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忽然發現，現時車站碼頭、大街小巷及公交車少了一
樣風景，那就是扛着鋪蓋和行囊的打工人幾乎看不到
了，不像數年前，到處能看到行色匆匆、灰頭土臉的農
民工。現在在車站碼頭見到的打工人和尋常旅客幾乎沒
有什麼差別，皆拖着嶄新的拉杆箱，神態自如而昂揚，
與從前扛着蛇皮袋的打工者別如霄壤。這應該是時代進
步的一個縮影。
記得數年前我乘火車或公交車，那種扛着鼓鼓囊囊蛇

皮袋的打工者時常見到。尤其是乘公交車，在某個站
點，不定就有一個或幾個打工者猛地擠上了公交車，男
女都有，並且以中老年居多，他們衣着不整，頭髮蓬
亂、臉色黝黑，擠上車當然是很不受待見的，尤其是他
們扛着的龐雜鋪蓋行囊，常讓人側目而視，連司機也會
斜視着扔幾句嘀咕。我常常感到不忍，也只能自己為這
些打工者讓一下身子或讓個座位，倒不是我顯出自己有
多麼崇高，只覺得他們進城打工委實不易，瞧那些頭髮
已經花白、與我年齡相仿者還在城市的邊緣遊走，用粵
語說法就是「搵食」，真的不易甚而可憐呢。有一次我
在理髮店染髮，看到一個年齡不小的打工者模樣的男人
也在染髮，一時誤解他或者也想後生點好看點兒，後聽
聞得他嘆息說，自己年紀大了，找份活兒很難，總讓招
工單位嫌鄙年歲大，於是就染個髮，顯得年輕些，企望
能找到一份工哩。我聽後心情沉重，感覺自己染髮是為
了年輕好看，他染髮卻為了生計，好艱辛啊。
且說打工者進城，多半是帶着鋪蓋的，眼下或許有新

的變化，許多企業都有集體宿舍，都配備有鋪蓋之類的
生活用品。可不是麼？江南發達地區為了讓打工者安
心，逢年過節用大巴甚而飛機接送，配備宿舍和鋪蓋都
是起碼的待遇。我欣喜於時代的進步，更欣喜於那些公
司老總終於明白給打工者以優渥的條件和做人的尊嚴是
多麼重要，本身就是提振生產力的一大要點。
回想前塵，我對鋪蓋就有着深厚的感情，感覺得鋪蓋

庶幾就是飯碗頭，擁有鋪蓋就是擁有飯碗頭。數十年
前，我由下鄉知青被招收進一個縣級專業劇團作粉墨江
湖生涯，便天天跟鋪蓋打交道，對鋪蓋感情至深至切。
其實早先我岳父母也吃的是「開口飯」，長年累月到處
巡演，他們戲謔稱鋪蓋為「百葉包」，大半輩子跟「百
葉包」打交道，既愛又恨，希望自己的小輩不要再過扛
着「百葉包」的生涯，偏偏他們的女兒女婿走上了這條
老路，很是無奈。
我的粉墨江湖生涯跟現在文藝團體是不可同日而語

的，現在的文藝單位，基本上是大巴接送，根本不需要
扛「百葉包」，路線長些需住宿的，就住賓館飯店，至
少是政府部門的招待所，至於吃飯，大抵就是酒樓飯店
啦。想當年我們是隨帶着流動廚房的，兩個炊事員隨時
開伙起廚，像從前的行軍伙頭軍，飯菜都異常簡單，時
不時還會途中啃白饅頭就蘿蔔乾。而我們這些演員亦感
到相當滿足，每到一個巡演點，率先卸布景道具，而後
才各自取了鋪蓋安排住宿。到鄉下演出，大抵睡的是
「無腳大床」（打地鋪），只需鋪蓋打開，就是一個安
頓之所。後來動員各人自費購置了帆布床，到得一地，
架起帆布床，打開鋪蓋就是一個像樣的睡覺地兒。不過
行囊中又多了一件笨重的傢伙。記得那時我和妻子各人
一條小扁擔，一頭掛鋪蓋，一頭掛帆布床，還有面盆家
生，顫悠悠挑來挑去，度過了很長一段時間的苦樂年
華。苦中有樂，很看重肩上挑着的鋪蓋，因為它是一種
生計，一隻賴以生存的飯碗頭。須知，從前「捲鋪蓋走
人」就是「歇生意」。
在劇團粉墨生涯，鋪蓋是重要的夥伴，打鋪蓋、卸鋪

蓋、挑鋪蓋是生活的重要內容，鋪蓋和人一樣走馬行
轅，備受艱辛、飽經風霜。我的鋪蓋裏還一直包裹着幾
本隨行的書本，它們對於我像被子和褥子一樣重要，給
我以溫情和信念，伴着我度過一個個夜晚、一程程山
水。

久未晤邱健恩。早前茶敘，一坐下來，他就捧出厚厚一部《流金歲月：金庸小說
的原始光譜》，大喜。這是他和鄺啟東的合編合著，內中不少資料彌足珍貴，也有
我未曾目睹的。如此厚禮，真是感謝萬分。
書內夾有一份小型報《金庸日報》，和一冊《尋找傳說中的降龍十八掌》，更解

開我不少謎團。
這裏且談談《金庸日報》，八開兩紙八版，頭條是《金庸版本七大疑案：六十年

後一一破解》，這七大疑案是：
一、倪匡幫金庸代筆，到底寫了多少字?
二、素心劍為何改名連城訣？
三、鴛鴦刀身世揭秘！
四、《武俠與歷史》出版日鬧雙胞？
五、笑傲江湖稿件遺失了？
六、金庸為何中止與鄺拾記的合作？
七、三育版《雪山飛狐》是不是正版小說？
這七個疑案，報上都有答案，這裏且賣個關子，讀者自行購書一觀可也。而解答

這些疑案者是誰？料邱健恩莫屬。邱健恩是金庸資料專家，在搜尋資料和考證方
面，成績斐然。《金庸日報》以刊載舊報剪輯為主，這些剪報，料是鄺啟東的傑
作。內中彌足珍貴的，是一次刊完《越女劍》的每日剪報。
《越女劍》原刊於1969年12月1日至1969年12月31日的《明報晚報》。《明報

晚報》幾不可尋，《金庸日報》所刊的，是摘自越南的《遠東日報》，1969年12月
12日首載，至1970年1月12日刊完，據說1970年1月1日停載一次。金庸武俠小說
當年轟動東南亞，因缺版權法，翻抄翻印肆無忌憚，惟其如此，在《明報晚報》的
原樣剪報才找了出來。
《越女劍》這短篇在專家學者的眼中，當然不及《射雕三部曲》《倚天屠龍

記》《笑傲江湖》《天龍八部》《鹿鼎記》等龐然大著，但卻為我喜愛，結尾的西
施捧心，尤為神來一筆。
另一部亦為我所愛的《雪山飛狐》。《金庸日報》有金庸寫的〈《雪山飛狐》有

沒有寫完〉，頗堪一觀。這文原刊於《新晚報》，可惜沒有署上日期。文中說：
「其實《雪山飛狐》是寫完了的。我首先設計了這個兩難的結局，再布置故事，胡
一刀死在苗人鳳的手裏，胡一刀的兒子胡斐後來卻愛上了苗人鳳的女兒苗若蘭，最
後胡斐和苗人鳳在一個極危險的局勢下動手，到了一個決定性的一招時，胡斐或者
是顧全愛情而犧牲自己的性命，或者是殺死對方而保全自己。到底他如何決定，讓
讀者自己去猜測。」
文中金庸引述兩個西方故事，來說明他寫《雪山飛狐》的意向，即是結局不是他

原創的。他強調：「重視實際而不喜歡想像的人，決不會讀武俠小說，而喜歡武俠
小說的人，一定有豐富的想像力。《雪山
飛狐》這樣的結局，可以讓讀者們自己過
一下寫武俠小說的癮。」
不過，無論金庸的解析如何，在我心目

中，這篇小說的結構來自日本導演黑澤明
的《羅生門》，則毫無疑問。但在這篇解
析文中，一個「黑」字也看不到。
一言以蔽之，《金庸日報》確合我胃

口，未知還有第二號否？

「竹篙」指撐船的長竹竿，後泛指長竹
竿。「精」指「精靈」（妖怪之類）。廣東
人叫「高妹」做「竹篙精」，一般用來嘲笑
其身高。舊時的女子個子較小；假如某女子
比常人高出一截，其他人會把她看成「怪
物」，「竹篙精」普遍會感自卑。時移勢
易，擁有這樣身高的女子如今卻引來不少豔
羨目光。
「盲公竹」是舊時盲人用以探路的竹竿

子，後比喻能協助某人初步理解某行業的運
作，向其分析該行業的前景，又或提供援

助、鋪橋搭路的人，起着引領作用，也有指
點迷津的意味。
示例1：
就算是現在，多數外商如欲在內地發展會找本地企
業做「盲公竹」，好讓商務建立初期達至最佳成
效。
當某人充滿了怨恨和不滿時，他會向身邊

的人不斷「申訴」，廣東人會說他：
係咁「呻」、狂「呻」、「呻」到（連）樹葉都落埋
「狂風掃落葉」這個現象，用廣東話可這

樣說：
掃到樹葉都落埋

「呻」，指病痛時低聲哼（呻吟），只是借
字，本字是「申」；「掃」是「訴」的諧
音，有人就來個代換——以「申」代
「掃」，就創作了以下一句表示不斷凌厲的
申訴：

呻到樹葉都落埋
話說回來，為何廣東話用「落埋」來表示

「落了」呢？以下導出當中的演變過程：
埋→葬→人之了結→了

以下的成語用以形容飲食無法辨別美味，
憂慮煩躁或忙碌勞累的樣子：

食不甘味、食不知味、食不終味、食不遑味
又以「食不甘味」的常用度最高。廣東人就
在該個成語的基礎上創作了其升級版：

食龍肉都冇味
「龍」是傳說中一種極具靈性的動物。

「龍肉」當然是食物中的極品，能啖一口肯
定回味無窮。「食龍肉都冇味」表面的意思
是有「龍肉」吃也不覺滋味。這不是存在極
大的矛盾嗎？「冇味」即無味，也指沒趣
味。那麼此句可解作即便有珍貴美味的「龍
肉」吃也不覺有趣味。那為何會這樣的呢？
原來當人處於極度不快的狀態時，哪會有心
情和胃口啖嚐美食；換言之，很自然的不能
感受到外界帶來的任何樂趣了。
示例2：
我個Patrick好細佬，你就好喇，餐餐大魚大肉，難
為你大佬我日日等到兩點鐘酒樓下午茶有優惠先至
開餐！
我個好大佬Leo，你雖然窮，但係窮得有骨氣，生
活得幾開心吖，使咩同人比呀，唔開心「食龍肉都
冇味」喇！
咁又係，我只係「發噏風」（隨便說說）「呻」佢
兩句啫；不過諗落大家同一個阿媽生，好似有啲唔
公平喎！
大佬你仲話冇乜「呻」，你「呻到樹葉都落埋」
嘞！

◆黃仲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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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良路的文脈（四）

◆人才公園裏的雕塑作品《來了就是深
圳人》。 作者供圖

◆一份極為可觀的報紙。 作者供圖

字裏行間

生活點滴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每周二、六刊出

副刊文匯園
20242024年年11月月3030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4年1月30日（星期二）

2024年1月30日（星期二）

B6 ◆責任編輯：張岳悅

最後來到登良路的終點——深圳人才公
園。這是全國首座以人才為主題的公園，
旨在展示人才風采，傳播人才文化。可以
說，公園是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向特區成
立40多年來為深圳發展傾心奉獻的傑出
人才致敬。在如今各地紛紛發起「搶人大
戰」的背景下，我從中看到了深圳對人才
的重視及引進人才的決心。
人才公園所在的深圳灣，建有號稱「深

圳最美都市海岸線」的濱海綠道，全長約
15公里，沿線分布着10餘個主題公園，
蜿蜒延伸如一串珍珠項鏈。人才公園位於
綠道中央，如同項鏈上懸掛的吊墜，畫龍
點睛，讓一灣美景愈發生動鮮活起來。旭
日東昇，深圳灣碧波在微風吹拂下蕩起層
層漣漪，彷彿天下英才匯聚大灣區，追潮
逐浪，譜寫新的時代傳奇。
人才公園有很多網紅打卡點，無不蘊含

人才元素。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與科
技和人才相關的景觀設施，二是人才肖像
和人才主題的雕塑作品。
公園中心是一片人工湖，多彩多姿的景

觀設施繞湖而建。從群英薈、求賢閣、孔
雀亭、風帆塔、π橋、公式長廊一路看過
來，豐富的人文、藝術和科技元素，相互
映襯，融為一體，讓人流連忘返。而令我
印象最深的，是由80根星光柱串連起來
的人才星光橋。百米長橋，跨湖而過，湖
面倒映着天空中飄浮的白雲和廊橋上矗立
的星光柱。每根星光柱都鐫刻着一名為深
圳建設作出貢獻的科學家、實業家或公益
人士的照片和生平簡介，其中不乏世界一
流人才。每當夜幕降臨，根根柱子亮起點
點燈火，遠遠望去，如燈塔引航，如星光
照耀。漫步其間，你會真切而鮮活地感受
到，深圳這座被設計出來的城市，這座崇
尚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城市，
正是在他們的創新思維和辛勤勞作中，一
步一步變成了現實。
人才功勳牆也是一個讓人回味無窮的存

在。它由三組浮雕組成，分別代表深圳經
濟特區成立以來三個年代的人才群像。由
西而東，第一組浮雕名《火紅的年代》，
講述上世紀八十年代拓荒者、外來妹、本

地郎的故事，描述了深圳人才成長的第一
波浪潮。第二組浮雕名《春天的故事》，
講述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無以數計
的弄潮兒、鵬城麗人、IT人士在這塊熱
土上創新創業創富的傳奇故事。第三組浮
雕名《創造的時代》，講述21世紀以
來，大量高端製造人才、證券從業者和海
歸赤子的深圳故事，表達了「人才是深圳
奇跡領航者」的理念。
當然，人才公園最顯著的特點，還是人

才肖像和人才主題的雕塑作品。公園裏共
有42組相關雕塑，為深圳各公園之最。
而深圳的城市雕塑及其他公共藝術品數量
之多，體量之大，在內地城市中位居前
列，擁有「中國城雕之都」 的名頭。人
才公園是在一片灘涂上填海而建的，簡潔
的造園手法，留出了大面積的草坪空間，
雕塑作品點綴其中，使自然景觀獲得極大
豐富。雕塑滿園皆是，大致可以分為三個
區域：東北區的雲水台，佔比48% ；北
區的雕塑園，佔比28%；南區湖岸線，佔
比24%。
雲水台亦稱百傑山、智慧山，是公園東

北部的一塊高地，匯集了愛因斯坦、牛
頓、蔡倫、鄧稼先等古今中外著名科學家
的肖像雕塑。南區湖岸線的雕塑則以抽象
作品為主，表現深圳作為創科創意之都的
獨特魅力。在這眾多雕塑作品中，北區雕
塑園中心草坪的凸起處，一座名叫《來了
就是深圳人》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那是
當代雕塑大師李象群先生2018年創作的
一組群雕，以鑄銅和白鋼為材質，塑造了
4個青春勃發的形象。他們邁着矯健的步
伐向我們走來，以都市城廓為背景，模糊
的五官突出了頎長的身姿和自信的神態，
有一種頂天立地的氣派噴薄而出。
我正沉浸於各種雕塑作品帶來的悠悠思

緒之中，成千上萬隻候鳥突然飛臨人才公
園，繞着春筍塔盤旋，惟美而震撼。珠三
角是全球重要的候鳥遷徙中轉站和越冬歇
息地，深圳灣潮漲潮落，海邊灘塗孕育了
大量的魚、蝦、蟹、貝等，為各類候鳥提
供了豐富的食物來源。每年入冬以後，時
有成群候鳥飛臨此處，或空中飛翔，或水

面覓食，或臨浦嬉戲，場面蔚為壯觀。眼
前的候鳥學名鸕鷀，俗稱魚鷹，是有名的
捕魚能手。曾在海上見過鸕鷀捕魚，一個
猛子扎下去，不一會兒便見一條兩尺左右
的大魚在那一對巨喙間掙扎。鸕鷀海陸空
三棲，無疑是禽類中兇猛的族群。而此
刻，漫天翱翔的鸕鷀群穿梭於一個個神態
各異的人才雕塑之間，我忍不住想，這些
雕塑所代表的，又何嘗不是人類中「兇
猛」的部分。他們以「敢上九天攬月，敢
下五洋捉鱉」的大無畏精神，持續拓展着
人類文明的發展空間。
前不久，「深圳灣公共藝術季」在人才

公園舉辦，引入國際知名IP「大黃鴨」，
讓人感受到登良路文脈的別樣搏動。深圳
灣公共藝術季是一項大型戶外國際藝術展
覽活動，創立於2019年，迄今已連續舉
辦五屆，新冠疫情期間亦未中斷。在藝術
季裏，國內外眾多優秀藝術家及其作品陸
續亮相，借助人才公園獨特而優越的展示
空間，充分表現了傳統文化與當代藝術在
海天之間形成的巨大張力，成為公眾與藝
術對話的橋樑，喚醒了市民的藝術熱情，
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品位。「大黃鴨」微昂
而俏皮的頭顱，憨憨地對着春筍塔，彷彿
在提醒遊人，自己只是匆匆過客，那才是
新時代深圳的城市坐標。從春筍塔沉穩、
瀟灑、昂揚的姿態裏，你會想到一些詞
彙：改革開放、深圳速度、「一國兩
制」、中國式現代化、粵港澳大灣區……
在登良路以北，還有一條與之並行的街

道，名創業路，可以看作它的姊妹路。創
業路也始於南園村，起點是村東北的南園
工業園，一路向東，直達深圳人才公園。
兩者相隔不過三四百米，一曰登良，一曰
創業，其名其勢，隱隱蘊含着「知行合
一」的傳統追求。也許，這便是解開深圳
奇跡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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