄了
不少重要佚書，史料價值極高。
《福建武術史》着重考證是否真有南少林、
是否在福建。《西山雜誌》指出有「十三進，
周牆三丈，寺僧千人，壟田百頃，樹林茂鬱，
掩映少林寺於山麓。僧分十級也：禪房、方
丈、長老、住持、當家、香火、緣齋、武練、
武農、武樵。千僧之中皆能武，三武有絕技
也。」該寺歷經興廢：
一、唐天祐四年（907），「少林寺反王審

知之附梁，被毀。」
二、北宋太平興國六年（981）詔修。
三、宋末景炎元年（1276），「清源少林寺

千僧反蒲壽庚之降元，在東門外，千僧格鬥元
兵三萬，元唆都（元兵攻泉州將領）遣胡騎衝
少林寺」，少林寺再次被毀。
四、明洪武十年（1377），「州官黃立中疏

奏朝廷，敕修少林寺。」
五、「少林寺至善禪師一死，尚不能保少林

焚宮，乾隆二十八年（1763）秋詔焚少林
寺。」
此《志》又搬出了至善，但可惜，至善是如
何的死法？一眾少林英豪的事跡又如何？真令
我吊癮之至。

以下四組字也是「正異」難辨的好例子：
蹤、踪；咨、諮；泄、洩；勛；勳

台正異取向與港同。

「咨」同「諮」，港以「咨」作正，台則兩
字通。港多用「諮」，大抵是「諮」多與
「詢」連用；「詢」言字邊，拿個言字邊的
「諮」來寫「諮詢」好像對稱點。

「泄」同「洩」。台無分正異。

《文匯報》寫「勛」，台也以「勛」作正。
以上幾個示例，坊間都是以寫異體居多。

這個字有人寫「母」在下，有人寫「毋」在
下；如要查字典，這個字應從哪個部首呢？不
說可能不察覺，原來「母」、「毋」二字均以
「毋」作部首，「毒」、「毒」亦然。話說回
來，台以「毒」為正體。人們在手寫輸入
「毒」時，或會出現了「毐」這個近形字；有
人便以為這個少了一橫的字是「毒」的簡體。
其實不然，此字指沒有德性的士人。有讀過有
關秦始皇歷史（包括看過相關題材的電影或電
視劇集）的應會對「嫪毐」此人有一定印象。
歷史上的「嫪毐」是誰？受丞相呂不韋之託，
「嫪毐」假冒宦官入宮，與秦始王之母太后趙
姬私通，因而倍受寵信，被封為長信侯，並自
稱秦始王的「假父」。「嫪毐」二字最多人讀
作「茂毒/妙毒」，應是與近形字「謬/繆、
毒」有關；「嫪毐」應讀作「路矮」。秦始王
本名「嬴政」。「嬴」讀「形/jing4」。與
「嬴」字近形的「贏」也讀「形」。不少中文
老師從來沒有說「形」才是正讀（讀書音），
人人口中的「jeng4」只是口語讀音而已。
以下五字除「略」外均是名字的普遍用字：
峯/峰；啟/啓；羣/群；鑒/鑑；略/畧

在香港，前者作正、後者作異。為此，在非本
人書寫時或會出現差異，有時本人又會遭人
「敦促」用回該些所謂正體字；有人自覺有誤
而依從，有人則因受壓而就範。基於「名從主
人」，筆者認為本人應不用理會，祖宗給你的
名字即便讀錯寫錯也可名正言順的永遠陪着你
的。
以下是筆者認為絕大部分人都沒法想像原來

一直在用的都是異體字或正體另有其字：
巖、岩（筆劃多的才是正體）

温、溫；揾、搵；鈎、鉤；裏、裡；荐、薦；
痴、癡；瘉、癒；溼、濕；岡、崗；凳、櫈

（前者被廣泛地誤作為異體）
襃、褒（前者為正體，卻好像從沒見過這寫法）
「正異」難辨的例子還有很多，不能盡錄，
就此擱筆。

◆黃仲鳴

至善真有其人

誰正、誰異，誰通，傻傻分不清（3） 賈似道的弄權欺瞞誤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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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輝香港資深出版人 ◆王正亮
粵語講呢啲

詩語背後

蓮花山脈從這裏入海（中）

◆彭湃題額的紅場。 作者供圖

◆是書有述及南少林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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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似道的姓名五行組合甲癸甲，即甲

木癸水和甲木。本來水生木會自強不
息，但癸水屬陰水，分量不夠滋養姓氏
的我和外卦甲木。癸水受損的時候會出
現反差，會不思進取，雖則如此，仍會
自我感覺良好，甲木過強會剋戊土，即
誠信有問題。所謂時來運到，在一個奸
臣而言，就是當君主昏庸，能欺上瞞
下，把持朝政就是時來運轉。
宋理宗趙昀本來論資質，尚算是一個
頗精明的皇帝，惜晚年不事朝政，誤信
奸臣賈似道，令他權傾朝野，遇到智力
有問題的宋度宗趙禥，姓名五行組合辛
戊，權勢更上一層樓！將所有異己排
除。
究其姓名五行運作原因，從姓名與姓

名的互動可見一斑。
1）賈姓甲木能反剋弱「辛」金趙姓，
故不能稱是善緣，以趙姓而言，可算是
天敵。
2）趙昀的辛金乙木得到癸水生旺的外
卦，賈似道的「似」字癸水正要以外力
控制趙昀：表示賈似道得到對宋理宗的
牽制而專權！
3）至於趙禥，癸戊合化火，即當視賈
似道為內卦，即自己人的時候，火剋
金，實際對宋度宗自己而言，非常不
利。
4）相反，戊癸化火，在賈似道而言，

甲木生火，吐秀，行事非常得心應手！
至於如何誤國？可追溯至公元1258

年，蒙古大汗蒙哥分3路進兵攻打南
宋。他自己親率主力進攻合州（今四川
合川），忽必烈攻打鄂州（今湖北武
昌），另一路由兀良合台率領，從雲南
向北攻打潭州（今湖南長沙），三路的
進軍路線，都直指臨安。
警報一個接一個送到臨安，南宋朝廷

震動了。宋理宗命令各路宋軍援救被忽
必烈圍困的鄂州；又任命賈似道擔任右
丞相兼樞密使，去漢陽督戰。賈似道，
字師憲，台州天台（今屬浙江）人，嘉
定六年生於官宦之家。他少年時整天遊
蕩賭博，不思上進，後來靠父親的關
係，蔭補為嘉興司倉。他的姐姐做了宋
理宗的貴妃後，賈似道開始官運亨通，
一兩年內便由正九品籍田令升為正六品
軍器監，並於嘉熙二年中進士。理宗還
特別召見了賈似道，予以勉勵。新任丞
相的他，原本是個不學無術的二流子。
這一回，宋理宗派他上漢陽前線督戰，
他只好硬着頭皮去了。
忽必烈攻城越來越猛。賈似道眼看形

勢緊張，就瞞着朝廷，偷偷地派了一個
親信到蒙古大營去求和，表示只要蒙古
退兵，宋朝就願意稱臣，進貢銀絹。正
巧這時候，忽必烈接到他妻子從北方派
人送來的密信，說蒙古一些貴族正準備
立他弟弟阿里不哥做大汗。忽必烈見汗
位要被弟弟佔了，就答應了賈似道的請
求，訂下了秘密協定，趕着回去爭奪汗
位去了。
賈似道回到臨安，瞞着私自訂立和約的

事，還抓了一些蒙古兵俘虜，吹噓各路宋
軍大獲全勝，不但打跑了鄂州的蒙古兵，
還把長江一帶的敵人也全部肅清了。

宋理宗聽信了賈似道的謊言，認為賈
似道立了大功，特意下了一道詔書，讚
賞賈似道指揮有方，給他加官晉爵。賈
似道由此進一步掌握了大權。他隨即使
人編造左相吳潛罪狀上奏理宗，吳潛被
罷相。宦官董宋臣已在吳潛為相時被斥
出朝，支持董宋臣的閰妃在同年七月病
死。賈似道進而消除朝中異己。一手把
持了政權。從此，賈似道在理宗、度宗
兩朝獨專朝政長達15年。
賈似道隱瞞求和真相，騙取權位，陸

續對抗蒙有功的將士給予打擊。賈似道
又實行所謂「打算法」。只要在抗戰中
支取官物作軍需的人，一律治罪。賈似
道控制御史台，反對賈似道的官員都被
御史台以各種罪名予以免官。
景定五年（1264年），宋理宗趙昀的

養子趙禥即皇帝位，即宋度宗。次年，
度宗加封賈似道為太師。趙禥認為賈似
道有「定策」之功，每逢他朝拜，也定
回拜，稱賈似道為「師臣」，而不呼其
名。朝廷百官都稱賈似道為「周公」。
忽必烈打敗了阿里不哥，穩定了內部
以後，在1271年稱帝，改國號叫元，他
就是元世祖。元世祖借口南宋不履行和
約，派大將劉整、阿術出兵進攻襄陽，
把襄陽城整整圍了5年。賈似道把前線
來的消息一一封鎖起來，不讓宋度宗知
道。有個官員向宋度宗上奏章告急，奏
章落在賈似道手裏，那個官員馬上被革
職了。最終，襄陽還是被元兵攻破了。
消息傳來，南宋朝廷大為震驚。這個時
候，賈似道再想瞞也瞞不住了，就把責
任推給襄陽守將，免了守將的職了事。
元世祖見南宋這樣腐敗，便決定一鼓
作氣消滅南宋。至此南宋之滅，已成不
可挽回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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