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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頭角之名，極具地方特色。珠三角一
帶，把河流沖積形成的土地稱作「沙」，
把鄉民圍海而成的田壟也稱作「沙」。
「沙」通常臨海，故「沙頭」亦為「海
角」，從陸上看是沙之頭，從水中看是海
之角。民諺有「日出沙頭，月懸海角」的
說法，沙頭角地名便由此得來。這種地塊
水陸相間，南方颱風暴雨多，河水改道是
常事。中英街作為東和墟的繼承者，便建
在沙頭角河一條名「鸕鶿徑」的故道上。
沙頭角地區早有人居住，以客家人為

主。十九世紀二十年代，這一帶已有數十
個自然村落，並組成了最早的村落聯盟
「十約」。那時沙頭角還沒有墟市，村民
趁墟（即「趕集」）必須翻過梧桐山到深
圳墟去。因應這一需求，十約發起就地興
建墟市，墟址在今中英街社區橫頭街一
帶，取名「東和墟」。經過百餘年發展，
東和墟與深圳墟一東一西，成為梧桐山下
兩大名墟，分別充當了惠州府和廣州府南
下香港的門戶，人員往來和邊境貿易繁盛
一時。
東和墟當年盛況，從歐洲傳教士的傳教

活動和有關書信中可見一斑。1848至1852
年間，德國傳教士韓山明，瑞士傳教士黎
力基、韋永福先後在沙頭角設壇講道。三
位牧師邊傳教邊為當地人治病，還開辦了
學堂，有學生二三十人。他們建起一座西
式教堂，建築風格與附近的天后宮、伯公
廟和文武廟形成鮮明對比。自踏上這片土
地，他們就被當地特有的習俗、繁榮的墟
市和獨特的文化所吸引。韓山明在一封信
件中寫道：東和墟是一個重要的墟市，雖
然建墟時間還不長，但生意非常繁忙。韋
永福則在一封寫給教會的信中詳細描述了
東和墟的環境、建築以及居民的生活方式
等，信後還附有一張手繪的東和墟示意
圖。
根據韋永福的記載，東和墟是一個不太規

則的長方形，由兩條平行的東西向街道和一

條南北向街道組成，分別稱上街、下街和舊
街。因為是市場，沒有居家的房屋，所有建
築都是商店和作坊，沿街而建，共有50家，
大大小小，非常密集。貨品都堆在店舖內一
側或者兩側的貨架上，與歐洲的商店一樣。
繞過貨架是一個帶抽屜的長櫃枱，既是錢
櫃，也可以在上面稱量貨物。屋頂吊着幾盞
紙燈籠，方便夜間照明。絕大部分商店都是
雜貨舖或者綜合商店，以零售生意為主，只
有少數幾家從事比較重要的貿易業務。這些
商店的東家都不住在墟內，有的東家會僱人
幫助打理。
到 1900 年代，東和墟商舖已增至 100

家，比半個世紀前剛好翻了一番。當時，
新安縣政治中心在南頭，商貿要津在深圳
墟，軍事重鎮在大鵬所城，三地之間有一
條始建於明代的主要官道。沙頭角正好位
於這條要道中間，東和墟佔盡地利，貿易
量十分巨大。據香港政府1904年至1910年
間統計，這裏每個月有2萬人次運送200噸
至250噸貨物，旺季時增加到400噸。稍晚
的調查還顯示，平均每個月多達7.5萬人次
運送900噸貨物，旺季時則翻倍。
英國強租新界後，隨着港英管治拓展到

沙頭角邊境，兩地交流趨於頻繁，一批現
代基礎設施陸續建成，東和墟迎來新的發
展。1899年，通電報；1900年，通電話；
1912年，粉嶺到沙頭角鐵路支線建成；
1927年，沙頭角公路通車。在1924年拍攝
的一張照片上，橫頭街一帶顯得非常繁
榮，建築物一直連到海邊。九龍海關洋關
分廠就建在附近，是一座單層的歐式建
築。當地鄉紳還聯合華僑在文武廟裏辦起
了東和學校。1923年時，學校至少有5位教
師，開設了國文、英語、生理、新知、音
樂等課程。
在西方工業文明潛移默化的影響下，沙

頭角街道布局逐漸發生變化。1905年前
後，有人在中英邊界線4號界碑西側蓋房，
掛上「同裕木廠」的招牌，做起了木材生

意。隨後，陸續有人在其他界碑附近建
房，一批商號相繼開張。除了傳統生意，
不少商舖開始經營洋貨，如惠新隆專營各
種洋布，逸生昌專營火水（煤油），永樂
園茶樓開設了經營中西食品和飲料的茶餐
廳，街邊還出現了梁心牙醫和新時代理髮
店等時尚門市。1930年，新界和坑村人李
新昶在從4號界碑到5號界碑的英方一側，
建了一排兩層高的嶺南騎樓，命名為「猷
昶街」。隨着商業活動的開展，沿3號界碑
到7號界碑基本上都有了建築物，路面也作
了平整，當年鸕鶿徑的麻石路面基本消失
了。
至此，形成了中英街的雛形。1937年，

東和墟在一場大颱風中被摧毀，沙頭角的
商貿重心開始轉移，原東和墟西邊的中英
街逐漸成為新墟市。1941年日軍攻佔香港
後，將中英街改名為中興街，並搗毀了除1
號、2號界碑以外的其他六塊界碑。日寇投
降後，中英街改回原名，重豎界碑，商業
活動得以短暫恢復，主要經營百貨、布
匹、藥品、海鮮等。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英街成為邊防禁

區，商業活動近乎停滯。1959年，省、
市、縣商業部門着手對中英街商舖進行系
統維修，當時的裝飾很是講究，除了採用
玻璃條櫃以外，有的商店還安裝了霓虹
燈。中英雙方分別重整路面，修築完工
後，以中英界碑為中心線的街道上留下一
道明顯的水泥接縫。當然，由於特殊的歷
史環境，商業活躍度一直差強人意。中英
街真正迎來鳳凰涅槃，成為名動華夏、享
譽中外的邊貿明星，還是1980年深圳經濟
特區成立以後。而在特區成立前夕，深圳
市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沙頭角絲花廠」
便在此落成。

在書店看到王小波的台版《黃金時
代》，薄薄一冊。這是篇中篇小說，內地
版、香港版都印過很多次了。
初識王小波名字，就是《黃金時代》。
記得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已入了報

界。報社訂了很多報紙。那時，我對文藝
之心不死，看報，就先翻副刊。當年，對
台灣兩大報（聯合、中時）的徵文獎特別
留意。每年都發掘出不少新秀，作品十分
震撼。王小波就是這樣在《聯合報》
「震」了出來。誰是王小波？陌生得很。
看評審記錄，才知是內地作者。得獎作

品是《黃金時代》。
後來，我入了一家出版社任總編輯。老

闆交來一部王小波的書稿，書名叫《王二
風流史》，內含三篇小說，除〈黃金時
代〉外，還有〈三十而立〉、〈似水流
年〉，男主角都是王二，都涉愛，所以叫
作《王二風流史》。可惜這書已找不到
了。
這是我熟悉王小波之始。
這部新版的《黃金時代》，非新版，而

是第二版，聯經出版，日期是2023年2
月。初版何時出世，一時查不到。一翻版
權頁，亦無說明。而內容有評審者的會議

記錄，日期是「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二點
半」，無年份，只標明「第十三屆聯合報
小說獎決審委員齊邦媛、馬各、鄭清文、
李有成、張大春等人齊聚一堂。」
我看了，馬上火滾。初版缺了年份，那

還情有可原，蓋新鮮熱辣也；但相隔這麼
多年，誰還記得？而在「作者簡介」王小
波時，有生年籍貫，有經歷，最後是「現
任職於北京大學」。嗚呼！王小波逝世於
1997年4月11日，已是26年前的事了。
如此一部再版書，為何不好好編輯一下？
交代一下？只照舊版一印就了事？
五位評審都是台灣知名作家。尤其是齊

邦媛、張大春的作品，我讀了不少。只有
鄭清文，我最為反感，曾在劉以鬯的《香
港文學》狠評一番。
他們的評審經過、意見，都有記錄下

來。最後決議，將另一部《廢五金少年的
偉大夢想》，並列第一，取消第二名，將
二份獎金共50萬台幣兩人平分。按文內
透露，《廢五金》是台灣作者，但是誰？
整本書沒說。
不得已，唯有上網一查，才得答案：
1.《聯合報》第 13屆小說獎是 1991

年。
2.《廢五金》作者是李順興。作品不

多，名聲不響，任職於中興大學外文系。
論才華，王小波當然是大勝李順興。可

惜早逝，相信王小波心有不甘，據傳屍體
火化時，不知何故，按掣壞了；檢查後，
發覺小波一腳伸出卡住，才火不燃化不
了。
當年看了《黃金時代》，編輯了《王

二》時，對王小波便十分喜歡，尤其是他
新寫的唐傳奇，更為愛讀。他死後粉絲特
多，自認是王小波「一群特立獨行的
狗」，這班「狗」，自我折墮，實是可
笑。
最後要說的是，《黃金時代》讓我認識

了什麼叫「破鞋」。

舊時民間生活困苦，不少人淪落街頭行乞，穿
的當然是有「洞/孔」的破褲子。廣東人多叫
「洞/孔」做「窿」。這些人當中不乏有志氣
者，他們會認為今天的不得志，不代表這是命中
注定；通過努力，說不定可扭轉劣勢，出人頭地
亦有其可能。有人就用以下諺語來自我鼓勵：

終須有日龍穿鳳，唔通日日褲穿窿。
「褲穿窿」指穿破褲子，喻意處於極度艱難的景
況。「龍穿鳳」則剛好相反，喻意大富大貴、飛

黃騰達。諺語有個特色就是讀起來一般「順
口」，所以亦大多涉及「押韻」。這裏「龍穿
鳳」和「褲穿窿」就做到了「押韻」的效果，可
「龍穿鳳」從表面看來沒有什麼意思。根據筆者
的考究，「龍穿鳳」本指穿龍袍戴鳳冠；這是皇
帝、皇后的服飾，喻意極其富貴。「穿龍戴鳳」
可簡說成「穿龍鳳」。為了達到與「褲穿窿」同
韻的效果，「穿龍鳳」就被說成「龍穿鳳」了。
「唔通」所對應的書面語是「難道」，但為什

麼是這樣的呢？這其實是個小問題，但也有一定
的學問：「難道」倒轉變「道難」，即道路難
行，有此路不通的意思，再引申作不通。廣東人
就用上「唔通」作「難道/豈會」的意思。這個
諺語比喻終有一天可飛黃騰達，豈會一直（日
日/成世）窮困潦倒；它還有另一個版本：

終須有日龍穿鳳，唔信日日褲穿窿。
「唔信」就是不信、不相信，說此話的人來了個
雙重肯定，即深信不疑了。前者的，先是肯定、
後帶猶疑。選用何者得看情況。常言道，世事無
絕對。選用「唔通」那句，既進取也保守，就算
最後失了手亦不會丟臉。
劈頭會死，拿不得講笑，所以說「批個頭落嚟

畀你當凳坐」這句佻皮話的人就是百分百肯定劈
頭這回事一定不會發生。「劈」的普通話讀音是
「pī 」，近粵音「批」，所以「批」的本字是
「劈」。就這個特例，有興趣「尋本字」的人士
應體會到普通話讀音與粵音有着密切的關係。
當某人完全沒牙齒，他說話時肯定口齒不清，

與不能說話沒大區別。如有人不相信某人能辦到
某件事情或達到某個較高的水平，被懷疑者如心
有不甘，或會這樣回應：

我做到就返嚟「落你棚牙」!
（「落/lok6」音變讀「lok1/落6-1」）

意思是辦到了會回頭把你整排牙脫去，讓你閉
嘴。「脫」與「剝/mok1」同義，所以「落」的
本字是「剝」，無怪也會說「剝你棚牙」。很明
顯，「棚/paang4」是由「排/paai4」通過音變
而得。這個特例正好說明粵方言用字大多由書面
語而來。有志追尋粵語本字的人士要多讀字典；
當字義掌握得好時，「尋本字」就得心應手了。
2023年是一代巨星李小龍逝世五十周年，筆

者作為忠實「龍粉」，當然要出來辦點事；至於
所辦何事，在這裏先行賣個關子，有機會定會和
讀者交代一下。話說李小龍十九歲時因在香港
「鬧事」，不得不匆忙隻身離港、赴美升學。當
年的小龍愛打架、無心向學，所以這次赴美多不
被親戚朋友看好。然而，好勝心強的小龍對自己
說，如沒能在美國弄點成就，絕不重返舊地，以
免丟人現眼。那時小龍相信通過努力，應可在美
國這片充滿機遇的地方有所作為。在美國的十年
時間，小龍就是憑着「終須有日龍穿鳳，唔通日
日褲穿窿」這句話的信念一直走下去，後來發生
了什麼已是人盡皆知了。

◆黃仲鳴

王小波的《黃金時代》

悼李小龍：終須有日龍穿鳳，唔通日日褲穿窿；
批個頭落嚟畀你當凳坐；落你棚牙

鶴立雞群的姓名格局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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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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相對論的世界，無相對大的物件

在側，就沒有所謂小的概念，相反，
沒有相對小的物件作對比，就沒有所
謂大的概念。鶴立雞群一詞，正是這
個意思。所謂應運而起，諸法因緣
生，在特定的時空裏，所出現的成熟
果報，雖然平平之姿，也可被認為驚
為天人。在那元末的時勢中，群雄並
列中，朱元璋的姓名五行組合，可算
特別出色的存在，癸水辛金和戊土，
先不與其他競爭者的姓名總格作比
較，分析其姓名總格如下：

1）癸水我，受內卦（即
內部人事）的辛去盡支
持，辛金生癸水。

2）外卦即陌生人或外緣支持，朱元璋
的核心人物因戊土上現辛金，得貴。
3）戊亦與我合，外緣亦支持自己，看
罷朱元璋的姓名總格後，試對比當時
群雄競爭者之姓名：

舉凡上例，陳友諒、徐壽輝、方國
珍、張士誠等人，一對比朱元璋，明
顯朱元璋的姓名較出色！主要是因為
一個「爭」字，陳友諒外卦的戊土強
於自己的己土，徐壽輝也是同一現
象，而方國珍辛金也比外卦的庚金
弱，而張士誠的兩甲木也形成「爭」
的現象，唯明玉珍沒有爭，但對比朱
元璋，雖然相同外卦庚金也合乙木，

但朱姓得辛金生扶，而明玉珍的玉字
戊土則令乙木較為吃力！所謂無對比
就無傷害，正是此時勢的寫照。
而這位和尚皇帝，也着實沒令人失

望，當時背景——在劉福通帶領紅巾
軍征戰的同時，據守在濠州的郭子興
領導的紅巾軍也在日益壯大。濠州雖
處在元軍的包圍中，但義軍將士們英
勇不屈，眾志成城，使元軍無計可
施。
一天，在凜冽的寒風中，匆匆趕來

了一位衣衫襤褸的年輕和尚。城衛懷
疑他是元軍的奸細，一面將他捆在拴
馬樁上，一面派人去通報元帥郭子
興。郭元帥聞訊趕到城門，只見繩索
緊縛的和尚相貌奇偉，氣度非凡，心
裏不禁暗暗稱絕，此人便是後來的大
明開國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祖籍江蘇沛縣，本名朱重

八。當時布衣百姓一般都不取正式名
字，只用行輩或父母年齡合計數作為
稱呼。
朱元璋小時候一有空就跑到皇覺寺

去玩耍，這寺內的長老見他聰明伶
俐，討人喜歡，便抽空教他識文認
字。朱元璋天賦過人，過目不忘，天
長日久，便也粗曉些古今文字了。
朱元璋17歲那年，淮北發生旱災、

蝗災和瘟疫，他的父母、長兄在不到
半個月的時間裏相繼死去，鄉里人煙
稀少，非常淒涼。朱元璋走投無路，
只好剃髮進了皇覺寺，當了一個小行
僧，整天掃地上香，敲鐘擊鼓，還經
常受到那些老和尚的訓斥，為了混口
飯吃，朱元璋只好忍氣吞聲。
後來，災情越來越嚴重，靠收租米

度日的皇覺寺再也維持不下去了。住
持只好把寺裏的和尚一個個打發出去

雲遊化齋，自謀生路。進寺剛剛50天
的朱元璋也只得背上小包袱，一手拿
木魚，一手托瓦缽，穿城越村，加入
了雲遊僧人的隊伍。雲遊中，朱元璋
親眼目睹了混亂不堪的世事，對當時
的社會有了深刻的認識，人生經驗也
大大豐富。他決定廣泛交遊，等待出
人頭地的時機。3年後，他回到了皇覺
寺，不久，接到已在郭子興部隊當了
軍官的窮夥伴湯和的來信，邀他前去
投軍。於是他連夜奔往濠州城。在征
戰過程中，朱元璋知人善任，為人豁
達大度，文士馮國勝、李善長等為他
出謀劃策，英勇善戰的常遇春、胡大
海也來投奔他。攻下滁州和和州後，
他整頓軍紀，申明紀律，禁止軍隊搶
掠姦淫，因此深得百姓的擁護。郭子
興死後，朱元璋被升為左副元帥，第
二年，他率眾佔領建康，成為紅巾軍
內部一支力量強大的武裝力量。
此後，朱元璋逐漸把郭子興的舊部

全部納入自身旗下，並以建康為根據
地，不斷擴充勢力。當時，在他北面
的劉福通、韓林兒所率紅巾軍正受到
地主武裝的襲擊；西面的徐壽輝被部
將陳友諒所殺，陳友諒不能服眾，將
士離心；明玉珍因為不服陳友諒的領
導，在四川自立，國號大夏；東面的
張士誠和方國珍受到元政府的勸誘，
接受了元的官號。元朝的主力指向劉
福通等人，朱元璋便趁機在浙東發
展，逐漸控制了皖南、浙東地區。
由於紅巾軍內部的分裂腐化和元政

府的鎮壓，劉福通一部在1363年時兵
敗，劉福通犧牲，紅巾軍力量削弱，
起義失敗。朱元璋這時佔據浙東，發
展生產，羅致人才，鞏固統治，實力
漸漸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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