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乘坐着飛機跨越中國大地的對角線，途經大大小小
的城市，俯瞰長江、西北的沙漠和雪山，從嶄新的角
度感受中國地域的壯闊，令我更期待踏足西域，領略
祖國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風貌。
這旅程令我大開眼界，最寶貴是能深入感受當地的

風土人情。我們在喀什大學與當地學生交流時，一起
分享我們大學生活相似或不相似的地方，以及我們平
日的課餘興趣和活動，我們還互相交換了微信，建立
了可貴的友誼。
這次很有幸跟馮老師去新疆——他慷慨地把以往到

邊疆旅遊的經驗向我們分享，又特地為我們安排地道
新疆菜餐廳，使我們可以更投入地感受當地文化。我
們還有幸遇上了維吾爾族人的婚禮，看到少數民族家
庭開心盡興地跳舞，氣氛高漲，令我感受到他們的生
活很快樂、很懂得活在當下。
另一天，我們到訪塔吉克姐妹家，她們很熱情地招

待我們，還預備了手抓飯、餅、奶酪、水果和小吃
等，令我深深感受到少數民族對我們的熱情。他們的
客廳很大，經常有親戚到訪，享受單純的天倫之樂。
到過東莞讀書的姐姐小雲表示，自己喜歡塔縣寫意的
生活節奏，而妹妹小胡在讀的深塔中學則是深圳援建
的。我覺得這樣的聯繫不但效益高，也有效地加強了
中華民族的凝聚力。能認識當地不同民族的朋友，我
覺得很夢幻，一切都是緣分，我們更相約將來會一起
去旅行。
平常到內地旅遊，我多是到訪大城市，如北京、南

京、上海、長沙，以及大灣區內地城市，見到的景色
多為高樓大廈和繁華街景。這次到新疆，我有機會感
受到祖國大自然的一面。在白沙湖，我騎了高原農牧

民養的犛牛；在卡拉庫里湖，我在雪山景色前騎了馬
和駱駝……這種體驗令我心曠神怡，亦為祖國美麗的
山河感到自豪。
中國的領土遼闊，與很多國家接壤。我們去了西部

的邊境地區，這裏與三個中亞國家為鄰。在中國西
極，可眺望遠處吉爾吉斯斯坦的山，這裏的居民每天
都會目送中國領土最晚一縷陽光離開，另有一個地方
是通往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道路。我意識到，邊疆的
安寧有賴於強大的國家和團結的人民。最後一天，我
參觀了在喀什舉行的中亞及西亞商品貿易會，看到不
同國家的商品，近距離感受到喀什在「一帶一路」的
重要位置。
這趟旅程像拼圖一樣，貫穿歷史、文化和地理知

識，令我深感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在錫提亞迷
城，我們學習了張騫出使西域、西域三十六國的歷
史，維吾爾族講解員對自己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而
深感自豪，我也感受到中華文化的多元性和民族團結
的重要性。旅程中，老師為我們講解沿途的歷史知
識，例如，有關李白出生地的其中一個說法是在西域
的碎葉，位於今天吉爾吉斯斯坦，當時屬於唐朝領
土……
同時，感謝同行的易部長和黃署長分享獨特的工作

經歷，令我們受益良多。亦很感激馮老師、黃經理和
尹領隊專業的帶領，感謝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舉辦
是次交流團。我眼界拓闊了不少，對國家的未來充滿
希望。我期待將來去更多地方，探索世界，也建立更
多友誼的橋樑。作為一名香港青年，我希望與祖國的
年輕人攜手進步，一起為建設美好的家園而共同努
力。

大梅沙、小梅沙都屬於梅沙街道，而梅
沙街道屬於鹽田區。鹽田區本就不大，在
深圳九大區中是面積最小的，四捨五入才
75平方公里，其中又有三分之二是生態用
地。梅沙街道就更小了，而且沒有什麼產
業，在深圳這個GDP為王的「搞錢」之
都，存在感實在有限。曾聽梅沙街道辦事
處工作人員調侃，在鹽田區四個街道中，
沙頭角街道有中英街，鹽田街道有港口，
海山街道有城區，梅沙街道就只剩下一灣
沙灘了。然而，正是這灣沙灘，承載着一
代深圳人的集體回憶。我自己也因為一個
偶然機會，從這灣小沙灘裏看見了一個大
世界。
那是一個星期六的上午，機關工會組織了

一場參訪活動，參觀深圳第一艘大型海監船
並考察大鵬灣。是日清晨，旭日方升，我們
就早早地從政協機關乘車趕往鹽田港，開啟
了這場超乎尋常的大鵬灣之旅。
大鵬灣位於深港兩地之間，北據深圳最

美西部海岸線，南臨香港最美海景公園印
洲塘和塔門島。灣內最大島嶼東平洲屬於
香港，但距深圳大鵬街道的金沙灣度假村
只有兩千餘米。駐港期間，我曾數次登上
東平洲，為其原生態海景所陶醉。到深圳
工作後，又多次前往大鵬半島調研考察，
致力於推動香港近年來興起的游跑運動
（Swimrun）落戶深圳，為日益向縱深發展
的深港雙城合作營造氛圍。我聯同兩地相
關團體，設計了一條覆蓋金沙灣度假村和
東平洲的跨境游跑路線，不過由於種種原
因，項目至今尚未落地。有了這個淵源，
置身這片海域，便平添了一份親切感。
我們的考察路線是從鹽田港啟程，出沙

頭角海後往東，沿海岸線至大鵬半島西
側，繞行東平洲駛入香港水域，再自東向
西回到起點，全程55.7公里。兩個多小時
的航程，高天麗日，白浪青波，海灣周邊
群峰綿延，嵐霧繚繞，美不勝收。不時可
見裝滿集裝箱的萬噸貨輪，緩緩駛出鹽田
港，無聲地彰顯着這個吞吐量全球最大港
口的存在感。
正是在這樣一個特別環境中，我看到了梅

沙街道的山水全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從
連綿逶迤的群山中挺拔而出的梅沙尖。作為

深圳第四高峰，梅沙尖海拔並不高，但峰形
尖突，好似一把巨大的利錐切割着縷縷流
雲，動靜相宜，風光無限。大梅沙、小梅沙
海灣被一條號稱全世界最長海濱棧道串連起
來，如一個舒展的M形標誌，靜臥在群山腳
下。綿延的山峰與海灣之間，是掩映在一片
綠野中的建築物，錯落有致。飄帶一般的盤
山公路，彷彿流動着生命能量的經脈，讓一
方山水靈動起來。
其實，早在六七千年前，這片海灣就有

先民生活，從事原始漁獵和農耕。隨着小
梅沙遺址、大梅沙遺址、北梅沙遺址和宋
代遺址的相繼發掘，這一帶除了出土反映
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和周代春秋時期生產生
活的陶片，後來的文明發展脈絡也有跡可
循。古人把海邊細膩的滑沙稱作「糜
沙」，並用以指代他們繁衍生息之地。
大、小梅沙原住村民屬客家民系，多為大
鵬所城士卒後裔。本地方言稱梅沙話，與
大鵬軍話同源。在梅沙話中，「糜」與
「梅」同音，遂改「糜沙」為「梅沙」，
沿用至今。清康熙版《新安縣志》就有大
梅沙村、小梅沙村的記載，表明這方水土
與大名鼎鼎的「深圳墟」是同時進入歷史
視野的。
為了更好地感受梅沙片區的山水文脈，

大鵬灣之旅結束後，我專程走訪了梅沙街
道。這是一個很小的街道，面積不足22平
方公里，戶籍人口只有8,800人（常住人口
約2.45萬人）。建制於1983年，時屬深圳
經濟特區的沙頭角管理區，1990年隨沙頭
角管理區併入羅湖區，1998年劃歸新成立
的鹽田區。
不過，早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之前，梅

沙海灣就已成為改革開放的試驗田。1979
年，小梅沙開旅遊風氣之先河，在沙灘上
用幾個貨櫃起家創辦了內地第一個沙灘假
日度假基地——小梅沙度假村。以此為起
點，經40餘載接續奮鬥，梅沙街道已擁有
大梅沙海濱公園、小梅沙度假村、東部華
僑城、海濱棧道、大梅沙8號倉奧特萊斯等
一大批「網紅」景點，從改革開放之初區
區數百人的小漁村發展成為享譽全國的文
旅重鎮，年接待中外遊客2,000餘萬人次。
特別是地鐵8號線於2023年底開通後，坐

地鐵來這裏聽海、踏浪、逛夜市成為休閒
新選擇，梅沙更創下了單日遊客20萬人次
的新紀錄。
在沙頭角深港國際消費合作區「一核四

區」格局中，梅沙獨佔兩區，即東部華僑
城片區和小梅沙片區。梅沙還是鹽田國家
全域旅遊示範區核心承載區，號稱「鵬城
最美後花園」。在鹽田建設全域旅遊示範
區，基於得天獨厚的文旅條件，2004年，
深圳市大張旗鼓評選「深圳八景」，與歷
史上的「新安八景」相銜接。其中三景，
即梧桐煙雲、梅沙踏浪、一街兩制均位於
鹽田。如果考慮到當地原村民多為大鵬所
城屯軍後裔，而大鵬所城名列八景之首，
那麼，在深圳的一流景致中，半數與這片
海灣有了淵源。
梅沙的發展成為深圳改革開放和特區建

設成就的生動體現與精彩縮影，江澤民、
楊尚昆、李鵬、朱鎔基、萬里、吳邦國等
黨和國家領導人先後來梅沙調研指導。在
「蝶變小梅沙」展廳裏，懸掛着一幅時任
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勛與前任書記劉田夫在
小梅沙海灘偶遇的抓拍照片。因年代久
遠，影像有些模糊，但一人着休閒襯衫，
一人赤膊相對，雙雙開懷大笑的場景十分
清晰，老一輩共產黨人自信、樂觀的精神
品質躍然而出，讓人倍感親切。
大鵬灣深圳一側，為鹽田區和大鵬新區

共有海岸線。單從鹽田區看，梅沙位於東
頭。當你把鹽田區與大鵬新區合在一起觀
察，梅沙依山面海，就處於大鵬灣岸線的
中央位置了。正是基於這一獨特的空間格
局，深圳市正發力將梅沙海灣打造成「東
方夏威夷」，使其成為世界級濱海旅遊目
的地。有道是：

梅沙尖下梅沙洲 梅沙洲裏埋土丘
土丘挖出陶瓷片 片片史前或春秋
咸稱此地好風水 山海連城冠九州
亘古流光終不負 青峰碧浪一灣收

「那些日子，真是產生大新聞的日子，京滬市民，也已見怪不怪；假使
那天沒有什麼大新聞發生，那倒是真正的新聞了。倪小姐捧到鄭家客廳來
的開口兩個字：『糟了！』大家愕然看着她，不知她所謂『糟了！』是她
自己的事？S院長的事？還是大局的事？倒真的出乎每個人的意想。她透
了一口氣，才說：『重慶號不見了！走了！』」
上引乃來自曹聚仁《秦淮感舊錄》第一集（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

1974年），所謂「那些日子」，指的是1949年前，而所謂「重慶號」，曹
聚仁有註解：「重慶號，便是英國當局雪中送炭，在關外危急當兒送給老
頭子的兩大禮物之一。老頭子曾經趁了到營口去視察軍務，而桂老總把這
新型戰艦，看作是他手中寶物之一的。」
「老頭子」指的是蔣介石。
《秦淮感舊錄》分上下兩集，是所謂「時事小說」。在〈前記〉中，曹

聚仁說，有人拿了一部周榆瑞的《侍衛官雜記》給他看，要他批註，「哪
知這位到過廬山、重慶、南京的記者，雖說到過委員長侍從室，卻對侍從
室內情完全隔膜，簡直不對頭。他又對於近三十年的時事，並未加以整
理，時、地、人，處處不對頭，簡直無從批註。」
因此，與其作「壁上觀」，不如自己來下筆，於是有了這部《秦淮》。

他所秉持的原則是：
「寫小說的原則，一面要有『詩』的想像力，一面卻要有『真實』的資

料。這便是曹雪芹所引的對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真真假假，半真半假，若真若假，如斯而已。」
曹聚仁出身記者，眼光銳利，國學底子豐厚，他對蔣家王朝的知識和體

驗，自是比很多人優勝。
其實，時事小說和新聞息息相關，正如曹聚仁說，「真實」之外，還要

有「詩」的想像力。我認為還要有分析力、文字功力。而時事小說，在曹
聚仁之前，古已有之。歐陽健將之歸入「歷史小說」內，認為：「『時事
小說』之謂『時事』，取的是『此時之事』這層含義。就所取材來源而
言，時事小說不是據史書敷衍的；就反映事變的速度而言，時事小說比正
宗史書要快捷得多。從這個意義上講，時事小說與歷史小說有很大的差

別；但這並不妨礙將其歸於歷史小說一
類。」
他強調「時事小說」即「歷史小說」一

類，「根據是1. 時事小說採用了與歷史小
說相同的文體；2. 時事小說具有與歷史小說
相同的品格，貫串了相同的精神；3. 時事小
說縮寫雖然是當代的『時事』，但以後人的
眼光看，它寫的同樣是『史上大事』。這就
是時事小說與歷史小說的相通性。深入探尋
時事小說與歷史小說在觀念上和藝術上的異
同，是把握其本質特徵的重要途徑。」但史
上的「時事小說」能成「大器」的，實是沒
有幾多部。曹聚仁的《秦淮》，很快就成
「明日黃花」了。於今還有多少人記得呢？

「贏硬」是香港人創作的俗語，意指一定贏、
必勝。「梗」用以形容剛正直爽，如「梗直」，
含堅定不移，非常肯定的意味。「贏硬」的前身
是「贏梗」。可能由於「梗」字不常用，且
「梗」、「硬」近形；加上「硬」也有相近意
思，人們就誤把「梗」作「硬」了。
「十拿九穩」比喻很有把握，但非完全穩當，

如為完全則叫「十拿十穩」。結了有妥了、得
了、完了的意思，而妥就是指穩妥，所以廣東人
也會把「十拿九穩」說成「十拿九結」。
示例1：
今次DSE數學科我操咗十年歷屆試題，攞5星星
應該「十拿九結」。
你做人都幾穩陣，萬一失手都冇人會笑你！
以下歇後語所表達的與「十拿九結」同出一轍：

油簍裏擲骰子——沒跑

骰子，也叫色子，是一種遊戲用具或賭具。沒
跑，就是跑不了。指辦事穩妥有把握。
廣東人有句「冇得輸」，表面意思是沒可能

輸，好像有不會輸的意味。那就是指「贏硬」了
嗎？這是大部分人的誤解而已。對於某項比賽或
遊戲的結果，一般人會按實力和往績判斷結果，
說得出某方「冇得輸」不是沒有理據的。然而，
在比賽過程中瞬間萬變，「贏面大」也會有機會
落敗。
以上概念與大部分人在小學學習數學時遇上的

情況相仿：
不大於；不少於

假使你仍未能掌握上述概念，機不可失哩。「不大
於」不一定「少於」，也可以是「相同」。同理，
「不少於」不一定「大於」，也可以是「相同」。
如是者，「冇得輸」就是「勝出」或「打和」。話
分兩頭，如果該比賽或遊戲必須分出勝負，如足球
決賽，那指某隊「冇得輸」就是它「贏硬」。
示例2：
佐治、Patrick正一魚腩部隊，開枱有呢兩隻腳真
係「冇得輸」！
冇聽過盲拳打死老師傅咩？仲有打牌幾時都係三
分技術、七分運氣，冇話「贏硬」嘅！
有位仁兄在網上或坊間蒐集了不少廣東話諺語或

他口中的老餅潮語，在未經「嚴格」驗證下於約十
年前出版了幾本相關書籍。由於這類書籍甚為冷
門，加上不少友好在網上和報紙上引用或推介，令
不知就裏的人們以為書中所載正是出處所在。沒
錯，大路的多屬正確，但當中埋藏了不少炸彈，今
期筆者就充當拆彈專家讓大家看個究竟。其中有一
條「坐定粒六」的詞條有這樣的描述：
從前有一種擲骰子的賭博方式，叫做「擲牛
六」，就是賭博的人各自擲出一粒骰子，點數最
大的就是贏家，點數小的當然是輸家了。那麼，
擲出六點，就是「坐定粒六」，穩贏了。
讀者諸君其實「不用深究」也覺有不妥；假使其
餘賭博者也擲出6點，何來「穩贏」，只是打和
罷了。在邏輯上，只要找到「一個反例」就可推
翻一切，喜歡做粵語研究的人務須留意此點。且
看筆者在下面提供的情景：
「賭大細」在揭盅的一刻，不是人人可立馬算出
總點數，從而確定是「大」還是「細」。然而，
如出現了一顆 6 點，亦即「坐定粒六」，買了
「大」的人會暗地裏叫好，因為贏面是很大的。
據此，「坐定粒六」只是「贏面大」。
「大」是開11點或更大，「細」是開10點或更
小。買「大」的人如遇上以下的組合就會輸：

611；612；622；631；666
只有5/216的機會；微是微些，但不是沒可能
的，所以「坐定粒六」絕非「贏硬」（穩勝）。

●黃仲鳴

時事小說

贏硬．冇得輸．十拿九結．坐定粒六 在新疆領略祖國多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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