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2025年年33月月44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5年3月4日（星期二）

2025年3月4日（星期二）

●責任編輯：張岳悅文 匯 園B6

那時，我剛學會走路，就知道每個星期的最後一天，
要由調景嶺轉兩程巴士，在一個叫利東邨的地方落車，
然後牽着爸媽的手，蹣跚着捱過那看起來無窮蜿蜒的斜
坡，就到了外婆的家。
烈日中天，汗流浹背，那斜坡究竟有多長都模糊了，
只記得攀頂後爸爸會在石街邊買剛剛出鍋的炒栗子，然
後你一手、我一手地吃得津津有味。陽光、栗子，還有
外婆慈愛的面容，兒時的記憶裏，外婆家就是暖的代名
詞，那感覺直達心頭。
外婆住在舊屋邨內，穿過外婆家的鐵閘，一切的疲

累，都飄走於隙縫之間，迎面而來的水果、花生，飄着
淡淡幽香。吃過飯，外婆打開木門，讓我跟鄰居小孩在
牆角發霉、天花漏水的走廊追逐，有時坐在電梯前的木
桌玩撲克牌，「三個四！媽，最近還有到東大街買菜
嗎？」「三個八！唉，那兒的魚貴得可怕，一斤要一百
塊。」我明明手上拿着三個十，卻深醉於大人的高談闊
論中，連出牌也忘了。晾衣線在利東邨每家每戶編織縱
橫交錯的情網，平凡中，溫馨在破舊高牆間穿插。
當年交通不便利，大概一年只去外婆家一兩次，但無

論是胃口、知識，還是溫情，也是滿載而歸。
後來，港鐵在外婆家旁建了一個站，仿細明體的利東

邨三個字別有韻致。坐有冷氣的港鐵，比起巴士舒服多
了。不過，利東邨卻開始變得陌生。小食舖位消失得無
影無蹤，滿頭大汗吃栗子的興奮沒有了，心中突如其來
一些莫名的空虛，繼而悵然若失。到處都是清拆標記，
舊日的利東邨愈發地瘦了、薄了。
上個月，又去外婆家。踏入唐樓裏那古老的鐵籠升降

機，依舊是搖搖擺擺，可是一隻黑色「眼睛」唐突地出
現在幾十歲的電梯，在咔嚓咔嚓的生銹機器聲中被「天
眼」俯視，原本該帶來的安全感卻換來莫名其妙的恐
懼。一進門，就聽到高清電視上瑪利歐的叫聲，只見舅
舅坐在沙發上，手拿遙控，掃視了一下進門的客人，嘀
咕了一下打了招呼，眼球繼續受異彩紛呈的動畫吸引
住。不一會兒，我也坐下沉醉於遊戲世界，屋裏充斥對
着熒光幕的傻笑，不知不覺，木門不再開着，走廊一如
以往在滴水、發霉，可不知不覺間，已空無一人。從

此，隔壁似乎不但隔了一座有形的鐵閘，還多了一堵無
形的牆。一縱即逝的探訪，也沒聽到兩句傾談，已然蒼
然暮色。下樓後回首一看，單位之間再無雜亂交叉的晾
衣線，再無蕩氣迴腸的笑語，再無以往的利東邨。漸漸
地，家人間、鄰居間、人與人間，在一棟一棟清新的玻
璃牆下變得遙不可及。不知道是否因為我長大了，還是
因為車站的建成，無論是胃口、知識，還是溫情，都寂
寞空洞。
上星期，舅舅搬走了，搬到一小時車程外的深圳，只
剩外婆一人在家。我於是又搭港鐵去外婆家。
烈日當空，我和外婆攜手到街上散步，左邊是殘舊不
堪的利東邨，右邊是日新月異的摩天商場，外婆依然微
笑漫步。外婆說，這兒幾十年前是個與世隔絕、只有船
家沏茶談買賣的小漁村，不過不知何時起，漁民開始在
陸上聚居，直到鐵房完全取代了樂悠悠、清閒自在、平
凡的漁村生活；又不知何時起，政府在東大街一帶建了
第一批公屋，直到屋邨剝落了舊宇……外婆說，一次次
的徒然懷念悲痛，不如慣看秋月春風，見慣日新月異。
無論街道兩旁的建築怎麼變，腳下的這條街道總有一日
被清拆，不過，在她心中屬於利東邨的情懷永恒不
變——那是家的感覺。
我愣在原地，閉上雙眼，眼前是我和爸媽吃栗子的笑
容，抬頭看見五彩斑斕的晾衣線，利東邨也許在歲月摧
殘下終究留不住，但我可以留住回憶，我可以留住思
念，我們可以留住感情。外婆眼眶的淚光反映了利東邨
黯淡無光的外牆，她知道，眼前的充滿回憶的住處即將
無影無蹤，但栗子的香氣、牆角的發霉、家人團聚的一
幕幕，會一直長存記憶中，不因歲月流逝，不因科技變
異。
時光可變，世界可變，變化才是永恒。利東邨是一代
代南區人的集體回憶，它見證由在走廊奔走到主動照顧
外婆的小孩，見證由鐵屋變成摩天大廈的街道，見證自
己被遷拆的一天。我們身處時間長河，生命中的離離合
合數之不盡，卻微不足道，我們為何還要執手相看淚
眼，不如捉緊與它餘下的細碎流光，在記憶中留下藕斷
絲連。

從地理上看，觀瀾處於新安縣北部邊緣。
由於觀瀾河北流，這片區域歷來與東莞的聯
繫更多一些。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後，南山、
福田、羅湖、鹽田等南部行政區毗鄰香港，
經濟社會發展接受香港輻射比較明顯。面對
這種情況，觀瀾為了克服地理局限，用好香
港資源特別是赴港鄉親資源，出台了「一線
一站一區」發展規劃：一線即建設地鐵4號
線，從福田口岸直通觀瀾，交由港鐵運營；
一站即修建深圳北站，廣深港高鐵與地鐵4
號線在此交匯；一區即打造觀瀾休閒旅遊
區，主要面向港人及經由香港來深的外國
人。通過這一發展策略，把相對偏遠的深圳
北部山區同香港連接起來。
我早在20年前就對觀瀾有所耳聞。當時
在香港工作，結識了被海外媒體稱作「中國
高爾夫之父」的朱樹豪先生。他因應觀瀾休
閒旅遊區建設規劃，在深圳與東莞交界的荒
山野嶺間，開發了一個近20平方公里的高
檔休閒運動基地——觀瀾湖高爾夫球會。球
會於1992年成立，1995年開業，2001年主
體設施建設完成。在這片處女地上，朱氏家
族先後投資50億港幣，建成了全國規模最
大、設施最齊全的私人高爾夫度假勝地，被
視為高爾夫運動進入中國內地的一塊里程
碑。自開業以來，觀瀾湖不斷推出各種世界
級的高爾夫服務設施，豐富多樣的休閒、康
樂及養生運動，並提供相應的娛樂、餐飲配
套。因此，觀瀾在我想像中一直是童話世界
般的存在：一片湖水之畔，藍天白雲，綠草
如茵，鳥語花香。
有意思的是，球會雖以「觀瀾湖」命名，
但在觀瀾卻只有一些河道水灣，並沒有湖。
如此命名，不知是否來源於朱先生對當地自
然環境和山水形勝的想像。曾經讀過一篇講
觀瀾的文章，作者陳世旭，其中寫道：「被
濃厚的草和樹覆蓋的重重丘陵，像波濤一樣
在車窗外起起伏伏，無邊的清涼和馥郁氣息
讓你覺得自己是水中的游魚。天空中飄散着
絲絲縷縷柔軟的雲，遠遠近近的樹林，以一
種極大的無言的歡欣，蕩漾在靜謐中。一陣
細雨般的，不知從什麼地方襲來，車窗前悄

悄揚起馥郁而溫馨的花粉。憑這股香味可以
聞到有無數的花在忽然之間盛開。這裏是深
圳龍華觀瀾湖。」
可以說，觀瀾湖是無湖之湖，沒有湖的形
態，卻有湖的神韻。體現這神韻的，不只是
觀瀾湖高爾夫球會，還有觀瀾山水田園。那
是一片佔地約26萬平方米，以綠色環保為
主題，以嶺南客家風情為基調，集生態文
化、歷史文化、紅色文化以及鄉村民俗文化
為一體的「世外桃源」。
當然，還有被譽為客家文化活化石的舞麒
麟和客家山歌。嶺南大多數客家村落都有舞
麒麟的傳統，而觀瀾尤甚。作為傳統的節慶
和婚喪祭奠儀式，舞麒麟不但是一種民間音
樂舞蹈，還兼具強身健體和護族衛村的武術
功能。麒麟用竹片和布匹等紮成，一般長約
五六米。舞動時需兩人配合，一人舞頭，一
人舞尾，把傳說中瑞獸麒麟的喜怒哀樂、驚
疑醉睡等神態栩栩如生地表現出來。客家山
歌用當地客家方言現編現唱，有獨唱、對
唱、群唱、齊唱等多種演唱形式。歌曲題材
豐富，大致可分為八大類：情愛類、讚頌
類、教益類、婚喪類、敘事類、歡樂類、悲
嘆類、諧趣類。此外，還有兒歌、謎歌等也
廣泛流傳。
觀瀾文旅的業態和產品越來越呈現出自己
的獨特魅力，而這份魅力，是以客家文化的
活化與傳承為背景展開的。其中，「一墟三
村」是它的主要承載者，也是它的代表作。
一墟三村中的「一墟」，即觀瀾古墟。作
為當年新安縣四大名墟之一，觀瀾墟始建於
清朝早期，興盛於清末民初。自東而西，新
安四大名墟皆依河而建：東和墟在沙頭角河
畔，深圳墟在布吉河畔，觀瀾墟在觀瀾河
畔，清平墟在茅洲河畔。便利的水陸交通，
周邊相對密集的人口，是墟市繁榮的前提和
存續的條件。但社會歷史的巨大變革，總是
有意無意地使這些前提和條件發生改變，從
而影響墟市的命運。四大名墟中，東和墟最
早被中英街取代，清平墟後來成為寶安縣的
糧倉所在地，深圳墟由於特區發展的需要而
徹底改建，唯有觀瀾墟相對完整地保留了當

初的建築格局，成為深圳現存最完整的客家
風格歷史街區。
觀瀾古墟由觀瀾大街、賣布街、新東街、
西門街、南門街、龍崗頂街、立新巷等十幾
條街巷組成，自清代中葉至民國時期的精美
建築比比皆是。從總體布局和風格看，這裏
古今交融，中西合璧，加之商品交流十分活
躍，故有「小香港」之稱。古墟現存碉樓
15座，商舖100多間，民居數百棟，儼然一
座活的客家歷史、經濟、文化、民生博物
館。
觀瀾古墟核心區域約2.6萬平方米，除了

街道兩旁的騎樓民居外，錯落其間的碉樓建
築格外引人注目。這些碉樓均建於民國時
期，三合土夯築牆體，內為木結構樓板樓
梯，現大都被闢為藝術家的工作室。另有一
棟西式小樓，保存十分完好，在客家古建
築群落中，頗為獨特。小樓一層門前出廊，
立有西洋風格立柱，門額上書「公益酒家」
四字。二至四層出陽台，裝飾西洋風格立
柱、花式欄杆及中式花草彩繪、灰塑等。頂
部護牆上書「瀾閣」二字，並有「歲次戊寅
年建造」字樣。這棟建於1938年的特色小
樓，現在成了一家影視博物館。進入小樓，
徜徉在電影膠片所呈現的光影世界裏，彷彿
真切地感受到了歲月的流逝。
目前，觀瀾古墟經過保護性開發，商業運

營已初具規模。通過現實的商業活動，展現
昔日的繁華風貌，以傳承和發揚嶺南墟市文
化。同時靈活運用數字技術，以排屋、碉樓
為幕牆，以燈光、投影為手段，打造炫彩燈
光秀，講述百年客家墟市的演變。古樸厚重
的歷史文化地標與現代科技元素完美結合的
光影盛宴，生動地展現了觀瀾古墟的豐富內
涵和絕代風華。一批批市民和遊客前來觀賞
打卡，每逢周末或節假日，舉家同遊，人滿
為患。

1980年代，畢業於台大醫學系的王溢嘉，任職《健康世界》雜誌，忽
接到師範大學鄭明娳教授的電話約稿，希望他能從精神分析的觀點寫篇
《金瓶梅》裏的潘金蓮，刊在《台北評論》一個「從古典文學看中國女
性」的專題裏。王溢嘉猶豫，因從未分析過文學作品，想以「忙」來
「遁」，但拗不過鄭明娳的「盛情」，終於應承了。
這是王溢嘉以「醫學」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之始，由此不可收拾，一
篇又一篇，卒之可集而成書了，一部為兩岸讀者都愛看的《古典今看：
從諸葛亮到潘金蓮》。我手頭上那本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
版。
王溢嘉說，鄭明娳約寫「潘金蓮」，是他人生中一個重大的轉捩點：
「鄭教授向我邀稿時，我正處於『四十而大惑』的人生危機中，幾經彷
徨，作了兩個重大決定：一是停掉以介紹西洋心理學、精神醫學、腦神
經生理學、人類學和科學哲學為主的《心靈》雜誌，一是投靠名門大
派，改到各報章雜誌上寫文章。鄭教授和（林）耀德兄成了適時出現的
『貴人』，雖然我很久以前就想以『西學為用』，來理解『中學』這個
『體』；也很想碰一些古典文學，以博得出身台大中文系之妻子的『讚
美』，但一直停留在『白日夢』的階段。若沒有他人催逼與發表的園
地，我可能到現在還未動筆，或者已改寫別的東西。」
「處女作」《從精神分析觀點看潘金蓮的性問題》和第二篇《從梁祝
與七世夫妻談浪漫愛及其他》完成後，王溢嘉發覺他的看法跟學院派文
人不太一樣，他探討的多屬「周邊文學」。於是，他遵此路途走下去，
引用的書包括《七世夫妻》《薛丁山征西》《肉蒲團》《封神榜》《周
成過台灣》《子不語》《笑林廣記》等，即使在討論《紅樓夢》時，他
的主題依然是林黛玉的「病與死」這個「周邊」問題。
除了用精神分析學和分析心理學外，王溢嘉還用了大量的社會生物

學、意識進化論、性醫學、超心理學、人類學甚至腦神經生理學來解析
這些文學作品。在文學批評的路上，王溢嘉開創了另一條路，一條「科
際整合」之路。難能的是，他沒有一些學院派作品的沉悶、枯燥。

這裏且談談他的「處女作」。他說：
「筆者雖然認為《金瓶梅》是一本淫書，
但也認為它是一部不錯的藝術品，作者蘭
陵笑笑生更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這個藝
術家之所以要借用《水滸傳》中的題材來
加以鋪衍，想做的不是『苦孝』『戒淫』
或『寫黃色小說』，而是嘗試以其敏銳之
心勾畫出漢民族心目中與『性』有關的一
些原型。」
王溢嘉這文，以「醫師」的身份和視角

來談論古之性問題，確令人耳目一新。
書中各篇如《從草堂春睡到漢賊不兩
立——試析孔明心態與諸葛亮人格》《慾
望交響曲——〈聊齋〉狐妖故事的心理學
探索》都是擲地有聲之作。豈可錯過？

常言道：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比喻眼前的光景看似窮途末路，但仍堅信可
走出困境，出現前路光明的一天。面對逆
境，當人有猶疑的時候，他就會裹足不前，
不前行就絕不可能看到生機了。現實是殘酷
的，縱然在堅毅中前行，到頭來也可能「食
白果」。所以此類諺語只可視作鼓勵性質，
最終看到光明沒有其必然性。現實中，絕大
部分人都不會喜歡聽不好的說話，如已沒機
會、沒希望了，但我們必須明白這些話語對
絕境的人同時提供了希望和假希望。從自身
經歷，筆者只會說：

盡人事，聽天命，不妄為
說到「疑無路」這個課題，AI（人工智
能）的湧現確實令不少在職人士開始「懷疑
人生」。別的行業不說，「揸筆搵食」（從
事寫作）的應首當其衝。就此危機，筆者第
一時間找現今中外最流行的幾個AI聊天機械
人聊聊。經過多方向和領域的交談，筆者大
致作出一個初步結論：
過往都是拼拼湊湊再加幾句我見或拾人牙慧的
寫作人可以洗「筆」不幹或等待辭退的通知。
理據是AI所交出的不只詳盡且具分析性的成
品比你的不知好上多少倍，而更重要的是超
高效（一般十多廿秒的時間已可交貨）且沒
成本。
平心而論，AI在傳統中國文化上的表現可

圈可點，即便不能十成收貨，但在其框架下稍
作潤飾或修訂，即可搖身一變，得出一件不可
多得的成品。近日筆者有友人着AI用「名字
梁振輝作一首打油詩」，成品生成如下：

《梁振輝笑看風雨任逍遙》
梁上君子志氣高
振翅飛翔入雲霄
輝煌前程似錦繡
笑看風雨任逍遙

筆者不少友人在未察覺詩中「梁上君子」

（竊賊）有其特殊意義時對成品「深表滿
意」。此例子正好說明AI也有疏忽時；不過
在稍作提點下，AI直認出現此狀況殊不恰
當，修正如下：

《梁振輝笑看人生步步驕》
梁才棟器志氣高
振臂一呼風雲搖
輝光日新照前程
笑看人生步步驕

細看之下，筆者發覺原詩缺陷只在「上」
字，要是把「梁上君子」中的「上」改作
「姓氏」的「姓」，一首滿足原目標的藏頭
打油詩就此呈現眼前：

梁姓君子志氣高
振翅飛翔入雲霄
輝煌前程似錦繡
笑看風雨任逍遙

成語「風雨飄搖」比喻時局動盪不穩，改寫
末句可突顯其面對逆境的灑脫人生觀：

《梁振輝笑看風雨任飄搖》
梁姓君子志氣高
振翅飛翔入雲霄
輝煌前程似錦繡
笑看風雨任飄搖

今年的元宵節，相信大家收到不少由AI生
成的佳節「藏頭詩」，筆者也收到以下一首：

《元宵美滿》
元夕燈火映雙眸
宵光如水月溫柔
美願隨風飄入夢
滿心暖意共君遊

收到這首詩後，筆者立馬發予幾位好友，目
的是索取讀後感——幾乎一致好評。雖然平
仄不工，但能達至此意境實非一般人所能
及。可以這麼說，AI的出現不是取代或抹殺
了，而是激發了人們的創作空間。筆者寄語
AI用家：

AI是個好幫手 勿被AI牽着走
照單全收不可取 誰家AI須過濾

從事出版超過四十年的筆者，深深體會到
現今寫作人在AI的大環境下尚有出路的自身
條件應是有見地且具邏輯性的批判和驗證思
維，而這正正是 AI 目下有待打破的「盲
點」。現實告訴我們，欠奉者將難以一如既
往般僥幸地立足於天地。面對AI來勢洶洶，
筆者有感如下：

AI湧現疑無路 唯恐飯碗遭打穿
AI並非無盲點 積極裝備與共存

不是「打破」（打爛）飯碗嗎？當然可這
樣寫，但選用「破」不盡依循原句的風格；
由於不是大局已定，「飯碗打穿」才反映利
益被侵蝕的實況。「穿」「存」音近亦增加
了其可讀性。

●黃仲鳴

王溢嘉的周邊文論

AI的湧現是否給寫作人一記當頭棒喝？ 利東邨

●木 木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程立豐粵語講呢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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