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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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黨爭既是內耗，也是人難，尤其明朝東林黨與閹黨

之鬥爭，更是對國家之基礎有嚴重之動搖。
而閹黨之首就是宦官魏忠賢。「忠賢」二字，明顯的意

思，就是忠誠、可靠。為何歷史卻證明是極其相反？究其
原因，可從姓名五行組合分析說起，聽忠賢姓名五行組合
乙木乙木戊土，本來乙木可理順戊土的缺點，那麼「賢」
之賢良本應能保存下來。但此姓名總局之所以「忠賢」二
字出現反差即相反意義，即不忠又不賢的效果。五行反差
原理主要有二：（一）乙木乙木出現在同一個姓名之中，
於是出現「爭奪」、「競爭」之情況。（二）「忠」字有
己土之隱藏五行受到乙木反克，因此表面以忠賢為本之宦
官魏忠賢，其實「戊」土不能被理順，於是有階級、濫權
的惡習，兼且不忠又不賢！
正正與東林黨要員顧憲成，姓名五行組合為壬水、癸水

和癸水，有着嚴重之黨爭、激鬥！當然，在姓名學當中，
全名皆是水，尤其是同質不同種的水出現在同一姓名中。
例如，此姓名壬水和癸水同時出現，一生人容易在際遇中
出現競爭者，人事鬥爭，包括自己親人和陌生人。
基於諸法因緣生的情況，魏忠賢之閹黨與顧憲成的東林

黨之黨爭自然不可避免。
而明朝後期，朝臣結黨，派系林立。萬曆三十二年

（1604年），落職還鄉的原吏部郎中顧憲成在地方官員的
資助下，與高攀龍同講學於無錫東林書院。他們諷議時
政，裁量人物，其言論形成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在朝在野
的各種政治人物和東南城市勢力以及一些地方實力派都聚
集他們周圍，形成了一個聲勢浩大的東林黨。
早期與東林黨對立的主要是一批代表大地主集團利益的

官員。東林黨與各黨派的鬥爭是以「京察」為發端的，以
後爭論的中心逐漸轉移到太子廢立問題上來。後期黨爭主
要是與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的鬥爭。魏忠賢原是當地有名
的市井無賴，後因賭博輸盡了家產，做了太監。熹宗時，
魏忠賢與熹宗乳母客氏勾結，日益得寵，成為新的政治集
團，被稱為「閹黨」。
東林黨曾為熹宗登基之事出過大力，他們當政後，開

始整頓朝綱，將很多腐敗官員罷免。這些人便紛紛投靠
魏忠賢，魏忠賢把東林黨人看成阻止他實現野心的重要
障礙。
天啟四年（1624年），魏忠賢在宮內基礎已牢固，開始

向外廷出擊。六月，素以剛直敢諫著名的左副都御史楊漣
上疏參劾，列舉魏忠贀24條大罪，並請求驅逐客氏出宮。
魏忠賢設計使熹宗下旨嚴責楊漣。不久，楊漣和東林黨另
一重要成員左光斗一起被罷了官。天啟五年（1625年），
閹黨爪牙許顯純捏造口供，將楊漣、周朝瑞、左光斗、袁
化中等人下錦衣衛大獄中，不久又將他們殺害。天啟六年
（1626年），魏忠賢捏造了「七君子」事件，把東林黨人
周啟元等7人迫害致死。此外，為了打擊反抗和不肯依附
他們的官員，魏忠賢的黨羽們還編列了黑名單，將不肯同
流合污的官員指為東林黨，列在黑名單上。當時開列黑名
單已成為一大風氣，東廠西廠都照單捕人，並把他們弄
死。一時間，朝廷上下烏煙瘴氣，魏忠賢的權勢達到了頂
峰。
天啟七年（1627年）熹宗病逝，崇禎繼位。魏忠賢大勢

已去，自知被天下人所憎恨，難以自保，便自縊而死，閹
黨勢力也遭到嚴重打擊。東林人士逐漸返回朝廷。
東林黨人主張改良政治、開放言路，反對橫徵暴斂，提
倡減輕人民負擔、緩和矛盾，並為此進行了堅持不懈的鬥
爭。他們敢於揭露批判黑暗腐敗政治，為民請命，為挽救
明朝危機做出了巨大努力，反映了社會進步勢力的要求。

國外有學者認為，中國政府把粵港澳大
灣區視為一個國家內兩種制度的橋樑，一
端是國際公認的市場經濟，一端是中國自
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試圖通過創新性
的實驗來連接全球經濟體系。這個表述並
不準確，但分析思路有可取之處。我們建
設粵港澳大灣區的願景，是在全面深化改
革擴大開放的時代背景下，打造新發展格
局的戰略支點，使之成為高質量發展的示
範地和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所謂戰略
支點，其價值主要不在於本身擁有的體
量，而在於以它為支點撬動更大的局。
由此，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至少具
備兩大戰略價值：其一，推動香港澳門更
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港澳人心全面
回歸；其二，充當國家尺度與全球尺度的
「轉換器」，通過改革銜接，開放協同，
發展聯動，構建中國與世界對話交流合作
平台。事實表明，自《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發布以來，前海、橫琴、南沙
等三大合作平台相繼設立，各平台建設方
案密集推出，相關產業布局全面鋪開，正
是大灣區建設的最大亮點。
三大平台功能定位各有側重，這從各個
平台的名稱即可看出端倪：前海名「深港
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旨在以現代服務業
合作為抓手，促進香港和深圳兩地經濟社
會發展，增強香港同胞對祖國的向心力，
以深港聯動提升粵港澳合作水平，構建對
外開放新格局和創新型產業體系，加快邁
向全球價值鏈高端。橫琴名「粵澳深度合
作區」，旨在豐富「一國兩制」實踐，促
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打造世界旅遊
休閒中心，實現粵澳經濟社會領域的標
準、規則、機制深度對接，構建一體化高
水平開放新體系，為澳門長遠發展持續注
入動力。南沙名「粵港澳全面合作示範
區」，是在東有前海深港合作、西有橫琴
粵澳合作的基礎上，明確提出粵港澳攜手
建設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共建創新發展
示範區、建設金融服務重要平台、打造優
質生活圈等四方面重點任務，全面深入推

動科技成果轉化，共建粵港澳大灣區科技
創新中心。
截至2022年6月14日國務院《廣州南沙
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
案》頒布，粵港澳大灣區三大合作平台各
自有了自己的專屬方案，標誌着三大平台
建設在政策層面躍上新台階。三大平台各
有優勢，相互促進，通過深度協同聯動，
在產業發展和制度創新上形成並進互補之
勢，共同支撐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不斷取得
新進展。三星閃耀，千帆競發，以改革創
新提供破浪前行的新動能，為國家高水平
對外開放開闢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大潮起珠江，巨瀾興南海。在這片土地

上，秦置南郡，宋亡崖門；外抗侵略，內
興革命；衣冠南渡，西學東漸……歷經千
錘百煉，鍛造成了新時代「一國兩制」的
大灣區。「一國兩制」是中華民族智慧的
結晶，包含了中華文化中的和合理念，體
現的一個重要精神，就是求大同、存大
異。大灣區的設立，將從根本上重振香港
國際競爭力，推動澳門產業多元化，提升
廣東發展質量，形成改革開放新優勢，豐
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正如紐約灣區和舊
金山灣區從金融和科技兩翼代表了美國霸
權的核心，東京灣區是日本的形象代表，
粵港澳大灣區必將成為中華民族復興的重
要標誌。
行筆至此，想到一則軼事：1986年10月
12日，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啟程訪問中
國，帶來兩件珍貴禮物：一是原陳列於圓
明園內的一對鎏金獅子，二是伊麗莎白一
世1596年致明萬曆皇帝的親筆信複製件。
信的主要內容是希望與大明通商，但由於
攜帶信件的商船隊在南中國海失蹤而未能
送達。伊麗莎白二世將信交給時任國家主
席李先念，意味深長地說：這封信390年前
未能到達你們這個偉大而美麗的國度，今
天終於由我本人平安地送到了。正所謂：

賡延文脈三千歲 交匯中西五百年
自古浪高風急處 迎來一片艷陽天

粵港澳大灣區擁有全國最密集的交通網
絡，可以用「三跨」來概括：跨境口岸交
通設施，跨江越海橋隧通道，跨市公路鐵
路系統。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確保了資
源要素在各城市間快速便捷流動。形象地
說，當今時代正通過一系列水陸交通幹線
建設，對珠江口展開縫合之勢，蒼茫的伶
仃洋海域終將變成城市內河，粵港澳大灣
區急速地向一座超級都市演變。
前不久，深中通道橋隧合龍，進一步激

發了人們的想像空間。從更宏闊的視野
看，深中通道不僅重新定義了大灣區城市
群的時間距離，而且以珠三角為中心，貫
通粵東、粵西，串珠為鏈，形成一條東經
潮汕入福建、西經湛江入廣西的泛大灣區
沿海經濟帶。這是一條新的潛力巨大的黃
金海岸線，而雄居其上的伶仃洋商圈正是
廣東省着力打造的新經濟高地——環珠江
口100公里黃金內灣。它像一把拉滿的弓，
呈現出空前強勁的張力：雄厚的先進製造
業基礎，領先的科技創新體系，發達的現
代服務業，以及世界級的機場群、港口
群、口岸群，將中國與全球緊緊地連接在
一起。
一條黃金海岸線，一個黃金內灣，在天

海之間組成一個巨大的「旦」字，彷彿中
華海洋強國的宏大願景在旭日朝霞中冉冉
升起。如此形勝，讓我想起先秦頌詞《卿
雲歌》中的句子：卿雲爛兮，糾縵縵兮。
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想起毛澤東主席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暢想：它是
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
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
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
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
兒……

是日也，有客來訪，談香港小報。日前，我在港台的節目中，大談香港報業史
後，他聽了意猶未盡，特找區區再論一番。
我說，香港的小報，打從晚清民初起，直至1990年代，擁讀者無數，一直成為

香港報業的不斷河流。小報也稱為大眾報，受眾包括知識分子、販夫走卒。自從
1990年代，香港報業生態大變，大報中以小報格局面世，小報才偃旗息鼓；坊間
只剩馬經報。
小報當年的墟冚情況，在香港報業史上，是一頁不能磨掉的紀錄，也是市民的
集體回憶。只嘆隨歲月的流逝，這支不受重視的報業雜牌軍，就這樣消失了。
小報曾有人研究？直到於今，深入研究香港小報的，幾無一人。有的只是一些
散篇回憶和單篇文章。例如：

陳青楓大談當年在《田豐日報》「鉸剪漿糊辦報」的剪剪抄抄的日子。
張圭陽說，《明報》早年走的是小報格局，持續有許多大標題的強姦新聞和香艷小說。
周佳榮指看小報是普羅大眾的重要娛樂之一；小報的類型包括娛樂報、伶星報、小說報

等。
楊國雄研究小報有單篇論文，如研究《香江晨報》、《香港新聞報》、《香港小日

報》、《超然報》、《中興日報》等，都是資料豐富、論證嚴謹的論文。
李家園寫了《骨子》、《胡椒》、《探海燈》、《真欄日報》等。
至於小報的研究論文與專書，現可見的有下列：
一、李楠著《晚清民國時期小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
二、土屋禮子著，楊珍珍譯《大眾報紙的起源——明治時期的小報研究》（北京大學出

版社，2015年）。
三、孟兆臣著《中國近代小報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
四、連玲玲主編《萬象小報：近代中國城市的文化、社會與政治》（台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
五、祝均宙著《圖鑒百年文獻：晚清民國年間小報源流特點探究》（新北：華藝學術出

版社，2013年）。
以上各書除土屋禮子外，其他的多屬論述晚清民國時期所出版的小報，少涉香
港的。香港由晚清至1990年代所出版的小報，大都已散佚，以致有關的論說文
字，都是短章，沒有大規模的研究。這課題有急切性、必要性，因隨着時日的流
逝，再不鈎沉，各類小報勢必淹沒。客拿出一份1963年的《九龍夜報》小報，問
我有沒有看過？

我說看過，這是馬經報，但不全是講馬，內頁
還有新聞和副刊。這和排位版、貼士馬報是不同
的；這是小報另一條道路。記憶中，當年還有份
《天皇夜報》走這條路。1992年，有份《縱橫日
報》，以馬掛帥，有本地新聞、娛樂消息，都不
錯；可惜那年發生馬流感，《縱橫日報》拿到獨
家資料，曾猶豫是否刊登，因消息一揭露，馬會
會停賽。結果是，為了新聞正義，爆炸消息刊出
了。結果不出所料，馬會停賽，《縱橫日報》銷
路大跌，就此關門。
客說，既有《九龍夜報》，又得《縱橫日報》
資料，他要成為一個報刊研究者云。祝福他。

「走精面」中，「走」指走向；「面」，指
方面，口語讀「面6-2」；「精」，口語讀「鄭
6-1」，指精明、聰明或廣東人說的「醒/醒
目」。那整體的意思就是做人做事朝着精明的
方向。這可不就是至高無上的人生策略嗎？很
可惜，那種「精」是含有不合規範的元素。就
近期香港的JPEX事件（這只是冰山一角），
不少年輕人涉嫌以不當手法進行加密貨幣交
易，最終須面臨法律的制裁。在「串謀詐騙」
的事件未被揭發之前，一般人認為這群人很
「精」，因為他們可以在很短時間內獲得很大
的回報。誰不知，他們只是「走精面」，不循
正途去獲取利益。「走精面」有「走捷徑」
（抄小路）的意思。
那「走精面」又是否終須會出事的呢？這又
未必。筆者多年來見盡不少料子有限但懂得找
門路的人；他們最懂「看風駛𢃇」（看風駛帆/
看鋒頭）或「擦鞋」（阿諛奉承），不用違法
已可踏上青雲路。在筆者的眼裏，做人做事毋
心存僥倖，沒必要對那些「走精面」的人投以
豔羨目光；憑藉自己的聰明才智和透過努力獲
得成果，這才是「馨香」（珍貴）的。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
何年。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
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以上都是出自千古文人蘇東坡的手筆。可以這
麼說，不是絕頂「精」又怎會寫得出這些不朽
的字句呢？擁有這樣的聰明才智應是上天的眷
顧，但原來他晚年時對此十分抗拒，大家可從
他以下的一段文字一窺他為何有以上的想法：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
但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翻查蘇東坡當官的歷史，他可說是完全不懂官
場的遊戲規則，亦即不懂「走精面」，以為正
確的、正義的、正氣的就要爭持到底，造成得
罪權貴，致使在仕途上受排斥、受加害。事實
上，如蘇東坡懂一點「走精面」，即適當地
「避重就輕」，他就不會落得屢遭貶謫的下
場。話說回來，以上文字極具諷刺性——表面
看來這只是表達自己對兒子的期盼，實則是暗
指自己如不是那麼「精」就不會被人加害至如
斯田地；另外，你們的孩子愚笨不成問題，他
們會因為你們懂得「走精面」而有封侯拜相的
機會。
「精歸左」中的「左」不是指左面，而是指
旁門左道，非正途也。廣東人就以「精歸左」
來形容那些不用正途去達成目的的人。然而，
在世俗人的眼裏，只要錢能賺得多、位能爬得
高，就把你看成精明、看成豪傑，至於用上何
種手段，好的壞的，也一概不管，與「笑貧不
笑娼」同出一轍。
廣東人用「精甩尾」來形容那些能算計到極
點、不易被騙或吃虧的人。「甩尾」一般理解
作甩掉尾巴。至於為何有此說法，坊間流傳以
下兩個典故：
其一、孫悟空七十二變也變不走尾巴，所以能把尾巴
甩掉的，一定非常厲害。
其二、動物，如壁虎等，如遇到生命危險，會自斷尾
逃生，故有「精甩尾」之說。
據筆者的考究，「精甩尾」大有可能源自「精
甩辮」，「尾」指「馬尾辮」（簡稱「馬
尾」），而這個詞又源於清代。在那個朝代，
清廷規定漢人一律留辮子。有傳當時有人因犯
事而須逃亡，心知蓄着辮子會較容易給官兵追
捕時逮着，於是先行把辮子甩掉；有人就叫這
個聰明的做法做「精甩辮」。
「走精面/精甩尾/精甩辮」的人以為這種作
風無往而不利；而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只會給
機會或栽培不怕吃虧的人，到頭來你不是沒吃
虧而是吃大虧哩。常言道，「聰明反被聰明
誤」，「精歸左」總有一天會「撞大板」（闖
大禍）的。廣東人有所謂「面懵心精」，意思
是雖聰明，有時也要扮點無知，毋鋒芒過露、
毋事事出頭，就不會成為眾矢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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