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歡老街，經常要去各地的老街逛逛，看看老街的街
景，訪訪老街的人物，聽聽老街的故事。
最近去了次太湖之畔的一條老街，與20年前相比沒

多大的變化，老石子的道路，老石級的小橋，老木板的
房舍，穿着老式服裝的老人，只是房舍門前和隙地間多
了不少小轎車，擦肩而過的青年人穿着時尚了不少，還
有，就是傍着老街的小河明顯清澈了許多，有婦人打着
赤腳在河道裏洗衣滌被。老街自然有自來水，但依傳
統，在河道裏洗衣滌被爽快得多，久違的「乒乒乓乓」
捶衣聲是老街驕傲的標配，表明老街河道裏的水足以用
來涮清衣物。記得前回來此，印象最深的就是這裏的河
水濁且臭，還漂浮着垃圾，恁是辜負了「美就美在太湖
水」的意境。其實那時正迫近太湖水危機，太湖「主動
脈」尚且自身不保，更哪堪小河濱「毛細血管」？令人
欣慰的是，如今湖和河都告別了「富貴病」。
來老街打卡的城裏人不少，多數是年輕人。老街的景

物在他們眼裏都新鮮，打盹的老黃狗、弓背的小花貓、
河灘滌衣的婦人，還有簷下悠閒喝茶的老者都攝入了他
們的鏡頭，最讓人驚訝的是彈石路上摩托飛馳而過，衝
上了近乎45度斜坡的石橋，頗有表演雜技的水平。
最能體現老街情味的是一家家飯店的老味道，這也是

吸引絡繹不絕來老街打卡者的最大緣由。筆者也是衝着
老街老味道來的，老街老味道多半是太湖的恩賜，正宗
的「太湖三白」、梅鱭魚、串鰷魚、激浪魚，在城裏的
飯店難以相逢，這裏則是隨手可點，還有酥爛透味而不
失其形的東坡肉及燴筒腸。燴筒腸是老街最負盛名的特
色菜，為豬大腸套小腸，呈筒形狀，香、有嚼勁，典型
的化腐朽為神奇，豬下水能烹調到這樣的美味，大概也
只有老街老店的神韻了，怪不得央視也作過專題介紹
哩。筆者在微信群裏一透露，即刻吸引一大批老饕群友
向我打探飯店的方位。

老街的老味道固然吸引人，殊不知老街的老故事更令
人神往。我相信每條老街都積澱有耐人咀嚼的老故事，
唯沉浸其間，方能得其真趣。我們對許多老街都匆匆而
過，沒能觸摸到藏在每一條弄堂、每一座橋樑、每一爿
店家、每一間房舍裏的故事，倘能靜下心來尋覓，必定
能像撒下細織密鈎的漁網般逮住某年某月發生在老街的
一隻隻故事，某種意義說，老街的故事才是老街原汁原
味的韻味，足以讓老街的味道流傳恒久。
記得50餘年前，我插隊落戶的鄉下附近有條老街，

街上一爿餛飩店的故事就足以令人動容。說的是這爿餛
飩店老闆娘是個頗有姿色的女子，餛飩又做得美味、貨
真價實，被譽為「餛飩西施」。為此也使得飯店同行心
生妒忌，於是使出損招來，最損的一招就是在早晨營業
當口撐來一條大糞船，停歇在這家餛飩店門首的河道
裏。食客紛紛趨避，小店立時門可羅雀。第一天如此，
隔幾天又故伎重演，這下老闆娘坐不住了，便自己跳上
船使竹篙一點一點撐開，但船重載又晃蕩，難以奏效。
這時有位急公好義的土作（從事殮埋死者的行當）阿三
跳下河去，泅水幫着她將船撐了開來。此事過後，同行
暫且收斂。老闆娘也感覺得要與大夥搞好關係，於是事
事處處吃些虧，幫襯一下同行。自此老街太平了許多。
然而1937年日軍入侵老街，一下瞄上了這爿餛飩店，
不為美食而貪戀美色。老闆娘早有防備，除了深居簡
出，便是將衣裳縫紉得密密層層的嚴實。在將被逮住之
時，她急奔到門前的小橋縱身一躍，冰清玉潔而去。入
殮之日，又是這位土作阿三，用白被單蓋着她的遺體，
當着眾人的面雙手在白被單裏替她換上了大紅的壽衣，
而後入殮棺木。人們抬着她的棺木在老街從街頭遊到街
尾，讓這個美麗的女人向老街作最後的告別。
這類老街的老故事流傳得很多，遂使老街多了許多韻

味和精魂。這才是老街的真正老味道。

中央與特區、建制派與反對派這兩對
涉及香港根本定位及其發展方向的關
係，經過近幾年理順、包括「平息暴
亂」，建立制度，完善機制，落實選
舉，終得以撥亂反正，恢復到正常狀
態。而另外幾對影響香港社會質素和發
展動力的關係，包括行政與立法、政府
與社會、香港與內地等，情況則要複雜
一些，呈現出若干新特點。
香港一度以良政善治著稱，特區政制

也以行政主導為基礎設計。然而，後來
反中亂港勢力長期利用立法會、區議會
等舞台裹挾民意，把經濟民生議題政治
化，興風作浪，導致立法擴權，行政弱
化，社會政治環境烏煙瘴氣。他們在立
法會內利用不合理的議事規則「為反而
反」，與社會上劣質化的傳媒生態相呼
應，形成「立法會霸凌」。官員動輒得
咎，只好選擇明哲保身。前特首曾蔭權
都曾感嘆在立法會「舉目無親」，何況
其他問責官員。政府施政困難重重，行
政機關被拴住手腳，不敢作為，亦不能
作為，導致香港屢屢錯失發展良機。
自反對派被剔除出政治舞台後，政府

施政順暢了許多，卻又出現另外一種苗
頭：由於外部監督弱化，行政機關內部
的惰性開始滋生。李家超特首譴責的
「軟對抗」，顯然反映有政治理念上的
不配合，也有行政運作上的不得力的人
存在。
落實行政主導，監督不能缺位。培育

建設性議會文化，關係到所有利益攸關
者。社會正經歷轉折，政府問責班子大
換血，一批新議員進入立法會。這種情
況下，立法與行政的磨合不可避免，相
互之間如何形成良性互動是香港發展面
臨的一個嶄新課題。不時聽到議員對政
府的消極表現恨鐵不成鋼，嘲諷和抱
怨。我們走訪立法會時，與梁君彥主席
和陳維安秘書長進行了充分溝通。他們
都認為現在是香港政治環境最好的時

機，凡是政府能想到的好政策，立法會
都能提供立法保障。看着梁君彥主席自
信而輕鬆的表情，聯想當年香港亂局，
我們由衷地為立法會的新氣象點讚。
新一屆特區政府是在政治力量空前重

組中誕生的，政府與社會的關係需要重
塑。一方面，傳統精英階層及其代表人
士對新施政團隊還持有觀望態度，香港
社會的潛能並沒有得到充分激活。另一
方面，在這場重大政治鬥爭中成長起來
的治港新力量，不管是政府官員還是立
法會議員，都存在一個從鬥爭型到建設
型轉變的問題。管治香港這樣一個現代
化、國際化的大都市，單憑鬥爭精神是
不夠的。
通過一系列標本兼治的舉措，香港實

現了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但轉折不等
於大功告成。正如遵義會議打開了中國
革命的新局面，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
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但還需要艱苦卓
絕的奮鬥才能取得革命勝利；十一屆三
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
化建設新時期，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
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但改革開放的偉業才剛剛起步；香港的
轉折也只是為推進依法治港、促進「一
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打下了堅實基
礎，未來的路還很長。
香港歷來是活力之都，創造力之都，港

人以善於捕捉機遇見長。政府要充當領路
人，小政府不是弱政府，不能成為社會的
尾巴。任何一種社會組織形式，能否健康
發展，後勁充盈，政府都負有終極責任。
而今，障礙已除，規矩已立，在經歷過長
期政治泛化和行政無為的失望之後，香港
社會對政府提高施政水平是有期待的。比
如，只有100多萬人參與投票的區議會選
舉，電腦系統竟然會出現無法修復的故
障，難免引來非議。屈穎妍就毫不客氣地
指出，香港已進入「愛國者治港」的時
代，「治好，就是你們的功勞；治不好，

大家再無從抵賴」。
在特區政府面臨新的立法監督和社會

期待的同時，香港與內地的關係也發生
着極其深刻的變化。一直以來，香港作
為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對待內地各
省、市、自治區的態度有些微妙。香港
是一個外向型經濟體，充當中國市場與
國際市場的超級聯繫人是其經濟活力的
主要來源，產業發展和人才流動都離不
開內地的廣闊腹地。香港又是一個小型
經濟體，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弱，擔心內
地過度介入會衝擊自己體制，「井水不
犯河水」的防範意識根深蒂固，「融合
發展」一度成為禁忌詞彙。
事實上，香港因其特殊的地位和作

用，在與內地交往中長期處於優勢地
位，是當之無愧的甲方。但是，隨着內
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深入推進，兩
地已是各有所長，互有所需。新形勢下
處理與內地的關係，必須改變舊思維，
從保持距離到積極融入，從被動滿足需
求到主動尋找機會，全方位開展合作。
這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需要，也
是自身發展的需要。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粵港澳大

灣區應運而生。大灣區是國家立足全局
和長遠的重大謀劃，也是保持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的重大決策，集中體現了改革
開放與「一國兩制」兩大國策的交匯互
動。形勢已經越來越明朗，香港的價值
在大灣區，前途也在大灣區。只有積極
投入大灣區建設，讓更多香港元素在大
灣區發展中綻放異彩，才能書寫新的香
江傳奇。

上世紀九十年代，報人阿樂常為我們測字算命；也不知是真準抑或是靠吹，每被
他測中，個個心悅誠服。
有個經濟版編輯，寫了個「伕」字，要測健康。阿樂拈紙一看，說：「你腳部有

問題，可能是糖尿病。」那編輯大為嘆服，真一言說中隱疾。阿樂復皺皺眉頭，嘆
道：「你太座慘些，或中女人病。」那編輯大吃一驚，其太座確也病了。真是夫妻
同遭病魔「光顧」，苦痛不堪。
我們拿起那「伕」一看，也無特別，焉何被測中？央阿樂露一露玄機。阿樂說：

「夫字兩撇寫得太短又無力。」一看，果然，又說：「人字旁的人字那一撇，亦寫
得既短沒氣勢。」
阿樂補充說：「除了看字，還要看色。這位老哥坐而不安，臉色晦暗，乃有病的

症狀。」
昨日，看到一部《中國古代測字大觀》（管洛、易元著，北京：人民中國出版

社，1993年），輯有不少測字小故事，饒有趣味。文皇（可能指唐太宗）微服私
訪，在街肆見有一測字檔，好奇心起，上前寫一「帛」字。測字先生細看文皇，相
貌堂堂，有股富貴迫人之氣；而又有隨從多人，個個滿臉英氣。測字先生大大吃一
驚，慌忙跪倒，口呼萬歲。文皇一愕，忙問為何被他識破，測字先生曰：「『帛』
乃『皇』頭『帝』腳，正是吾皇也。」文皇有沒打賞提攜他，書中沒說。
後來另有人拿「帛」來，測字先生見此人面帶愁容，便斷道：「『帛』若拆開，

則為『白』、『巾』二字，白巾的意思，豈不是戴孝服，你家有大喪之事。」那人
信服，掩臉而去。
測字有拆字、減字、加字等法，但觀氣色、外觀亦是主因。有人家有病人，心

焦，書一「命」字求測，一見測士，便雙手拿起「命」字的紙張行禮。測士一見，
嘆了一口氣，說：「命挽不回了。」家人問故，測士說：「你持『命』作揖，正是
垂死之兆呀！」他解釋，你測的是「命」，「垂」的是手，「垂」、「命」合在一

起，不正是「生命垂危」嗎！那人聞言，失聲痛
哭；而結果，病人果然難治，撒手而去。
有一孝子，母病危，往找測字先生。測士着他寫

一字。孝子隨手寫了個「唐」字。測士沉吟一下，
笑道：「此字上為『康』字之頭，康健也；下為
『居』字，居家也。以此為斷，你母親當無礙。」
孝子聞言心寬，而其母果然病癒。
古來文人雅士，亦頗多信測字者，如清朝的紀曉

嵐，便十分篤信，而所測之字和命運，往往靈驗。
回頭說阿樂，他每與人聚，多被請開金口，為他

們測字；自從看破那編輯和太座的隱疾，更是聲名
大噪。最後，他迫得掛起「免戰牌」。近年移加國
後，再鮮聞他開金口了。
這部《大觀》，所述故事甚多，計分：「字占

類」、「物占類」、「雜占類」、「字夢類」、
「字讖類」、「詩謠讖類」、「年號讖類」，看之
過癮非常。

廣東人叫「吻」做「錫」，香港人則叫
「咀」（動詞）。先說後者，「吻」用「嘴」
（名詞），有人就以「咀」作「吻」。一般人
分不清「咀」和「嘴」，有誤以為「咀」是
「嘴」的簡體，加上「嘴」的筆劃較多，於乎
一律用「咀」，所以把解作「吻嘴」的「咀
嘴」誤寫作「咀咀」。
「愛惜」中的「惜」通過音變讀作「錫」：

惜/sik1；變調→sik3；變韻母→錫/sek3（口語讀音）
就有「愛錫」這個叫法。父母在子女年幼期
間、情侶或夫婦情到濃時少不免「攬攬錫錫」
（抱抱吻吻）以表達「愛錫」之情。有人就來
個順水推舟，將「錫」的意思引申至「吻」

了。
「錫身」原指愛惜身體，顧命的意思，可這

裏非單指注重健康，而是對任何有可能導致疲
勞或損傷的行動、工作也表態拒絕。命得一
條，顧命理所應當，可過了分兒就變成自私自
利或不負責任了。「錫身」雖則是個人取向，
但在一般人的眼裏，這種自我保護主義屬於劣
行，所以說某人「錫身」其實是在嘲諷他。
回想少年時，家母不時告誡筆者，無論平時

或將來就業，切忌「錫身」。筆者多年來奉行
這條訓示，所以每到之處大多獲得周圍的人給
予機會，從而獲得不少發展空間。太遠的不
說，為中外熟悉的成龍和劉德華，他們就是拍
戲不「錫身」而贏得廣大觀眾的認同，且歷久
不衰，帶出了肯付出、肯拚搏的重要性。
「土地公」又稱「伯公」，代表地方的財

神，因而也對地方上的大小事務瞭如指掌。由
於「土地公」不算大神，「土地公像」多安放
於室外一些較當眼的地方，也有安放於大廟之
中；當然也有「土地公廟」，但畢竟是少數。
由於「土地公」是財神，不少民眾久不久會

「拜拜土地公」（拜土地，「地」口語讀作
「地6-2」），祈求財運。筆者還記得少時看
《西遊記》的電影，當孫悟空需要找人蹤或妖
蹤的時候，他都會以其金剛棒的一端猛力撞擊
地面幾下。不消一會，「土地公」立馬出現，
然後必恭必敬的解答孫悟空的問題。
「土地公像」和其他神像一樣，大部分是

「泥燒」的，大抵是方便上漆或鋪上金箔；也
有是「石雕」的，如用青石雕刻，像身偏灰
黑。
話說「三元宮」是一座位於廣州越秀山麓的

道教廟宇，已有1,600餘年歷史；內頭安放了
一尊「土地公像」，自此民間流行了以下一個
歇後語：

三元宮土地——錫身
意指「三元宮」中的「土地公像」的製造物料
是「錫」。有人就用「三元宮土地」來借指那
些「惜身」的人。
「文革」期間，大部分廣州的寺廟內的神像

均被破壞。從1982年起，廣州市道教協會開始
對「三元宮」作全面修復，在修復後再沒安放
「土地公像」了。是故，人們無法考證這個歇
後語的由來。網上廣為流傳以下一個說法：

三元宮的土地神像是用錫灌鑄出來的。
筆者可輕易推翻以上說法：

中國歷代從沒有用「錫」這種金屬來作為製造神像
的物料，連表面鋪上「錫」的情況也沒有，所以那
個不知名的作者正是犯上了「望文生義」的錯
誤——「錫身」其實是指「石身」（「錫」、
「石」音近）。由於「土地神像」多數座地。善信
都以為曾摸過「土地神像」，所祈求的多會靈驗；
時間久了，「土地神像」表面顯得光滑，顏色就更
像「錫」色了。

◆黃仲鳴

閒說測字

咀、咀嘴．錫、愛錫．三元宮土地——錫身 老街老味道

◆木 木

◆梁振輝香港資深出版人 ◆吳翼民粵語講呢啲

詩語背後

再讀香江三五頁（中）

◆閒書也，看之賞心樂事。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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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為香港立法會的新氣象點讚。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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