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距我的家鄉魏家坡十公里，香景源像一個穿着時裝的
少女，在黃柏河畔梳頭，顧盼留戀之間，把清新與淡雅
傳遞給絡繹不絕的遊人，滿含知音突現的期盼。
陽春三月，正是百花盛開的時節，尤其是附近大片大

片的油菜花，彷彿一幅幅金黃的織錦，把香景源包裹得
像阿拉伯的少女。聽溪水潺潺，彈奏鄉村琴上弦，感覺
像是走進了一個童話的王國，童話的作者正是香景源。
與百花相唱和，休眠的樹木吐出嫩葉，披上綠裝，映襯
着花的鮮艷和亮麗，烘托出春日的鮮活與旺盛。黃色織
錦的邊緣，還鑲嵌着梨花、桃花、杏花和李花等花中仙
子，豐富了織錦的色彩，姹紫嫣紅的春天畫卷油然而
生，讓人驚嘆大自然的神奇與魔力。
黃柏河水從遙遠的山澗奔流而下，一路穿山岩、鑿石

壁，來到香景源，匯成了一處可與梅雨潭相媲美的景
點，前面是猿猴出沒的陡岩，身後有滿眼葱蘢的青山。
河水在這裏稍作停留，與兩岸峭壁作心靈的碰撞，產生
共鳴，拼湊出一個個小水潭，就像珍珠鑲嵌在河面上，
在綠樹的映襯下，顯得婀娜多姿。水尤清澈，可見河底
的沙石，時有小魚來回游弋，探尋水中的奧秘。有了這
些小生靈的加入與唱和，原本寧靜的一方水土變得活潑
靈動，岸邊的垂柳猶如髮絲倒映水中，微風輕拂，更是
顯得生機勃勃。
河水是香景源的靈魂，三月的桃花水，像一幅畫，又

如一首詩，畫中有花容樹貌，詩裏有民俗風情。這裏還
住着幾戶人家，土牆屋，黑瓦頂，一年四季在開滿花兒
的田裏勞作，若有人來訪，他們會端出茶水，拿來苕
糖，還會搭上一屋子的歡聲笑語，招待每一個來訪者。
香景源不僅有美麗的自然風景，還有豐富的歷史文化

蘊含。到過這裏的人，都會情不自禁地產生一見如故的
感覺，即使身心疲憊，用不了多久，也會輕鬆釋放，愜
意和充實便瀰漫心田，慢慢蕩漾開去。
目之所及，在離河岸200米的後山上，有一處物質文

化遺產，據考證是兩千多年以前的東周後渡河遺址，已

被地方政府列為文物保護單位，雖沉默不語，卻記載着
一個地方歷史的風雲變幻，在即將消逝之際，碰上了重
視文化的時代，從此定格，幸運之極。與此相呼應，香
景源東面陡岩上面的天坑嶺，有一座大型古兵寨遺址，
可以想像，這一帶以前也曾有過征戰，炮火硝煙的痕跡
似乎還在，只是已經遠去，化作了裝點這裏的歷史記
憶。風景如畫的地方，誰也不會相信和平的代價是如此
沉重，誰也不願意歷史的悲劇再度上演。還有一個鄉鄰
們稱之為仙女洞的天然溶洞，相傳一個仙女在此避雨，
羽紗遺留在洞裏，被一放牛的小伙子撿到，忠厚的放牛
郎等了好久不見仙女回來尋找，就把羽紗掛在洞口，憂
傷地唱起了自己編的歌兒，傳得老遠。後人感其癡情，
遂謂之仙女洞。
歷史已經遠去，春天又回到了香景源。春風染綠了黃

柏河兩岸，鳥語花香的草坪彷彿聽濤的平台，躺在竹椅
上，仰望蒼穹，側耳傾聽，身後的河水像嶄新的琴鍵敲
擊出的清脆和聲，淙淙，匆匆，大珠小珠落玉盤一般，
聲聲入耳。
若是起身，信步往前，進入李園，各色李花競相綻

放，紅的像跳動的火焰，粉的似宮女的霓裳，紫的和丁
香一樣。在這天然的畫卷中，一些年輕的女孩子受環境
的感染，情不自禁地跳起了舞蹈，旁邊的人也跟着助
興，自動地打起了拍子，歡快的聲音傳到了河水中央。
最高興的還是那些孩子，駕着小船在水潭中嬉戲，童年
的悠揚在水中飄蕩。也許，更奪人眼球的是遠處水面上
歡騰的野鴨子，三三兩兩，或三五成群，時而潛水，時
而驚飛，時而嬉鬧，牠們陶醉在自己的世界裏，不受打
擾。沿水上溯，老鷹岩山下河水成潭，山與林倒映在水
中，形成美麗的圖畫，吸引了眾多的攝影愛好者。在香
景源的臂彎裏，什麼語言都是多餘的，泥和土，山與
水，花和草，樹與木，既是同伴，又是鄰人，守候之
外，更在尋覓，高山流水，下里巴人，那是能讀懂自己
心曲的知音。

港人大規模回鄉探親由1979年開始，羅
湖橋邊排起了綿延不絕的長龍。當年年
末，「逃港潮」開始降溫，1980年後逐漸
消失。隨後的故事就清楚了，在短短40年
裏，深圳從一個有近10萬人出走的小縣城
（約佔總人口四分之一），發展成為一個
近2,000萬人投奔而來的移民之城。
這邊廂，中國改革開放的「開山炮」在

深圳河沿岸轟然炸響：上有羅湖開發區移
山填湖的開山炮，下有蛇口工業區移山填
海的開山炮。雙炮齊鳴，山海呼應。在這
場開天闢地般的社會變革中，古老而年輕
的深圳河邊，走南闖北的弄潮兒，成為最
靚麗的時代風景。
那邊廂，香港回歸祖國，洗刷民族百年

恥辱。1997年6月30日夜，大雨滂沱，人
民解放軍跨過深圳河，到現在最終落實憲
法和基本法賦予的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
權，「一國兩制」實踐在不斷探索中走向
成熟。
這一全新的時代背景，讓深圳河充當了

「一國兩制」前方與後方的通道，成為把
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和實行資本主義
制度的香港「兩個建設好」的見證，進而
成為深港雙城合作、共建粵港澳大灣區的
載體和象徵。
深圳河是「一國兩制」兩種社會制度的

分界，是當今世界兩大移民城市的夾縫，
又何嘗不是它們的結合部和紐帶。在歷史
與現實的激盪中，這條小小的河流被賦予
了特殊的定位和使命。深港之間從產業合
作到服務業合作，再到全域城市合作，深
圳河的影響無處不在。河上的幾座橋樑，
無論是作為跨境耕作口的「國際橋」，還
是有「第一哨」之稱的羅湖橋，以及車水
馬龍的皇崗大橋和深圳灣大橋，或小或
大，都不是單純的物質存在，而同時是特
定歷史文化的象徵。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
作區呱呱墜地，更是畫龍點睛，有望成為
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意
義非同凡響。
深港合作由來已久，涉及廣泛，但以前

的合作平台都建在深圳境內，河
套是第一個同時擁有港方園區和
深方園區的平台，標誌着雙城合
作進入新階段。深圳河作為深港
兩地的界河，也完成了從分隔到
聚合的蝶變。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與其

他合作平台的根本區別，不僅在
於它以科創為主題，有望全面激
活雙城合作的動能，同時在於兩
方園區協同發展，充分發揮香港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超級聯繫人
作用，建立更加完備的科技創新生態體
系。國務院出台的河套合作區發展規劃雖
然立足深圳園區，卻着眼加強深港合作，
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重要
極點，率先融入全球創新網絡。所以，河
套的開發建設，絕不是深圳一家就可以做
的事，甚至不是深圳和香港兩家可以做的
事。它作為打造廣深港科技創新走廊的重
要一環，首先是大灣區的；作為構建新發
展格局戰略支點的最新舉措，也是國家
的；作為着眼全球配置一流科創資源的戰
略高地，則是世界的。
一河兩岸，深圳與香港的合作，哪只是

兩個城市之間的合作，它具有更加宏闊的
背景。深圳經濟特區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先行示範區「雙區疊加」，香港繼續發揮
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獨特優勢，
共同為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新發展格局的戰
略支點提供強大動力。此情此勢，深圳河
又一次迎來了自己的大時代！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周年，深圳建市45

周年。不由想起15年前，為慶祝共和國六
十華誕創作抒情長詩《深圳河的述說》時
的情景。那份觸動，那份暢想，迄今歷歷
在目。摘錄數段，以感懷，以祝願——

這條曾經被喚作羅溪的小河
原本是南國山村悠閒的內河
月光下醞釀田園詩和愛情歌謠的地方
就像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就像 桃紅柳綠的瘦西湖
就像 如夢似幻的黃浦江

可你突然有了一個冰冷的名字 界河
那是一道國仇家恨的傷口
稀里糊塗劃在母親的軀體上
從此天昏地暗 風雨蒼黃
林則徐的古炮台荒草萋萋
革命黨人的旗幟獵獵作響

有誰清楚 居住在這條小河邊的
哪些人來自深圳哪些人祖籍香港
去問問福田灘塗的紅樹林吧
去問問皇崗村頭的籬笆牆
四村八鄉多少偷渡客的血淚 灑在
那條南下淘金的悲情路上

有誰想到 一河兩岸風生水起
殺出血路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
那分明是中華民族積澱百年的期盼
分明是六十年前共和國領袖睿智的目光
冒雨渡河的將士肩扛沉甸甸的責任
世紀老人在國貿大廈深情凝望

新世紀的曙光悄然升起
古老的土地吸收着嶄新的營養
北天神韻 南海傳奇
東土文化 西洋風尚
「一國兩制」空前豐厚的內涵
溫暖五千年蒼涼的胸膛……

用三及第體寫的小說，學界多據魯金的考證，指是清末邵彬儒的《俗話傾
談》。我寫《香港三及第文體流變史》時，亦據此說。不過，魯金說是「可
說是」，並沒肯定。但據當時的「出土」資料，「它確是第一部」。
近年來有一部《煲老鴨》出土，可證明《俗話傾談》不是「第一部三及第

小說」。
《俗話傾談》成書於光緒末年，約在1902年至1903年間。1964年有日本

語言學家魚返善雄的點校本，為中文本。魯金說，此書以「俗講」的形式寫
成，邵彬儒書前有序，指「書於覺世社」。這個「覺世社」，是清末廣州一
個民間組織，由一群商人組成，以提倡忠孝節義為宗旨，聘請口才好的，到
人多聚合的地方講故事，謂之「講生」，邵彬儒即為講生之一。
邵彬儒生於同治年間，於鄉間說書。這部《俗話傾談》，即是「話本」。

直到光緒末年，那才刻印成書。至於《煲老鴨》，卻標明是「光緒甲午
刊」。「光緒甲午」即光緒二十年，西曆1894年，出版年份比《俗話傾談》
早達18年，即是直到目前為此，未有新資料出土，《煲老鴨》可說是三及第
文體第一部小說。這書缺作者名，印製者為「羊城第七甫五桂堂藏板」。觀
這書，亦屬「俗講」形式，和《俗話傾談》一樣。《俗話傾談》內含九個故
事，以似綴實續的結構編成，內容為勸善懲惡的「勸世文」。而《煲老鴨》
為單一故事，亦是「勸世文」，講者或作者都是崇忠義尚節孝的說書人；是
否為覺世社中人，沒資料可稽。
書名《煲老鴨》何解？書內僅有一段說：
「王春行入廚房內，見風爐上一個大煲，火烘烘氣騰騰，湯滾滾香噴噴，

煲蓋似欲反轉之聲。問妻所煲何物，甯氏答以煲老鴨。王春曰：『你知我歸
來嗎？』甯氏曰：『非也。因前者自己憂傷太過，壞了元神，食飯無味，聞
人說老鴨補血滋陰，老母昨日特買一隻送來，今晚煲來……』」
這煲老鴨湯，原是淫婦與姦夫的補物，孰料老公突返家，姦夫躲於床底；

就因這煲湯和飲了幾杯，老公醉後被殺。「老鴨湯」並沒有什麼含意。
這書三語混用，白話文和粵語較多，琅
琅易上口；結構形式是說一段，講者、作
者補上一段插話，語多解說和「勸世」，
亦沒有什麼大道理。姦夫淫婦事敗自戕，
故事本到這裏結束，卻無端加了一段遊地
獄，得睹姦夫淫婦所受之罪，「警世」一
番，這實是蛇足。這也是當年「俗講」之
「俗講」，《俗話傾談》如是，《煲老
鴨》亦如是。
由此可證，同治光緒年間，這些「俗
講」遍布廣東各地，講生亦多。《煲老
鴨》證比《俗話傾談》為早，但焉知今後
還有比它更早的文本？
這書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修讀博士時，
已聽聞了，撰寫論文時未得睹；近年才得
飽眼福。幸哉！

書面語中，「腰板脖硬」指腰頸屈伸不靈
活。「脖硬」就是指頸不靈活，廣東人所說的
「硬頸」也就可理解成某人性固執、倔強，亦
即不變通、不順從。
示例1：
咪睇佢得幾歲人仔，佢好死「硬頸」，連長輩
話下佢都唔會睬下你！
「拗」指固執、倔強，所以「拗頸」與「硬

頸」同義。「拗」可指改變別人堅持的意見，
含與人爭論或反駁別人觀點的意思；「拗頸」
也可用以形容那些喜歡執拗的人。
示例2：
佢個花名叫「包拗頸」，乜都同你拗得一餐。
「硬頸」是一種強硬的性情/性子，所以我

們可把「硬頸」看成「硬性子」，繼而帶出了
以「頸」表示「性子」。廣東人所說的「使
頸」也就變成了「使性子」，耍脾氣的意思。
一般人以為「使」只有兩個讀音「史」（如：
天使）、「肆」（如：放肆），其實還有一個
口語讀音「洗」（如：使費、大使）。說「使
頸」時會說成「洗頸」，所以不少人會誤寫成
「洗頸/駛頸」，一如誤把「唔使」（不用）
寫成「唔洗/唔駛」。
示例3：
佢琴晚同班豬朋狗友去劈酒，天光至返屋企，

唔怪得佢老婆「使頸」嘅！
廣東人說的「攞把頸掂」指只依循自己固有

的想法。
示例4：
出嚟做嘢，唔好嘢嘢都「攞把頸掂」，要顧下
其他人點諗至得㗎！
肩頸部因睡覺時姿勢不良，以致疼痛，難以

轉動；書面語叫「落枕」，廣東人則叫「瞓捩
頸」。這裏的「捩」讀「麗 6-2/lai2」。查
「捩」讀「列/lit6」，「轉捩點」（轉折點）
中的「捩」。或許是「落枕」與轉動有關，有
粵語專家甚至中文學者就以「捩」作本字。然
而，通過音轉將「捩」讀成「lai2」的手法頗
牽強。
書面語中有個不常用的詞「頸戾」就有扭轉

頸項的意思。為此，筆者認為「瞓捩頸」是由
「頸戾」演變過來的。「戾」讀「淚/leoi6」，
「暴戾」中的「戾」，當然這裏並沒有兇狠暴
烈的意思。「戾」通過以下音變讀成「lai2」：

戾/leoi6；變聲母→麗/lai6，變調→lai2
至於為何人們會誤用「捩」而非「戾」有二

因：其一、只知「落枕」，卻沒有「頸戾」這
個概念，其二、誤把「捩」讀成「淚」；原來
「讀好字典」（深入地、廣泛地）對「粵語解
碼」有莫大的幫助。
「便宜」指利益，或大或小。口語中，「便

宜」讀成「偏1-4宜」或「皮宜」。「棍」指
無賴、不正派的人；「光棍/光棍佬」會被用
作此等人的代稱，後此詞泛指騙徒。「光棍」
是騙財的，因而深諳討人家便宜之道，所以他
會囑咐其子女莫貪便宜，因這會掉下受騙的陷
阱。上述狀況帶出了以下一個歇後語：

光棍佬教仔——便宜莫貪
示例5：
啲壞人就係睇中啲老人家多數貪便宜，輕輕畀
啲着數就昆到佢哋落疊。政府應該搞個用「光
棍佬教仔便宜莫貪」嚟做口號嘅宣傳活動，等
啲老人家提高警覺唔好畀人呃。
廣東人有句「有便宜唔好使頸」，就是說只

要是於己有好處就不要嫌三嫌四、諸多考量，
只管接受好了。
示例6：
為為，我知你唔係鍾意Patrick，正所謂「有便
宜唔好使頸」，只係一星期有一兩日坐下佢順
風車返工唔會令佢覺得你畀緊機會佢嘅！
話說回來，「有便宜唔好使頸」中的「便

宜」通常不會是很「可觀」的，如：有個富二
代在認識某女子不久就說要送車、送樓給她，
這麼「可觀」的「便宜」通常伴隨着不懷好意
的動機。

◆黃仲鳴

第一部「三及第」小說

硬頸．使頸．拗頸．攞把頸掂．瞓捩頸．光
棍佬教仔便宜莫貪．有便宜唔好使頸

香景源上覓知音

◆木 木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 魏以進

粵語講呢啲

詩語背後

深圳河的述說（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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