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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像「陳記三及第」這樣的店名，在
城市的街邊小吃店裏是很常見的吧。尤其是
一些歷史比較悠久的城市，比如北京可能叫
「X記炒肝」，成都可能叫「X記抄手」，
杭州可能叫「X記定勝糕」，香港可能叫
「X記魚蛋粉」……只是在深圳這座以快節
奏著稱的新城市裏，你如果某天早晨從容地
坐在一把簡易木板椅上，點上一碗三及第
湯，配一碟醃麵，邊愜意地吃，邊悠閒地看
街景，也許會覺得有些不真實。
那是一個周末，到深圳灣人才公園晨練，

回來路過一條名「登良路」的小街。登良路
不大，路名卻頗有來歷。我曾在南頭古城
「新安縣衙」裏看過有關介紹，說南園村人
吳登良出身貧寒，幼時即遠赴歐洲做中餐館
學徒，後來自己開餐館。上世紀二十年代
初，吳登良拿出一生積蓄回家鄉辦教育，開
辦了當時寶安縣惟一的洋房小學——南園小
學。南園人為了紀念他，在村裏立了登良
碑，並將小學前面的道路命名為登良路。要
知道，深圳以人名命名的道路極少，據說只
有龍崗區坂田街道因華為公司的關係，有幾
條道路是以科學家的名字命名的。
登良路的存在，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南園村

重教興學的傳統。南園村建村已近千年，村
民以吳氏為主，現有老屋十餘間，以及吳氏
宗祠、解元祠等歷史建築。宋、明、清三
代，南園村人在朝為官或考取功名者多達
100餘人，深港地區惟一有據可考的解元吳
國光亦出自該村。不過遺憾的是，南園小學
因校舍老舊存在安全隱患已經停辦了。好在
登良路並沒有在城中村改造的大潮中消失，
新修的地鐵2號線還在此設站，名登良站。
從登良站往西，一直到南園小學舊址，街邊
是一溜的早點舖子，賣包子稀飯米糕粿條的
都有，煙火氣息很濃。
一路走來，我被裝飾簡潔的「陳記三及
第」小舖吸引。事緣前兩天，我剛從《文匯
報》副刊讀到香港資深出版人梁振輝寫的一
篇隨筆《「及第粥」的食材與由來，「三及
第」：燒飯、穿衣、寫文章》。文章考證了

「及第粥」的來歷，並講到客家人有一味
「三及第湯」，所用三款食材與及第粥相
同，即豬肉、豬膶、粉腸，由此引申出坊間
把某現象中同時出現三種性質相近的元素說
成是「三及第」，比如穿衣三及第、煮飯三
及第、寫文章三及第等。看見這個舖子，便
想到梁先生的文章，食慾一下子就起來了。
我走進小舖，點了它的招牌食品：三及第湯
配醃麵，不慌不忙地吃起來。
店裏食客不多，鄰座有一對操北方口音的

老年夫妻，顯然是常客。他們大聲地品評着
面前的吃食，說這三及第湯和醃麵的味道，
家裏怎麼都做不出來，早上散完步，來這裏
吃過早點，一天都舒坦。受他們情緒感染，
我也覺得這個湯和麵格外可口。其實，三及
第湯的製作並不複雜，主要食材是豬頸肉、
豬肝（豬膶）、粉腸加枸杞葉，配上少許鹹
菜、酒糟、白胡椒等調料，關鍵是材料要新
鮮，火候把握得當，才能做出清淡鮮美的囗
味。醃麵是一種拌麵，用生麵煮熟，控乾水
分，以豬油、炸蒜、食鹽攪拌均勻，再加上
肉沫，撒上葱花，香味撲鼻而來，入口嚼勁
十足。雖然也有醃河粉、醃米粉等，但口感
都不如醃麵。簡單的食材，親和的環境，在
小舖及周邊形成一種隨意的氣氛，讓人特別
放鬆，心思便天馬行空了。
在通常印象中，深圳並不是一個適宜市井

小民生活的城市。這裏的「國計」很強大，
「民生」則顯得羸弱。尤其是登良路所在的
南山區，觸目盡是體現時代精神和國家形象
的地標式建築赫然而立，高大上的感覺無處
不在，市民的生存空間彷彿都局限在一棟棟
公寓樓裏，並不在街巷和社區。現在看來也
不盡然，只是平常缺乏閒適的心態，沒有留
意罷了。
看着人行道上三三兩兩的行人、大街上偶

爾駛過的摩托車，以及路旁停靠的一排排藍
色或黃色共享單車（自行車），我改變了深
圳交通只利於駕駛不利於騎行的固有印象。
的確，早些年在城市規劃建設中或多或少有
一種排斥自行車的傾向，認為自行車是落後

的交通工具，深圳要打造全球標杆城市，會
逐步淘汰自行車。後來才發現，對絕大多數
市民來說，自行車是最便捷的出行工具，世
界上很多現代化大都市發展了數百年，仍留給
自行車一席之地。在市民反覆呼籲下，政協委
員聯名提出「建設自行車友好型城市」的提
案，由市長親自督辦，辦理情況向一年一度的
市兩會全體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通報。經過多
年努力，除了新修的自行車林蔭道，原來的人
行道被劃上自行車專線，車水馬龍的大街路沿
也鏟出豁口供自行車通行。現在，深圳的自行
車道雖然與其他有自行車傳統的城市相比還
不是很順暢，有些地方仍需要上天橋、下地
道，但基本實現了全市貫通。
時髦與市井，從來是相輔相成的。汽車只

有交通，自行車才有生活。在每一個不起眼
的街頭巷尾，隱藏着這座城市的歷史，也蘊
含着這座城市獨有的韻味。深圳作為人類有
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移民城市，短短40年裏從
30萬人發展到2,000萬人。雖說來了就是深
圳人，但並不意味着這些來自四面八方的弄
潮兒，沒有他們的鄉愁。或許，只有當多種
生活方式充分包容的時候，深圳的故事才算
完整，才會以自己的豐富性成就一座真正意
義上的大城市。否則，無論多繁華，終究有
「市」而無「城」。比如巴黎，作家Kevin
Kwan認為，它之所以偉大，就在於你走入
每一條街道都像一本打開的小說（Paris is
great because every street you walk down is
like an unfolding novel.）
吃完早點，走出小店，想拍張照片留念。

但見綠底黃字的「陳記三及第」招牌沐浴在
初升的陽光中，很顯目，也很親切。小店以
本家姓氏冠名，不由生出幾分回家的感覺。

驚天大邑起南方 五嶽三山走異鄉
萬里鄉愁何處解 街頭一碗客家湯

「……叫罵聲紛紛向子路襲來，無數
的石頭和棍棒打在子路身上。敵人的戰
㦸前端擦過子路的臉頰，冠帶被割斷
了，眼看着頭冠將要落下，就在子路剛
想用左手扶正頭冠的時候，被另一個敵
人的劍刺進了肩頭。血噴了出來，子路
倒在地上，頭冠也掉了下來。子路摔倒
在地，一邊仍伸手撿起頭冠，扶正到頭
頂並很快繫好了冠帶。在敵人的刀刃之
下，渾身浴血的子路，用盡最後的力量
大聲叫道：『看吧！君子，要正冠而
死！』」
子路，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孔子大

他九歲。子路為頭冠戰死時63歲。死後
被敵施以醢刑，剁成肉醬。
以上的引文，來自日人中島敦一篇小

說《弟子》。中島敦（1909-1942）的
祖、父輩，都是漢儒學者，家學淵博。
中島敦的小說風格大都取材自中國典籍
和故事，而賦以現代意識。在這一系列
小說中，除了《李陵》外，這篇《弟
子》也是傑作。子路之死是結局，中島
敦在開篇時，也寫得十分生動。
中島敦指子路是遊俠之徒，想去羞辱

一下被盛傳為賢者的學問家孔丘，「他
想知道這個冒牌的賢者到底有多厲

害。」於是——
「蓬頭垢面，頭戴小冠，身穿短後

衣，左手提公雞，右手拎母豬，氣勢洶
洶地衝着孔丘的家門而去。他一路搖着
雞晃着豬，企圖用動物嘴裏發出的嗷嗷
叫聲，來擾亂儒家誦讀之聲。」
然而，經過與孔丘一輪對話後，子路

被打敗，向孔子施了弟子之禮。雖然成
了弟子，子路「在所有弟子中，沒有誰
會像子路那樣被孔子呵斥，也沒有誰會
像子路那樣毫無顧忌地反問老師。」子
路尊師，但會詰師。中島敦勾勒出子路
站在孔子跟前的情景：「就像是待在母
親身邊的孩子。」而孔子對他，中島敦
有非常精彩的描述：子路是頭牛，有牛
脾氣，孔子曾想將他矯正，後來放棄
了。認為子路「有需要鞭子敲打的弟
子，也有需要用韁繩勒住的弟子。」
子路是勒不住的。遇敵時，很多人走

了、避了，如子羔，子路卻勇闖上前，
終於為「正冠」而亡。被剁碎而醃，累
孔子每見醃肉，必揮斥而去。黯然心
傷。
〈弟子〉被收於中島敦的《山月記》

（楊晚鐘譯，香港：三聯書店，2022
年）中，除這篇外，還收〈李陵〉、
〈悟淨出世〉、〈悟淨嘆異〉、〈光．
風．夢〉、〈名人傳〉等。楊晚鐘在
〈寫在《山月記》之前〉，〈弟子〉的
解說，缺。不過，他借文評家深田久彌
之言說：
「中島敦借助於對歷史人物的重新塑

造，縱情地抒發了自己心中蕩然的熱情
和感情。《李陵》中的主人公——無論
是李陵、司馬遷還是蘇軾，他們不幸的
遭遇雖然都是取自於史實，但那種悲痛
卻是屬中島敦所有。」
中島只活了33歲，一生不幸，親人迭

離世，自身為病所纏，事業並非輝煌，
他之歷史小說，是借古代人物的酒杯，
痛澆自己心中的塊壘。

蓮達說：「我覺得這個角色就像是他自己
的漫畫，讓他看起來愚蠢、愚昧，並且在塑造
這個中國人的角色時帶有侮辱成分。至於他是
誰以及他的實際遭遇是如何，所呈現的與真相
相去甚遠。這看起來很可怕！」她的意思是，
這個角色是李小龍一個誇張的寫照，且製作方
式對中國文化有所冒犯。
香凝說：「坐在電影院裏聽到人們嘲笑我
父親時，我真的很不舒服。我只感興趣的是提
高人們在李小龍怎樣去作為一個人以及他如何
去過他的生活這些方面的意識。在這個形象
中，他的一切都被沖進了馬桶，讓我父親變成
了這個傲慢的出氣袋。塔倫蒂諾將這位武術傳
奇人物塑造成一個充滿熱氣的傲慢混蛋，但他
們沒需要像他在世時『白人荷里活（White
Hollywood）』那樣的對待他。」她想指出的
是：她的父親可以被打敗，但斷不會廢成這個
樣子的。塔倫蒂諾似乎在告訴所有人，她的父
親不是一個值得那麼多讚美和欣賞的人。電影
中對李小龍的描繪實際上破壞了她父親所留下
的遺產，他們對待她父親的方式返回了「白人
荷里活」時代：環境由白人演員主導，非白人
受到嚴重歧視。
在莫斯科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塔倫蒂諾
終於回應了針對他的「噪音」：「李小龍有點
傲慢自大……他說話的方式……我並沒有胡
編亂造，我聽過他說那樣的話…如果有人說，
『好吧，他從沒說過他能打敗穆罕默德阿
里』。嗯，是的，他是有講過的。不僅他這麼
說，他的妻子蓮達也有說過，在我讀過她的第
一本傳記中……是《李小龍：只有我認識的
男人（Bruce Lee：The Man only I knew）》。她
絕對是這麼說的。
為了看看塔倫蒂諾的觀點是否合理，筆者
做了一些研究：
在《只有我認識的男人》一書中，蓮達寫
道：「即使是最尖銳的評論家也承認李小龍的
武功十分有看頭。一位評論家寫道：『如果他
們同處一室，並告之任何事情也可發生，那些
看過李的人會打賭李會讓凱西烏斯克萊（阿
里）失去知覺。』」
寫下的是，就連那些刻薄挑剔的評論家也
承認李小龍的武功很到家，也有評論家認為
阿里在實戰中會被李小龍打昏。從這裏我們
可以看出，蓮達只是在書中引用了一些評論
家對李小龍武術水平的看法，她絕對沒有說
李小龍提到他可以擊敗當時最偉大的重量級
拳擊手阿里。
李小龍為何總是給人一種「寸/寸嘴」（傲
慢自大）的印象，這裏或許可以找到答案：李
小龍喜歡在同一套對話中使用重複的描述或對
相似的東西提供多個不同的版本。
小龍說：「要『無形』、『無相』。」
（Be formless, shapeless）

「無形」和「無相」在本質上是一樣的。
小龍又說：「至高境界是無形式的。我認

為武術的至高境界在應用上一定是無『絕對
（absolute）』形式的。」
「無絕對形式」的短語中的形容詞「絕對」似
乎是多餘的了。
小龍再說：「在這裏，我作為一個人，我
怎麼能『完全地（totally）』和『完整地
（completely）』表達自己呢？朋友，聽着。
你看，真的，對我來說，好吧，對我來說，武
術終極地（ultimately）意味着『誠實地』表
達自己。這是很難做到的。但是，要『誠實地
（honestly）』表達自己——而不是欺騙自
己——要『誠實地』表達自己，我的朋友，
這是很難做到的。」
「誠實地」意味着「完全地」。「完全地」和
「完整地」並無區別。李小龍只想加強語氣，
讓自己的言詞更為生動，令人難以忘記。
……下期待續
2023年7月20日是一代武打巨星李小龍逝

世五十周年的紀念日。筆者在上幾期提過會在
這段期間有點搞作。本文出街時那個搞作已經
「擺上台」，而今次這個台不只是「本港台」
或「中國台」，而是「國際台」——一個與
李小龍相關的YouTube個人頻道正式推出，
當中「台主」（筆者）誠實地、完整地、終極
地（李小龍常用的副詞）記載和評價其生平事
蹟以及詮釋和擴充其哲學思想。
由於李小龍成長於香港，揚威美國後返港

再打開東南亞市場以及死後紅遍海外，所以若
不是當年見證其事蹟的那一輩人充當製作人，
成品只流於道聽途說。再加上，李小龍的武學
理念絕大部分源於中國佛教和道教的哲學思
想，外國人甚至絕大部分中國人，包括中文學
者都未必能夠精準詮釋李小龍留下的武學哲
理。為了讓不同種族也能理解李的事蹟，身為
香港人的筆者作出了把「英文版」先行推出的
決定，當然「普通話版」和「廣東話版」會緊
隨其後。
一晃眼，李小龍猝死至今已過了整整五十
個寒暑。親耳獲悉他死訊的人現在已一把年紀
了，筆者正是當中一人。約七年前，《粵語講
呢啲》在《文匯報》開版時，筆者也曾提及人
到了人生的後段如還可在你的行業裏或能力範
疇內得以倖存，是上天對你的眷顧；但這不是
沒有條件的——你得繼續付出、作出你些微
的貢獻（如有），把可留下的盡量留下，才不
負所望、此生無憾。
話說回來，筆者一直鼓吹的「粵語保育及
傳承」其實與今天所推出的「李小龍事蹟」視
頻在思維上是一致的。如我們今天還不好好利
用尚餘的記憶和能力去把值得流傳的記下，一
個又一個文化遺產就在時代巨輪的滾動下悄然
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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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島敦的子路

悼李小龍：寸、寸嘴、寸得起（2）
明胡惟庸之案（上）

◆木 木

◆梁振輝香港資深出版人
◆王正亮粵語講呢啲

詩語背後

陳記三及第
◆◆綠底黃字的綠底黃字的「「陳記三及第陳記三及第」」招牌沐浴在招牌沐浴在
初升的陽光中初升的陽光中。。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

日
本
作
家
的
中
國
故
事
新
編
。

作
者
供
圖

字裏行間

來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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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初胡惟庸案的發生，驗證了一個觀
點：權臣專橫跋扈在強人政治來說，絕
對是死罪。諺語說得好：「上帝要你滅
亡，必先令你瘋狂！」胡惟庸正是此
例，胡惟庸的姓名五行組合「庚金壬水
壬水」，壬水是大海之水，大水難制，
可任意妄為，但可示現霸道行徑，喜針
鋒相對。作為君主的朱元璋，朱姓癸
水，胡姓庚金，庚金乃陽金，會造成金
大水涸，那種以下犯上的感覺，自然在
朱元璋心中植根。
此案牽連甚大，當然掀起滔天風波的

主角是胡惟庸。他於1373年由右丞相
升任左丞相。胡門生故吏遍於朝野，形
成一個勢力集團，威脅皇權。1378年，

明太祖對中書省採取行動。一天，胡惟
庸的兒子騎馬在大街上橫衝直撞，結果
跌落馬下，被一輛過路的馬車軋了，胡
惟庸將馬伕抓住，隨即殺死。明太祖十
分生氣。十一月又發生了占城貢使事
件。占城貢使到南京進貢，把象、馬趕
到皇城門口，被守門的太監發現，報與
明太祖。明太祖大怒，命令將左丞相胡
惟庸和右丞相汪廣洋抓進監獄。但是，
兩丞相不願承擔罪責，便推說接待貢使
是禮部的職責。於是，明太祖便把禮部
官員也全部關了起來。
兩相入獄，御史們理解了皇上的意

圖，便群起攻擊胡惟庸專權結黨。於
是，1380年，明太祖以擅權枉法的罪名
處死了胡惟庸和有關的官員，同時宣布
廢除中書省，以後不再設丞相。
明太祖以擅權枉法之罪殺了胡惟庸

後，胡案就成為他打擊異己的武器，以
致受牽連而被殺者達3萬多人。

當然，此乃與明初明太祖當時的政治
架構取態有大關聯。明太祖設置拱衛
司，統領校尉，隸屬都督府，為皇帝侍
從軍事機構，後改拱衛司為拱衛指揮使
司。洪武二年(1369年)，拱衛指揮使司
又重新更名為親軍都尉府，另設儀鸞司
歸其統領。後又將儀鸞司改為錦衣衛，
下設指揮使、指揮同知、指揮僉事、南
北鎮撫司鎮撫、千戶五職，皇帝任命自
己心腹出任指揮使。錦衣衛建立前的儀
鸞司只是替皇帝管理儀仗的普通侍衛機
構，改為錦衣衛後，權力增添了很多。
除擁有侍衛職權外，還有權巡察緝捕和
審理詔獄。

（未完待續）

姓名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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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一角讀書夢
◆梁路峰

人需要讀書，讀書需要充分利用時
間。筆者從事寫作40多年，白天上班幾
乎無法動筆寫作，因此晚上擠時間讀書寫
作，只有熬夜，才能夠完成自己想要的文
字。每天的書寫，是一種習慣，也是對待
生活的一種態度。其實每天的文字也是照
射自己心靈的一面鏡子，通過自己心底流
淌出的文字，記錄着屬於自己生命的時
光。寫作是檢驗讀書的試金石，只有經過
碰撞打磨，才會讓自己的靈魂熠熠生輝。
我只是高中畢業，一直在讀書求學的

路上奔跑，因為文憑低，我開始報名自學
考試，經過考試，被江西公安專科學校治
安管理系錄取，學校是在南昌市的青雲
譜，於是我開始了三年的艱苦求學路，每
到星期五下班後，我拎着一個書包，晚上
8點搭乘遂川到南昌的夜班車，奔波336
公里到達南昌長途汽車站過夜。第二天早
晨六點起床，到衞生間用自來水洗一把臉
就趕往學校準時8點上課。星期天下午上
完最後一節課，趕緊拎起書包跑到105國
道攔截南昌開往遂川的夜客車，每次回到
遂川縣城都是凌晨兩三點鐘，回到家洗個
澡，睡兩三個小時，第二天早上照常上
班，就這樣，經歷了三年風霜雨雪、秋高
日曬，終於拿到了江西公安專科學校的中
專畢業證。
在秘書科，顧名思義，上傳下達，寫

公文、寫新聞、寫調研與總結，寫行動

方案、寫講話稿，負責信訪接待，兼管
公安檔案，尤其是處理信訪時，涉及法
律的問題特別多，對法律問題一知半
解，處理信訪時思路經常短路，有時對
法律問題無從下手，我只好自學法律知
識，不停地讀法律方面的書籍，遇到難
題，求助法制科的同事，可處理起問題
來總是事倍功半，因此，我決心突破法
律的短板，下決心要學好法律。
拿到了專科畢業文憑，我高興地向局

長匯報，本以為他會表揚一下我，可他
嚴厲對我說，你必須取得大學畢業文
憑，否則，你想在公安機關長期呆，幾
乎不可能。局長的話，就像一記悶棍，
把我打得沉痛了好幾天。於是我下定決
心，向本科文憑進軍！
2003年9月，我報考了西南科大法學
本科自學考試，又開始了新的三年本科求
學路。在西南科大學習期間，我重點攻關
公安法制，民事、刑事法律實務。2006年
7月，我終於接到了西南科大法學本科畢
業證，在局領導和秘書科長的鼓勵下，
我報名參加全國司法考試。第一年考試
成績離最低合格分數差18分，第二年差
9分，第三年差6分、第四年……一直到
第六年，終於達到合格分數線。
六年司考路，有辛酸、有淚水、有彷

徨，也有歡喜。六年來，讀書對我來說太
重要了，我發瘋一樣地看書，我的手提包

裏放的是法律書，床頭上、辦公室桌上，
就連廁所邊都是放着法律書。讀書，成為
我一天24小時的苦菜花，就夜裏睡着
了，夢裏還在背法條……六年司考路，
在考場，考得我暈頭轉向、眼花繚亂，但
我沒有退縮，始終堅守堅持。
在求學的路上，通過大量讀書，完成

了自己的求學三部曲，20多年的苦苦追
求，成功成為一名法律工作者，從而成功
考入魯迅文學院，成為23屆中青年高研班
學員，在北京魯迅文學院三個月的研修學
習期間，依然是離不開讀書、導師和大家
名家講課，除了講他們的創作技巧以外，
主要還是講讀書。三個月的魯迅文學院進
修，使我的文學進入了一個新的天地。
28年公安生涯，讀書成就了我的新聞

記者夢、作家夢、律師夢，在公安局28
年的書寫生涯中，書寫了一個全國二級英
模、三個全國公安優秀人民警察、一個全
國優秀公安局長、五個江西省勞動模範、
七個全省人民優秀警察、一個特級優秀人
民警察；遂川縣連續三年榮獲全省優秀公
安局，1998年榮獲全國優秀公安局。我
個人也榮立三等功3次、嘉獎11次，這一
切一切，傾注了我大量的心血，這些立
功，和諸多榮譽的背後，有我千萬張白紙
變成萬萬份黑字的心血和汗水；而這一切
都是由讀書從大腦流到手上的筆端，落在
紙上有無聲的汗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