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27樓禮堂，上星期曾一連兩日為其前
會長李秀恒博士設置弔唁廳，供社會各界人士向李博士悼念。
那兩天，前往弔唁的人絡繹不絕，不僅有眾多政商界頭面人物
出現，亦有不少來自不同界別例如文化界、藝術界、教育界、
收藏界、攝影界及傳媒友好等；有些甚至專程遠道來港向李博
士致意！
這反映出李博士人緣甚廣，當中自有因果。李博士如何白手

興家，如何由傑青、青年企業家到連續四屆擔任全國政協委員
和獲頒金紫荊星章，而且公職多多，相信不少人都已知大概。
筆者與李博士共事多年，想說說李博士生平一些比較鮮為人知
的故事，讓大眾對他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明白到他為何會如此
令人懷念。
首先講的是與我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號」有關的故事。眾所

周知，「遼寧號」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從烏克蘭收購「瓦良格
號」（包括數十噸重的設計圖表）改裝而成的。有專家認為，
收購「瓦良格號」，令到國產航母的研發進程最少節省了20
年時間，效果之大，可想而知。但相信極少人知道，原來那時
國家的財政並不富裕，需要在民間籌資，李博士知悉後，自己
雖正處創業初期，仍即暫停自己公司的發展計劃，並用盡銀行
借貸額度，調動2,600萬元支持國家此項收購行動。
2017年香港回歸20周年時，「遼寧號」首次訪港，當年負

責收購計劃的經手人在接受一家媒體專訪時，曾親口談到當年
在香港籌集資金的過程中，有幾筆私人借款最讓他感動，認為
這樣的行動「才是真正愛國的香港人」，並點名提到「廠商會
會長李秀恒更私人借出了上千萬。」近年，中國航母發展迅
猛，每當看到相關的訊息，筆者都會想起李博士的付出。
另外，李博士一手創立的「香港經貿商會」，其實也有一段

故事。 話說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李博士那時是香港表廠商
會會長，由於職責所在，要不斷收集業界意見，為業界發聲，
甚至飛到美國，以港商的身份為中國爭取最惠國待遇幫腔，故
不時有機會與時任中國外經貿部部長吳儀接觸。吳儀部長（後
來升任國務院副總理）發覺李博士辦事很有魄力，於是問他可
不可以成立一個跨行業的商會組織，凝聚各方人才，向國家提
供意見，一來可以在國家改革開放和爭取早日加入WTO的道
路上出謀獻策；二來可以擔當港商與內地之間的溝通橋樑，減
少一些誤解和摩擦，有利香港平穩過渡。
李博士果然不負所託，經過大半年的奔波籌備，卒於1993

年10月成立了「中港經貿商會」，後來於1997年6月香港回
歸前夕易名「香港經貿商會」，成員除來自不同行業的工商界
之外，還包括律師、會計師、測量師、金融業精英及學者等專
業人士。在李博士的帶領下，該商會一直與中央及各省市保持
密切關係，除了經常組團到內地訪南走北，考察交流和尋找投
資商機，亦先後推薦了數十位會董擔任不同省市政協委員和海
聯會港區理事。香港回歸後，該商會在港陸續舉辦和接待了
30多個來自不同省市的幹部或民企人才培訓班，可說為國家
的改革開放作出了汗馬功勞。
李博士2015至2017年擔任廠商會會長期間，有幾件事亦值

得一書。先說2016年贊助新春煙花匯演事，記得特區政府找
廠商會贊助時，李博士提出一個特別要求：煙花匯演當晚，供
主辦方宴請賓客的會展中心，將會筵開百席，但邀請的不是達
官貴人、工商名流或一些社會知名人士，而是要招呼一千名來
自弱勢社群的市民，包括基層、新來港家庭和少數族裔等，而
每一席，特區政府都要安排一位官員在座，與民同樂，並藉此
機會聽取民間真正的聲音。這令到那一年的煙花匯演，顯得別
具意義。
位於新界元朗八鄉的「少年警訊永久活動中心」於2017年

中落成，習近平主席2017年曾考察這裏，並看望正在訓練的
青少年。該活動中心改建的主要費用，廠商會贊助了1,000萬

元，而李博士亦私人贊助了1,000萬元。還記得活動中心快竣
工的時候，警察公共關係科官員曾向李博士面謝，並表示該中
心建成後會落名紀念。李博士隨即回應稱：「落廠商會名便
行，我的名字不用提了。」當時筆者在場，此兩句說話令我印
象深刻。
提起工展會，相信市民大眾都不會陌生，那是廠商會一年一
度主辦的香港盛事。李博士主政那三年，為工展會推出了一項
新猷，就是為弱勢社群設立專場，在上午特定一個時段，只接
待一些獨居長者、基層家庭和殘障人士入場，並派發500元現
金券，而事前亦囑附場內所有展攤的貨品一律要提供最優惠的
價錢，務求讓入場的每一個人都開心而來，滿意而去。第一年
專場開幕的時候，時任特首林鄭月娥和多位官員均有到場，以
示支持。那天，李會長與官員們齊齊在場內幫一些殘障人士推
輪椅的情景，仍歷歷在目。
坐落西九龍海濱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現已成為市民大眾
賞珍鑑寶的好去處，也是吸引海內外遊客的主要旅遊點之一。
可能很多人已忘記了，2017年當特區政府宣布國家支持香港
興建這個博物館時，社會上的氣氛並不和諧，不少政客乘機挑
撥，說三道四，製造障礙。在這個時候，李博士主動聯絡香港
多個民間文化藝術組織，包括世界華人收藏家學會、香港各界
文化促進會、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敏求精舍、香港藝
術品商會、求知雅集，以及大中華香港收藏家協會等，發起
「支持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大聯盟」，並舉行記者
會，發出社會的主流意見，認為這是香港眾多文化藝術愛好者
盼望多年的訴求，且對香港有百利而無一害，實在沒有反對的
理由。
認識李博士的都知道他是一位超級攝影發燒友，其攝影技術
獲美國國家地理雜誌連年為他出版不同內容的個人攝影集而可
見一斑。筆者想說的不是他拍攝的圖片怎麼吸引，而是他出版
攝影集背後的心意。
李博士2018年出版的第一本攝影集名《帶路》，就是「一帶
一路」的縮寫，目的為配合習近平主席提出發展「一帶一路」
的政策，把「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目前的地標和風土人情用鏡
頭記錄下來，成為將來歷史對比的見證。更有意義的是，美國
政府對「一帶一路」的態度路人皆知，而這本攝影集卻是由美
國一家著名的民間機構出版，足證中美友好關係基石在民間。
李博士第二本攝影集名《節慶》，內容是拍攝中國不同省份
和自治區多個少數民族的大型節日慶典，當中包括他故鄉清遠
的瑤族「盤王節」，以及台灣高山族的「豐年祭」等。李博士
曾向筆者透露，他出這本《節慶》，不僅是為中國少數民族的
傳統文化有圖有文地「定格」下來，便於傳承；同時亦希望方
便少數民族對外宣傳他們的文化特色，有助發展旅遊和民族特
產經濟。之後，李博士又陸續出版了歌頌大自然的《天空交響
曲》和《帶路2》。
李博士的故事還有很多，上述的僅是滄海一粟。這些事例，
他雖甚少提及，不過在在都流露出他關心國家、熱愛香港、心
繫社稷和關懷弱勢的「大愛」。君今雖逝，德澤綿長。李博
士，願您一路走好。

在深圳諸多地名中，人們最熟悉的應該
是「羅湖」了，它所蘊含的歷史文化記憶
也最豐厚。據學者考證，「羅」字源於古
越語，是古壯侗語對山的稱呼。那麼，羅
湖之「羅」是指哪座山呢？羅湖之「湖」
又在哪裏？
比較流行的說法，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之

初，移羅湖山填羅湖水，換來今天羅湖火
車站一帶的建設用地，成為特區發展的濫
觴。打開搜索引擎，你會在一些媒體報道
或個人回憶錄裏，讀到類似大同小異的表
述：現在的火車站廣場、聯檢大廈、羅湖
小區，當初都是搬運羅湖橋邊的羅湖山填
的。那個時候，施工技術還不夠先進，工
程隊日夜兼程，一鍬一鍬地挖，一車一車
地運，硬是憑着愚公移山的精神，開創出
一片改革開放的試驗田。
這種說法容易讓人聯想到開天闢地、篳路

藍縷的特區建設意象，因其鼓舞人心，多年
來得到朝野普遍認同。特區成立之初，的確
通過鏟掉一些山頭，填平一些窪地，打造了
一批建設用地。曾聽一位朋友說過：深圳有
兩個最有名的開山炮，第一個是蛇口的開山
炮，炸的是微波山；第二個是羅湖的開山
炮，炸的是羅湖山。深圳市檔案館裏如今還
可以查到一張當時的施工示意圖，在文錦渡
口岸和羅湖口岸之間，有一個小山頭，確實
標註的是「羅湖山」。
不過，這座山頭（或其他被剷平的山

頭）是不是古人所指的「羅」，填平的水
塘是不是古人所指的「湖」，我總有些懷
疑，也沒有查到令人信服的文獻資料。近
段時間涉獵深圳歷史文化，從羅湖一帶的
山形地勢中似有所悟：羅湖之「羅」或許
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山頭，它可能指向深圳
最大山體梧桐山；羅湖之「湖」或許也不
是一個普通的水塘，而是泛指今天深圳水
庫一帶的連片水體。梧桐山作為粵東大岳

蓮花山的餘脈，主峰是深圳地區海拔最高
的，山下龐大水體古已有之，迄今仍呈
「五湖（仙湖、洪湖、東湖、銀湖、深圳
水庫）繞山」之勢。而深圳河作為梧桐山
下最大的河流，最初被稱作羅溪，也順理
成章了。
這樣看來，羅湖之「湖」與深圳之

「圳」，很可能是同源的。古時州縣，地域
廣大，人煙稀少，人們的視野想必十分開
闊。一脈羅山聳立，一片羅湖環繞，一條羅
溪遠去，構成了古羅湖地區的山水大勢。羅
湖村開基第二代傳人袁百良有詩「羅溪水長
漁歌晚，梧嶺峰高月吐遲」，後人亦有「羅
溪峻嶺水還深，上有喬松百尺陰」（袁漁
隱）、「梧峰吐月映羅溪，縞帶飄飄赤勘
西」（袁皓）等句。山生梧桐以引鳳，水馭
雲霧而耕月，正是如此大山大水，成為古人
命名的依據。而在後來的歷史進程中，這一
脈山水數百年風雲演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
近代中國的萬千氣象。
羅湖之名，最早的文獻記錄可追溯至明

天順八年（1464年），用以描述當地「五
水歸湖」的獨特地貌。羅湖用作地名，始
於清朝初年的羅湖村。近代以來，羅湖一
直是指羅湖村或羅湖生產大隊，隸屬深圳
鎮。1979年寶安縣改設為深圳市，分六個
區，其中羅湖區下轄深圳鎮和附城、福
田、鹽田三個公社。這是羅湖作為特定地
域名稱，首次超出一個村的範圍，並反過
來管轄深圳鎮。次年，深圳經濟特區成
立，不久寶安縣復置，羅湖、南頭、沙頭
角三區被合併為羅湖區，統轄整個特區。
此時的羅湖，是歷史上轄地範圍最廣的時
期。後幾經沿革，直至1990年福田、南山
分別設區，1998年鹽田設區，羅湖轄地才
固定下來。
可見，羅湖作為改革開放的策源地，深

圳經濟特區最早的行政建制和建成區，見

證了特區成長的歷史。如今的羅湖區，是
由10個街道辦事處組成的一方熱土，面積
78.7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14.82萬人。羅
湖地名的變遷，歸根結底是與深圳經濟特
區同頻共振，進而與中國改革開放大潮同
向奔赴的結果。
一個多世紀以來，在這片熱土上誕生了

一大批具有地標意義的地名和建築，傳承
着深圳之所以成為深圳的歷史文化基因，
羅湖也因此獲得了「地標收割機」的雅
號。當你聽到深圳墟、羅湖橋、老東門、
漁民村的時候，腦子裏是不是會浮現出一
幕幕滄海桑田的生動畫面？而國貿大廈作
為「深圳速度」的助產婆，地王大廈土地
拍賣創下多年不曾打破的天花板，京基100
引領鵬城購物休閒的新時尚，這些走馬燈
似的深圳最高建築，以特有的高度、速
度、力度，不斷拓展着羅湖的天際線。
雖然坊間一直有「深圳的過去看羅湖，

現在看福田，未來看南山」的說法，但羅
湖從未停止自己前進的步伐。在當前大力
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背景下，羅湖着眼於繼續
提升城市品質，正着力打造「三力三區」：
具有世界潮流引領力的國際消費中心核心
區，具有全球資源配置力的深港融合發展
先行區，具有國際市場輻射力的現代服務
業集聚示範區。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的《北
部都會區行動綱領》，也把羅湖定位於港
深緊密互動圈，推動建設口岸商貿及產業
區。天時地利由來久，躍馬揚鞭正當時，
一個嶄新的羅湖正闊步向我們走來。

巍巍羅嶺梧桐間 一脈羅溪入遠天
但問羅湖何處去 且看舊浪啟新帆

前時在這欄寫了篇《第一篇三及第小說》，推翻了以前的論斷：《俗話傾
談》非最早的一部。換言之，1990年代魯金和我寫的博士論文，都不確。
第一部應是《煲老鴨》，出版於光緒甲午年（1894），而《俗話傾談》則

成書於光緒末年，約在1902至1903年間，兩者相差近9年。
1990年代末，我撰《香港三及第文體流變史》時，已聞《煲老鴨》這部

書，可惜一直找不到，年前得到，看了，才知道它才是第一部。但是，此後
是否還有「文物」出土，那就且看下回分解了。為什麼有此說？因為兩書是
所謂「宣講小說」。所謂「宣講」，即是「俗講」後的「話本」，在晚清
時，宣講十分盛行，印成冊子的相信不少，我們拭目以待可也。
《俗話傾談》成書後，邵彬儒有〈序言〉，文末說「書於覺世社」。魯金

考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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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請口才好而有些文墨的人，到人多聚集的地方說忠孝勇義故事，
這些人就是所謂「講生」。邵彬儒特別得到鄉紳的支持，到香山、佛山、廣
州一帶開講，除了以三及第寫成的《俗話傾談》外，還有以文言寫的《諫果
回甘》《吉祥花》等，這些文言話本我找不到，看不到。至於《俗話傾
談》，幸有日人魚返善雄輯之易名為《廣東語小說集》（東京：小峰書局，
1964），我才得睹。
《俗話傾談》是宣講文本，勸善懲惡，也是所謂「勸世文」，讀之也沒什

麼樂趣。廣州俗文學研究者葉春生說，嚴格上這很難稱得上小說，因為有些
篇章根本沒有故事，沒有情節，沒有人物形象，作者直接出來勸世說教。他
舉例說：「開卷首篇《橫紋柴》寫一個兇蠻橫惡的被人稱作『橫紋柴』的婆
婆，對盡心侍奉她的媳婦珊瑚橫加指責，百般刁難，最後逐出家門，但珊瑚
依然一心向主，不願改嫁，作者大為感動，讚道：『忠孝節義，四字為萬古
綱常，頂天立地人物。此四個字，如大祠、大廳之四柱，須用堅石，須用實

木，自頭到腳，都要咁堅，都要咁實。』而對那些富
婆，則勸她們：『家婆教新婦，理宜話亞嫂……粗衣
麻布到來問候，便見規模，不用太為着意。如此說
話，方是教道後生。』」
以小說觀之，實是「乏趣」。不過，該書一些篇幅

還勾畫了當時社會的風俗畫面，反映了官僚腐敗的嘴
臉。全書九個故事，用「似綴實續」的結構編成；粵
語分量重，在三及第流變過程中，十分重要。至於
《煲老鴨》，也屬宣講小說，不過，《煲老鴨》是單
一故事，篇幅較短，粵語可觀；可惜講生或作者何人
已難考了；是否屬覺世社中人，也無從追究。
葉春生指「很難稱得上小說」，這固然有道理在，

但我認為，稱之為「宣講小說」、三及第小說，那是
可以的。

「冇王管」或「冇皇管」在網上的解
釋是說小孩頑皮，不遵管教/沒有人看管
或沒有人管理、治理而非常混亂的狀
態。就上述資料，筆者在這裏逐一交
代。其一、「冇王管/冇皇管」中的王/
皇口語讀「枉/王4-2」。其二、解釋可
接受，要注意的是此詞實際上適用於任
何人物或環境。其三、王/皇在詞中不是
一般人想像的主子（王侯、帝皇），而
是王法，既有的法則、法度、法律。如
此看來，寫作「冇皇管」是大錯特錯。
綜合而言，「冇王管」就是沒王法，橫
行而不守法律，沒有法度去監管的意

思。
以下是一句與乞丐相關的西諺：

Beggars can't be choosers.
直譯是乞丐沒資格做選擇者。意指討飯
的哪能挑肥揀瘦，亦即別無選擇；以下
一句則道出乞丐也有其選擇權：

做慣乞兒懶做官
指一個人過慣了自由自在的生活，也不
願像當官的諸多束縛。
中國人有句：

家醜不可外揚
家醜不出外傳（廣東話）

外國人有句：
We don't wash dirty linen in public.

（不會在公眾地方清洗家中骯髒的桌布、
床單等）
廣東人又會講作「收埋收埋」。意思都
是絕對不會將家中醜事向外傳揚。
「瘌痢頭」指感染黃癬而掉髮的頭

部，也指頭部罹患黃癬的人。「瘌痢」
俗寫「癩痢」，文讀「辣利」、白讀
「辣6-3利6-1」。長「癩痢」令人的外
觀難看，舊時的患者多不敢出外見人。
有人就藉此狀況創作了以下一句：

有頭髮邊個想做癩痢
與「有頭髮邊個想做和尚」意近。表面
的意思是若然長滿髮又怎會示以禿頭那
麼丟人。比喻若非情非得已是不會（選
擇）在人前展示不光彩的一面或將醜事
向外傳揚。
中國人有句：

瘌痢頭兒子自家親/瘌痢頭兒子自家好
就是自己家的孩子再不好，也是好的。
比喻父母愛子之深，孩子再不好、再不
是最終還是自己家的孩子，也是好的。
圖中有位露宿伯伯表示霸佔了公眾地

方作為停息間是有莫大的隱衷，暗示若
非如此是不會做出瞓街這見不得人的行
為，也正正是「有頭髮邊個想做癩痢」
的寫照。
現今社會理應法制健全，為何時有出

現「冇王管」的情況呢？無他，部門間
或有推卸、跟進不力之故。筆者就近期
在沙田城門河畔親歷的現象，有感如
下：

《香港露宿者天堂實錄》
香港露宿有天堂 就在城門河畔旁
風涼水冷瞓河邊 租都慳返惹人羨
睡床廚房兩齊全 置業美夢這裏圓
有人公然來霸佔 部門好似睇唔見
冇投訴就唔出手 扮晒退場避鋒頭
略為收斂又返頭 今番企理博忍手
公眾地方冇王管 堵塞阻街何其寬
雖則有多少改善 市容受損在當前

◆黃仲鳴

宣講小說

冇王管．做慣乞兒懶做官．
家醜不出外傳．有頭髮邊個想做癩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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