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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萬曆元年，即公元1573年，新安縣從東
莞縣分立，縣治南頭。新安縣作為中國歷史上
專為經略南海而設立的縣級行政區域，是今天
深港兩地的前身。前不久，由深圳海外聯誼
會、香港深圳社團總會聯合發起「深港各界紀
念新安縣建縣450周年系列活動」在南頭古城
啟動，擬舉辦各種紀念活動145場，追溯深港
兩地的歷史淵源，講好獨一無二的雙城故事。
這引起我的興趣，1573年正處於明中葉中

華帝國相對開放的時期，而當時歐洲文藝復興
運動凱歌行進，除了設立新安縣，還發生過什
麼別的有意思的事嗎？我上網查了一下，果然
大事要事不少，其中三件事印象尤其深刻，讓
我對這個年份肅然起敬，並對歷史的傳承及其
與現實的互動有了更深切的感受。
百度上首先跳出來的信息，是一款濃香型

名酒——國窖1573。1996年11月，瀘州老窖
公司的釀酒窖池群被國務院頒布為國家級重
點文物保護單位。該窖池群始建於1573年，
是我國唯一連續使用400年以上的釀酒窖池
群，被譽為「活文物」。這在中國酒業中僅
此一家，瀘州老窖公司便以「國窖」註冊了
商標，並把國窖1573作為公司的形象產品推
出。1999年澳門回歸祖國前夕，特別釀製了
紀念版國窖1573，其中0002、0003號分別由
香港特首董建華、澳門特首何厚鏵私人收
藏，而0001號將指定送給台灣與大陸統一後
的首任行政長官。
當年建造窖池的師傅們，不會想到他們正

在建造一座釀酒文化寶庫。數百年來，通過
這些窖池年復一年地發酵生產的美酒，豐富
着人們的生活，也豐富着民族的文化。中國
白酒與威士忌、白蘭地、伏特加等知名蒸餾
酒在釀造工藝上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國白酒
的老熟與生香過程主要是在窖池發酵中完成
的。瀘州老窖直接將窖池用於酒名，反映了
此酒對窖池的依賴和重視，以及在使用窖池
中的代表性。
中國白酒的品級，通常以上世紀五十至八十

年代舉辦的五屆全國評酒會為標準。五屆評酒
會共有17款白酒獲「中國名酒」稱號，其中
濃香型9款，醬香型、清香型各3款，兼香型2

款。但在每屆評酒會上都金榜題名的，只有汾
酒、瀘州老窖和茅台，分別代表了中國白酒
清、濃、醬三大主流香型，三種香型也因此被
稱作汾香型、瀘香型、茅香型。迄今為止，以
濃香型為主體、醬香型為統帥、其他香型為補
充的中國白酒消費結構，不僅僅是一種市場分
布，更成為了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
進入文化，對酒的誤解便多了起來。儒家講

詩酒趁年華，道家以酒祭神，佛家則因酒能亂
性而戒之。其實，愛也罷，敬也罷，避也罷，
皆與酒無關，而與人有關。酒場千姿百態，把
盞長吟短嘆，都是人性的展現。而對酒的種種
防範，不過是對人性弱點的防範而已。
第二件讓我印象深刻的事，是始於1573年

的萬曆新政。當時，新登基的明神宗朱翊鈞年
僅10歲，48歲的內閣首輔張居正受到皇太后
的充分信任，統攬一切軍政要務。在長達10
年的時間裏，張居正輔佐神宗皇帝推行了一系
列改革措施，使吏治相對清明，經濟空前繁
榮，國庫收入大增，科學文化發達，中外交往
頻密，社會風尚呈現出活潑開放的新鮮氣息，
而且解決了困擾多年的邊患問題，史稱「萬曆
中興」。
萬曆新政留下了豐富的文明遺產：政治上平

衡君權與相權，經濟上發展資本主義商品經
濟，財政上實行可量化的攤丁入畝一條鞭法，
文化上湧現一大批科技巨匠和思想大家，對外
交流上西學東漸，蔚然成風……
然而，物極必反。張居正本人雖然在明神宗

親政前後因病去世了，但他與小皇帝長達十年
的積怨，他創造的日趨活躍的經濟基礎與故步
自封的上層建築之間的內在矛盾，終究未能得
到化解。萬曆十二年（1584年），張居正被
抄家鞭屍。萬曆十四年（1586年），明神宗
開始託病不上朝長達30餘年，直至去世。明
王朝盛極而衰，重新步入興衰往復的循環。
同樣是在1573年，兩艘滿載白銀用以交換

中國生絲和瓷器的大帆船抵達馬尼拉，標誌着
中國融入大帆船貿易體系，橫跨太平洋的海上
絲綢之路東線正式開通，與傳統的橫跨印度洋
的海上絲綢之路西線形成呼應之勢。
大帆船抵達時，時任馬尼拉地方法庭主席的

安東尼奧．德．摩爾加記錄了西班牙人購買的
中國物品：成綑的生絲，有優質的雙股絲，有
質量粗糙一些的其他絲；上等的散絲，有白
絲，也有各色彩絲，都纏成小把；大量的天鵝
絨，有純色的，也有飾有各種圖案、顏色和款
式的刺繡，還有鑲金和繡金的；各色面料和錦
緞，在不同顏色、圖案的絲綢上加進金、銀織
成；大量繞成小綑的金銀絲線；暗花緞、單面
緞、波紋綢和各種顏色的其他布匹……
這條連接西班牙、菲律賓、墨西哥之間的

海上貿易線，自1565年起持續了兩個半世
紀，史稱大帆船貿易時代。人類第一次通過
海上航線把世界聯為一體，大大促進了沿途
各地的經濟和社會文化往來。中國融入大帆
船貿易體系，意義重大。隨着明萬曆年間確
立白銀貨幣化，不到100年時間，全世界生
產的白銀總量有三分之一湧入了中國，而且
全球三分之二的貿易與中國有關。在貿易過
程中，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伊斯蘭文化、
歐美文化以及東南亞其他地區的各類文化發
生碰撞，造就了文化的全球史。
文明孕育於生活方式，成形於社會組織，而

傳播於貿易活動。北京大學語言文化學者陳保
亞教授認為：「絲綢之路和茶馬古道是中國對
世界文明的兩大貢獻，它的作用和影響不弱於
四大發明。小小的絲，把它抽出來做綢緞的技
術含金量相當高。一片茶葉在樹上，變成可以
喝的茶，技術含金量也相當高。」
此時再看1573這幾個數字，彷彿不只是一

個普通的年份，而是一串神秘的密碼。通過
這個密碼，可以進入人類文明的長廊。國窖
1573，萬曆新政，大帆船貿易，構成一幅立
體的人文歷史畫卷，被新安縣的點睛之筆激
活。作為在新安縣這塊土地上生活了近20
年，並打算繼續生活下去的文史愛好者，我
向1573年致敬。歷史與我們似乎離得很遠，
其實休戚相關。

《鬼才倫文敘》是我們少年時最喜讀
的書仔，薄薄一本，煞是好看；尤其是
倫文敘所作的詩聯，或鹹或不鹹，同學
間俱吟得非常高興。這部「書仔」，記
憶中有十八集，後來陳湘記將之合為厚
厚一大本，易名《倫文敘全集》；再附
上續集《天才倫以諒》，真的看得過癮
之至。是童年最珍貴的閱讀回憶。
在《天才倫以諒》（倫以諒者，倫文

敘之子也）〈前言〉中，作者襯叔說：
「拙著鬼才倫文敘一書，面世以來，

蒙讀者熱烈愛讀，每集售書二十萬本言
（以）上，風行一時，大有洛陽紙貴之
感。」
書仔十八冊，每集銷二十萬本，總達

三百六十萬冊。是否真有這銷數？襯叔
有無作大？依我而言，將它七除八扣，
銷數亦可觀。而據當年的社會因素、讀
書風氣盛，《倫文敘》確係「威水」、
「架勢」也。襯叔自述，內容所據是
「歷史事實」，下筆風趣通俗，人物個
性刻畫栩栩如生，「乃能取得廣大讀者
之愛護，誠非倖致也。」
「下筆風趣通俗」，此因襯叔不避

粵語，夾以白話文、文言，為普羅大
眾所接受的三及第文書寫而成。這類
三及第書仔，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大
為暢銷，雖印刷、校對差劣，仍擁有

大量讀者。
襯叔是誰？
魯金在生時，曾詢之再三，要他寫之

成文，俾傳之後世。另如魯人、中山客
等同類作者，魯金似亦知之，且允揭
露，可惜未及深入考據便以猝死聞。
襯叔最聞名的當是《倫文敘》，但近

日卻得他另一著作，雖高價亦不吝慳囊
購之。
這書曰《詭膽荒唐鏡》（無影書社，

缺出版日期），薄薄分上下冊。所用筆
法正是襯叔所喜的三及第。開首即曰：
「講古人人會，好醜眾君知，襯叔初

出茅廬，照例講幾句開場白，作為自我
介紹。」
由這幾句推測，襯叔這書乃「初出茅

廬」，是否寫於《倫文敘》之前？據推
測，《倫文敘》寫於上世紀四十年代，
而《荒唐鏡》亦應是同年代，比《倫文
敘》早些而已。而在寫《荒唐鏡》時，
有朋友便說：「荒唐鏡乎？聽得多矣，
仲有乜新材料？」襯叔答曰：「有之
至。」襯叔所據是何史料，內中所述是
否「事事有據」，那就不得而知矣。
荒唐鏡本屬「廣東滑稽三傑」之一，

另兩人是陳夢吉、劉華東，加上一個何
淡如，俱是晚清時的扭計師爺，俱有文
名。中山客如此描述荒唐鏡：「亞鏡家
居無聊，輒為策劃訟事，每獲勝訴，人
則謝以金，故亞鏡殊不必出外求生，而
生活則可裕如。」這可算是所有科舉不
成的書生共同目標。廣東這四大狀師，
他們都有個綽號：「橋王之王」陳夢
吉、「扭計師爺」荒唐鏡、「捉刀師
爺」何淡如、「文怪師爺」劉華東。四
師鬥個不休，水火難容。
書名「詭膽」何解？翻書翻字典不可

得，料是詭詐、詭辯、詭誕等解釋；而
「膽」，是「翹楚」之謂；「詭膽」就
是「扭計之王」。是乎？
襯叔大名鼎鼎，能得他《倫文敘》另

一著作，真是快慰無限。

個案1：
輝仔，跌嚫下就「流馬尿」，隔籬阿妹豬見到會笑你
㗎！
（輝仔，跌一下便哭成淚人，隔壁的小妹子看到會笑
你的！）
個案2：
A：睇下對面馬路個男人，喊到收唔到聲，乜得搞成
咁呀？
B：男人老狗，唔會隨便「流馬尿」嘅，梗係有啲嘢
嘅！
（A：看看對面馬路那個男人，哭沒停的，為何弄至
這個模樣啊？
B：男人大丈夫，不會隨便嚎哭的，肯定是出現了某
些狀況！）
「血流如注」指鮮血像水一樣噴湧而出，用

以形容血流多而急速。套上「嚎哭」的情況就
是「淚流如注」。套上「馬放尿」的情況就是
「尿流如注」。廣東人把這兩種情況併合，就
創作了「流馬尿」一詞來形容「勁哭」（嚎啕
大哭）的情況。
歷來人們對男人「流馬尿」大多抱有負面的

觀感。如果你也曾有這個痛苦且尷尬的經歷，
筆者認為你也不用耿耿於懷，只是人們不明白
當時你的傷心程度而已；有詩為證：

男兒有淚不輕彈，皆因未到傷心處
千百年來，一句「男人流血不流淚」令不少

男人「敢哭而不敢淚」。如果明白到「男人都
是人」，大家便不會對「哭泣的男人」訕笑一
番了。專家說，「流馬尿」不失為推倒負面思
維、減低精神壓力、舒緩抑鬱情緒的一個良好
方法，所以在適當時就「流流馬尿」罷。
查閱字典時，「分數」有兩個意思。讀

「份/粉2-6」時是個數學名詞（fraction）；讀
「婚/粉2-1」時則指測驗或考試中所得的積分
（marks）。對讀「婚數」的「分數」，廣東人
賦予另一個意思——懂看着辦或已有適切的方
案去辦，意味着：

自有「分」寸和心中有「數」
即辦起事來合於限度，且對形勢充分掌握。
個案3：
夫：老婆，唔使嘮嘈，個仔都成卅幾歲人，做嘢「有
分數」㗎嘑！
妻：老公，冇聽過「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咩？
（夫：我妻，不用哆囉哆嗦，兒子都三十多歲了，做
事會「有分寸」的啊！
妻：我夫，沒聽過「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
嗎？）
當某人在做某事情時，若有人說三道四或諸

多意見，那人在心有不悅或不認同的情況下，
也會用「有分數」作回應。當然，說「有分
數」的人會認為自己對辦某事情已能好好掌
握，是一種信心的表現。
「不忠」指不忠心、不忠誠；「用」指任

用。基本上，很多機構無論大小都不喜歡任
「用」有過「不忠」紀錄的人。中國人就有以
下的一個告誡語：

一次不忠，百次不用。
聖經中也有相類的講法：

凡為攻擊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
大意是曾有「一次不忠」，即便他隨後「百
次」都是忠心，也「不」會再任「用」他。
至於為何「不用」，以下西諺會有交代：

Once a thief, always a thief.
（一次為賊，終身為賊）

無他，死性不改也！
坊間也有流傳以下的講法：

一次不忠，百次不容。
由於「不忠」是不能「容許/容忍」的行為，且
「用」、「容」音近，所以坊間才有這個誤
傳。若然是「不忠」，莫說「百次不容」，
「半次」也「不容」罷！
話說回來，「不忠」者如能大徹大悟，我們

又是否可以給他一個再「用」的機會呢？

◆黃仲鳴

襯叔作品出土

流馬尿．有分數是什麼分數．「一次不忠
百次不用」定「一次不忠百次不容」？

名著及元雜劇《西廂記》

◆木 木

◆梁振輝香港資深出版人 ◆王正亮
粵語講呢啲

詩語背後

向1573年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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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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想起名著就想起羅貫中（庚壬辛）

的《三國演義》、吳承恩（丙乙己）的
《西遊記》、施耐庵（庚庚壬）的《水
滸傳》及曹雪芹（壬壬乙）的《紅樓
夢》。
首先，《紅樓夢》屬長篇小說、虛構

作品、家族傳奇，從曹雪芹的姓名五行
看，「曹」姓為壬水，「雪」為壬水及有
隱藏五行辛金，最後「芹」是乙木。《紅
樓夢》是古典章回小說的巔峰之作，內容
鉅細靡遺。這正是乙木的幼細性及分類能
力，人性化展現的能力，加上乙木先情
後理的特性，配上壬水的天馬行空的創
意，《紅樓夢》能成不朽的巨著，跟作
者的創意及敏銳情感有分不開的關係。
而施耐庵的《水滸傳》與羅貫中的

《三國演義》則從施姓和羅姓的「庚」
金皆有相同的共性，就是追逐心中的公
義正是庚的特性。眼見亂世不公允的事
情，「庚」金屬非常有為的個性，以筆
作武器來呈現進取的風格，當然羅貫中
的庚金壬水辛金（隱藏五行戊土）與施
耐俺的「庚庚壬」的描述風格有着既相
同又不相同的視野去表述如何達到心中
的正義！羅貫中假借足智多謀的英雄人
物諸葛亮，用情操對抗強敵，神格化了
諸葛亮，作為心中最完美的情操展現，
藉謀略打敗那些見利忘義之輩的一種盼
望，與施耐庵在天馬行空的人物塑造方
面以「壬」水的多變性去刻畫人物、批
判時弊，實有着相同的有為思想。
最後，完全不同風格的《西遊記》，

吳承恩明顯對佛學修行有着深入的探
究，非常符合吳姓丙火的鑽研個性，將
豬八戒比喻成貪心的代表，孫悟空是脾
氣「嗔」的代表，而沙僧則是「癡」的
代表，相信承恩的五行「乙木己土」，

反映作者在修行的取態上是矛盾的。當
然，執念、習性是很難化解的，但盼望
在取西經的比喻中，帶出堅持就到彼岸
的想像和信念！
除四大名著外，較少人提及的傑作，

其中一部就是王實甫（姓名五行辛金辛
金丙火）的著作——《西廂記》。在我
看來，是一部在元朝時不可多得的商業
作品，超符合辛金的實務主義，題材借
鏡唐代詩人，在雜劇的領域上，由元至
今有着非凡的地位，現試詳述其背景與
內容。聞名古今的《西廂記》的素材來
自於唐代詩人元稹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
寫成的傳奇《鶯鶯傳》：元稹從小就失
去了父親，家境貧寒，是母親一手拉扯
他長大。可是當他長大後，卻因為文名
遠揚而過着輕裘肥馬的生活。他生性風
流，卻又用情不專，早年和表妹崔氏相
戀，並已成夫妻之實，後來卻為了在仕
途上更上一層樓，狠心將其拋棄，娶了
裴尚書的女兒。若干年後，兩人都各自
成家之後，元稹仍要求崔氏以外兄身份
相見，遭到了崔氏的拒絕。傳奇故事
《鶯鶯傳》就是元稹這一段情感經歷的
真實寫照，作品以細膩委婉的語言向人
們訴說了崔鶯鶯和張生的愛情故事，故
事哀婉淒絕，文字華麗流暢，使得它在
文人中廣為流傳。《鶯鶯傳》和後來文
人們對這個故事的吟詠，成了後來《西
廂記》的創作源頭。而對元雜劇《西廂
記》發展作出貢獻最大的，當屬金章宗
時期的董解元。
董解元，金國人，其生平無從考證。

他在此前說唱文學作品的基礎上，將這個
纏綿動人的故事改編成了5萬字左右的演
唱詞，名為《弦索西廂記》。在《董西
廂》中，崔張的愛情故事產生了質的飛
躍：崔張之間的愛情終於結出甜美的果
實，才子佳人終於大團圓，而不再是張
生對崔鶯鶯的始亂終棄。作者理直氣壯
地宣告：「自古佳人，合配才子。」這
就從張生為自己「忍情」辯護轉而成為

對男女相愛的真誠謳歌，使得這一流傳
數百年的悲劇終於露出人性美的光芒。
如果說董解元的才子佳人自當相配的

理想是漫長的封建社會中露出的第一道
人性曙光，那麼王實甫的《西廂記》則
更是第一聲氣貫長虹的號角，它直接喊
出了「但願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呼聲。
《西廂記》在故事情節上和《董西

廂》差不多，說書生張君瑞父母雙亡，
孤身一人，正準備去京都趕考，在普救
寺遇到了崔鶯鶯，兩人一見鍾情，他毅
然放棄了進京趕考的計劃，租了一間西
廂房，希望能再見到崔鶯鶯。一次偶然
的機會，兩人隔牆聯詩，從此產生了深
深的感情。孫飛虎聽說崔鶯鶯貌如天
仙，發兵圍住寺廟，威脅說如果不將崔
鶯鶯獻出，就將全寺僧俗一概殺死。老
夫人只得許諾：誰能趕走孫飛虎，就將
女兒許配給他。張生挺身而出，他修書
一封，請同窗好友杜確將軍發兵相助，
戰敗了孫飛虎，張生和鶯鶯喜出望外，
只等老夫人親口許下這門親事。可是老
夫人讓鶯鶯以兄妹之禮拜謝張生，張生
和鶯鶯陷入了深深的相思中。在紅娘的
指點下，張生為鶯鶯彈了一曲《鳳求
凰》，悠揚的琴聲在崔鶯鶯心中激起了
深愛的漣漪。後張生應考一舉成名，考
中狀元，在京待選。此時，老夫人的侄
兒鄭恒出場，鶯鶯原來是曾許配過他
的。為了奪回鶯鶯，他謊稱張生已被衛
尚書招為女婿，老夫人便改口將女兒許
給鄭恒。鶯鶯不明真相，憂心如焚。張
生回來後，老夫人十分憤怒，斥責他不
守信用。張生發誓力辯決無此事。就在
難分難解之時，杜將軍來了，當場揭穿
了鄭恒的陰謀，鄭恒羞愧難當，撞樹而
死。最後，皇帝使者宣布張生和鶯鶯結
為夫婦。在一片喜慶的氣氛中，張生和
鶯鶯拜堂成親，戲劇最後順理成章地唱
道：「願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
如此引人入勝的內容，不單是古代，

以現今的眼光也是極佳的商業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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