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次到訪澳門，每次都來去匆匆。對於這座
南國小城，充滿了好奇，又總是伴隨着某種魔
幻的感覺，難以在腦子裏形成一個完整印象。
中國僅有兩個特別行政區，以前的注意力都放
在香港了，對澳門確實關注得少。或許是它的
博彩業過於強勢，人們對澳門其他方面的感知
明顯不足。其實，澳門雖然人不多，地不大，
卻以鮮明特色俏立於粵港澳大灣區，並以其通
江達海的獨特功能揚名天下。
此次赴澳門，就大灣區建設背景下深澳合作

模式問題作一些調研。因是新冠疫情後首訪，
感觸頗深。當我站在大三巴牌坊前，看着古老
的街區與現代建築錯落有致，在藍天白雲下鋪
陳而去，遊客穿行其間，怡然自得，心下似有
所悟：澳門如此袖珍，又如此廣博，如此時
髦，又如此傳統，與其說是一個地方，不如說
是一扇「門」。這扇門，一面通向中國，一面
通向世界；一面通向歷史，一面通向未來。大
三巴別有滄桑感，彷彿一座影壁，對門後那片
神秘的土地，既是遮擋，也是引導。
歷史上，澳門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和
貿易樞紐。自16世紀下半葉開始，澳門作為亞
洲地區重要的國際港口，把西方文化和科學技
術帶到中國，同時把中國文化特別是中國哲學
思想傳到西方，對歐洲啟蒙運動的興起和發展
起到了推動作用。正是在這片土地上，誕生了
中國第一所西式醫院，第一部漢英詞典，第一
份外文報紙……這些反映中外文明交融的「中
國第一」，為近代經濟、技術和文化在東西方
之間的交流作出了特殊貢獻。近年來，隨着
「雙循環」發展戰略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深
入推進，中國與葡語國家交流合作得到加強，
澳門作為對話交流平台的作用愈發凸顯。
澳門的發展，有自己獨特的優勢。首先是
「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澳門享有高度自治
權，可以自主制定經濟社會政策，並作為國際
自由港，商品和服務在市場上自由流通，資金
自由轉移或兌換，為澳門贏得了更大貿易自由
度和更多商機，有助於吸引國際投資者。其次
是多元文化優勢。澳門不但擁有獨特歷史背景
和豐富文化遺產，包括葡式建築、傳統社區
等，而且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場所。還有獨
特的旅遊休閒業優勢。一方面，澳門已超越拉
斯維加斯，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彩市場，同
時，開發建設了多元化的旅遊和娛樂設施，包
括綜合度假村、主題公園、文化表演場館等。
澳門的住宿、購物、美食體驗即使算不上獨步
天下，也堪稱一絕，已連續兩年成為全球《福
布斯旅遊指南》榜單五星級酒店最多的城市。

這些優勢已屬難得，更難得的是科研優勢，而
這一點常常被人忽視。要不是聽介紹，我怎麼也
想不到，小小澳門竟擁有四個國家重點實驗室，
即2010年設立的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
模擬與混合信號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國家重點實驗
室，2018年設立的智慧城市物聯網國家重點實驗
室、月球與行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從研究領
域看，四個實驗室跨度極大，涵蓋醫藥、集成電
路、物聯網和外太空，直觀地反映了澳門強大的
綜合科研能力，支撐科研設施、人才培養和配套
環境的經濟實力，以及對優秀國際科研人才的吸
引力。要知道，在以科技創新著稱的深圳，也只
有一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即鵬城實驗室。
四個國家重點實驗室中，印象最深的是由澳
門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聯合設立的中藥質量研
究實驗室。參觀實驗室，我們一方面為現代科
學技術分析研究中藥這一傳統藥材的前景充滿
期待，一方面為蘊含其中的文化內涵和哲學思
想深為折服。據實驗室負責人介紹，科研設備
是經費投入的大頭，實驗室裏現有的關鍵設備
都是德國進口的。以西方現代設備分析中國傳
統藥材，將經驗加以實證。中藥是物質，卻承
載着中醫的醫理，可望成為打通中醫科學與西
醫科學的橋樑。想來，這又何嘗不是澳門作為
一扇「門」的最直觀的象徵。
澳門是一座賭城，但有着賭場收益回饋社會的
傳統。六家持牌機構，向政府承諾未來10年投資
1,188億澳門元，每年超過100億元，用於發展非
博彩產業。與此相應，特區政府以建設橫琴粵澳
深度合作區為契機，提出「1+4」經濟發展思路，
即做優做精做強綜合旅遊休閒業，持續推動大健
康、現代金融、高新技術、會展商貿和文化體育
等四大重點產業發展，逐步提升四大產業的比
重。為了配合這一思路，促進歷史文化資源轉化
利用，澳門2023年8月推出了歷史片區活化計
劃。該計劃根據歷史文化景點分布情況劃分為六
個片區，聯動六大綜合度假休閒企業，在片區內
舉辦特色活動，注入文化藝術元素，帶動市民和
遊客到訪參觀。六個片區均處於舊城區核心地
帶，通過優化供水、供電、管道等硬件設施，持
續提升舊區環境及配套，改善居民生活品質，並
為舊區的多元和可持續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在促進城市發展注入更多文化元素的同時，澳
門亦注重文化輸出和國際聯繫。特區政府推出
2024文旅活動年計劃，以「東西匯流，亞洲融
合」為主題，涵蓋大型文化博覽、國際會議、非
遺展演以及文體旅遊盛事等。努力創建2025年
「東亞文化之都」，進一步拓展城市文化內涵，
推動東亞文旅交流合作，促進中外文明交流互

鑒，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
當然，澳門作為一扇「門」，最有代表性意義

的還是經由這扇門進出的世界各地遊客。多年
來，澳門以區區32平方公里土地和60萬人口的體
量，年均接待訪客多達3,000萬人次。香港陸地面
積是澳門的30多倍，本地人口則是十倍以上，目
前年均訪客人數竟與澳門大致相若。顯然，香港
經受了修例風波和新冠疫情的雙重打擊，各方面
的恢復勢頭都不如澳門。據澳門旅遊局統計，
2023年入境旅客共約2,823萬人次，僅12月31日
一天就達18萬人次。今年入境人數繼續保持上升
態勢，1月至5月約1,418萬人次，日均9萬多人
次，按年同比增加50%，恢復至疫情前2019年同
期的82%。從旅客結構看，近七成來自內地，共
約990萬人次，覆蓋各省市自治區；香港和台灣分
別錄得298萬及32萬人次；國際客源復甦尤為顯
著，為98萬人次，較去年同期升幅達176%。
清晨，我漫步街頭，感受這座「不夜城」的

別樣風情。城市還未醒來，街上幾乎沒有行
人，偶爾有豪華小車駛過，彷彿鋪天蓋地的寂
靜被撕開了一道口子。待車輛過去，周遭變得
更加安靜。眼前是一座座堂皇的博彩大樓，命
名很獨特，什麼威尼斯人、倫敦人、巴黎人，
新葡京、新濠天地、銀河、金沙等。初升的陽
光灑向大樓的不同側面，留下一種斑駁的絢
爛。穿行在這些大樓之間，腦海裏並沒有賭場
的紙醉金迷，而感念於世界的複雜多元。
由此想到頭天傍晚，在黑沙海灘見到藝術家

堆積沙雕的場景。黑沙海灘長約1,350米，呈半
月形，坡度平緩，灘面廣闊，黑沙幼滑，是訪
客必去的打卡點。當時，夕陽西下，空氣能見
度極好，能看到遠處香港的高樓。海面上金光
點點，碧波微漾，半江瑟瑟半江紅，情景交
融，讓人嘆為觀止。一位青年藝術家在海灘上
堆積沙雕城堡，看來不是一時半會兒了，作品
已頗成規模。我們與藝術家攀談起來，當聊到
這麼精緻的作品，一會兒漲潮就沖毀了，是不
是覺得可惜，他淡然作答：世間一切人和事，
不都這樣有生有滅嗎，有的時間長一些，有的
時間短一些，又有多大區別呢？藝術的終極價
值，在於當下帶給人美的享受。
悠悠思緒，天馬行空，歸於一念。澳門，終

究是一扇「門」。打開這扇門，世界很精彩。
不過，打開還是關上，不取決於歷史的必然，
而取決於掌門人的一念之間。

香港自從有了金庸、梁羽生的新派武俠後，對漂洋而來的
台灣武俠小說，已是看不上眼，在租書檔租回來的臥龍生、
諸葛青雲等等，看不上幾頁就放下了。
1970年代入職明報另一老闆沈寶新的出版社，主編一武俠
雜誌。沈老闆一日交來一大疊手稿，乃台灣柳殘陽的作品，
看之亦無味，遂嘆曰：「怎及香港作家呢！」那時年少，先
入為主，台灣雖然出了個古龍，亦覺不外如是！
年前，看了林保淳的《台灣武俠小說史》，看他在封面如

此點評各家：「帶領世紀新潮的古龍、家喻戶曉的臥龍生、
文筆典麗詩才佳妙的諸葛青雲、以樸實厚重獨樹一幟的司馬
翎、筆力矯健姿采動人的司馬紫煙、以復古當寫實的雲中
岳」，如此「力讚」，真想「正襟危坐」，抽暇好好品讀各
家一番，看保淳兄讚得對不對。
書中有一章：「胡適風波與社會輿論」特別引我注意。
1959年12月8日，胡適應台灣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校長成舍

我之邀，以《新聞記者應有的一種修養》為題演講。胡適鼓
勵學生多讀偵探小說，話鋒一轉，不知為何爆出一句：「武
俠小說是下流的！」
胡適要學生多讀偵探小說，其意是可以增強記者為民眾
「辯冤白謗」的能力，但武俠小說為何是「下流」的，林保
淳也探究不出真因，他說：
「以胡適本身對中國古典小說的精深研究，甚至曾將古典
俠義小說《三俠五義》列入『國學基本書目』，真的很難想
像胡適為何如此輕視武俠小說，甚至就通俗小說門類來說，
還遠落在『偵探小說』之後；但胡適始終對武俠小說若有憾
焉，卻是不爭的事實，故曾致慨於『我覺得真是奇怪，為什
麼我們中國的武俠小說沒有受到大仲馬的影響？這是世界名
著，在歐洲和美國流傳很廣，為一般社會人士所愛讀』，儘
管頗有學者已確定早在1930年代就有白羽取徑於大仲馬，力
圖打破『超人武俠』神話，而一概還原為『有血有肉的現實
人生』，但胡適顯然不為所動，依舊有此成見。」
胡適的「成見」，在台灣本土，可沒有什麼「有識之
士」挺身辯駁；而附和的卻不少，最記得李敖便大喊「看
鏢，武俠小說」；若干年後，1990年中研院的李遠哲，也認
為武俠小說「有害無益」，這些戴了有色眼鏡的「偏見
者」，不說也罷，反而胡適，最令我「心有戚戚焉」。我
想，他有沒有深入讀過武俠小說？或者，他讀過的只是質劣

的作品？
林保淳說，胡適的「下流論」在台灣
掀起的輿論不大，在香港卻惹來大波，
紛紛要胡博士「進一步解釋」。林說：
「原因可能在於當時社會上普遍對武俠
小說持反對的態度，誠如化名『獨行
俠』者所說：『黃色固然是誨淫，而武
俠小說也免不了是誨盜。』。」
可笑的是，胡適曾為《水滸傳》苦苦
考證，認為這是一部「奇書」，焉何不
找一部當年已威震一時的《射鵰英雄
傳》看看，再下「下流」的判語！

假使有些大米掉進了「石罅」（石隙/石縫）
中，相信只有雞隻那尖尖的嘴巴才能放進其中進行

啄食。廣東人就有以下一個歇後語：
石罅米——畀雞啄

「啄」口語讀「deong1」；「雞」與「妓」的普通話
讀音相近，或許這令廣東人以「雞」作「妓」的俗
稱。「畀雞啄」諷刺只願把錢花在妓女身上的人。
示例1：
我細個嗰陣阿爺同我講話有個同鄉成日流連風月場
所，出手都不知幾闊綽。
粵語片都有得睇，呢啲友通常善財難捨！
中晒，阿爺話啲人響佢背後叫佢做「石罅米」，淨
係識「畀雞啄」！
「撳」，讀「今1-6」，指用手按；不少人誤寫

成「㩒」或「拑」。如：「撳門鐘」（按門鈴）、
「撳住搶」（喻強搶）。
現實中，若某人不是自願去做某件事情，他人很
難可迫他就範。以下是一些相關諺語：

按牛頭吃不得草/牛喝水按不下牛頭
牛唔飲水唔撳得牛頭低（粵語）
牛唔飲水點撳得牛頭低（粵語）

吃草、喝水均表示做某件事情；意指用強硬脅迫的
手段是達不到目的的。以下是同出一轍的西諺：
You can lead a horse to water, but you can't make
him drink.
【你可把馬帶去喝水，但你不能令（迫）牠喝。】
示例2：
梁小輝，你做咩同黃小利響廁所打陳佐治？你應該
知「打交」（打架）可以趕出校嘅！
劉Sir，我唔想㗎，係黃小利迫我嘅！
呢啲嘢都有得迫，「牛唔飲水點撳得牛頭低」；
嗱，坦白從寬！
咁嘅，黃小利話「揼」（打）完佢請我食放題囉！
「大樑」指架在山牆或屋架上最高的一根橫樑，
也叫正樑；也指主要的任務或責任人。「扛大樑/
挑大樑」比喻承擔重任；廣東人也會用「揸旗/擔
大旗」（持旗）來表示這個意思。
眼鏡通常用以矯正視力，讓人看得更清楚。「跌
眼鏡」就是把眼鏡丟掉，丟了就是沒眼鏡，沒有眼
鏡就看不清楚。有人就用「跌眼鏡/大跌眼鏡」來
比喻看差一線；亦即事情的結果出乎意料，令人感
到吃驚；香港人也會說成：

通地/一地都眼鏡碎
眼鏡掉在地上會爆裂以致碎片散落在地上。
示例3：
勢估唔到呢位超級巨星竟然做出傷風敗俗嘅嘢，令
全人類都「跌眼鏡」/搞到「通地都眼鏡碎」！

◆黃仲鳴

駁武俠小說「下流」論

石罅米．牛唔飲水唔撳得牛頭低．
揸旗；擔大旗．跌眼鏡；大跌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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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光怪陸離、瞬息萬變的短視頻與新媒體時
代，人們的時間彷彿被切割成了無數細小的碎片，
散落在手機屏幕的每一次滑動之間。我們遊走於色
彩斑斕的虛擬世界，享受着即時滿足的快感，卻不
經意間，讓那份靜謐而深沉的閱讀時光，成了奢侈
品。
然而，正是在這讀屏時代，讀書的意義非但沒有
減弱，反而顯得更加珍貴與必要。它如同一股清
泉，能夠洗滌心靈的塵埃，引領我們穿越喧囂，尋
回內心的寧靜與深邃。
首先，我們需認識到，讀書並非與數字時代格格
不入，而是可以和諧共生的。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
代，書籍的內容與形式也在不斷創新，電子書、有
聲書、在線閱讀平台等，為我們在屏幕前開闢了新
的閱讀天地。我們不妨利用通勤路上的碎片時間，
打開電子書應用，讓一行行文字化作心靈的慰藉；
或是在睡前，選擇一段有聲書，讓溫暖的聲音伴你
入夢，讓閱讀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真正的閱讀，不僅僅是文字的瀏覽，更是
心靈的對話與思想的碰撞。在快節奏的生活中，我
們需要學會為自己創造一段「無干擾」的時間，關
閉那些不斷推送通知的應用，將手機調至靜音，甚
至暫時遠離屏幕，手捧一本紙質書，讓目光與文字
親密接觸，讓心靈在字裏行間自由翱翔。這樣的深

度閱讀，能夠讓我們沉浸於故事之中，與作者共
鳴，與角色同悲共喜，從而獲得更為豐富和深刻的
情感體驗與思想啟迪。
讀書，更是一場心靈的旅行，它引導我們跳出日
常的瑣碎，站在更高的視角審視世界，激發我們的
思考與創造力。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我們不僅要
讀，更要學會批判性地讀，獨立思考，勇於質疑，
從書中汲取智慧，形成自己的見解。正如蘇格拉底
所言：「未經審視的生活不值得過。」同樣，未經
思考的閱讀也難以真正滋養我們的靈魂。
最終，讀書的意義在於回歸本真，尋找那些能夠
觸動心靈、啟迪智慧的力量。在這個讀屏時代，我
們或許會被各種娛樂和信息所包圍，但請不要忘
記，書籍是人類文明的燈塔，是精神世界的寶庫。
當我們靜下心來，翻開一本書，就是在與歷史的智
者對話，與未來的自己相遇。這份來自書頁間的力
量，將引領我們穿越時間的長河，走向更加寬廣而
深邃的人生旅途。
總之，在短視頻與新媒體的浪潮中，讀書不應成
為被遺忘的角落。相反，它應當成為我們抵禦浮
躁、追求深度的有力武器。讓我們在屏幕之隙，尋
覓那份久違的書香，讓閱讀成為一種習慣，一種生
活方式，讓心靈在文字的海洋中自由馳騁，綻放出
最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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