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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耀輝（義覺） 1985年入道嗇色園，於2006年被委任
為首任監院，義務從事宗教及慈善工作達 40 年。2016
年，獲頒授「榮譽勳章〔MH〕」榮銜，以嘉許其慈善事
業貢獻；2022年，獲香港教育大學頒授「榮譽院士」，又
於2025年獲國家文化和旅遊部選為「第六批國家級非物
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

明清時期，扶乩風盛，文人墨客閒時便會「扶乩遣
興」，邀仙聖談文說理、研經習道，甚至會嘗試抱一抱「佛
腳」，查探科舉試題。據傳，南宋文人方翥便曾數次問乩試
題，後來仙聖被問煩了，才透露了丁點仙機。當然，方翥最
終未能中舉，至於過程如何，今日暫不詳述了！
而香港黃大仙信仰的根源，也要從「扶乩」說起！話

說，清末時期有廣東番禺文人——陳啟東，常於家中「深
柳堂」扶乩請聖。某日，他所請之仙聖無暇臨壇，湊巧黃
初平大仙雲遊經過，便被力邀降壇應乩。
黃大仙師初次臨壇，即大顯威靈，對所問之事一一批

覆，折服一眾文士。陳啟東深覺仙師乩文妙不可言，如同黑
夜明燈，遂力請大仙實設道壇，因而創設「普濟壇」。隨
後，普濟壇弟子梁仁菴道長又於1901年在南海設立分壇，
名「普慶」。兩個道壇均以大仙的仙方藥籤救助百姓，實踐
「普濟」功德，又透過列聖乩文教化民眾，奉行「勸善」宗
旨。《黃大仙寶懺》有經曰：「開壇設教樵嶺同聲」——
「樵」，即指「普慶壇」，「嶺」則是「普濟壇」。二者同
聲，即同出一源，均以大仙「普濟勸善」為旨。
1915年，梁仁菴道長某日在普慶壇扶乩，突然收到大仙

乩示：「速速南下，遲恐不及！」梁道長深知仙機玄妙，
隨即動身南下香江，身無長物，只攜大仙畫像一幅！後來
家中來信，梁道長始知當日有匪徒埋伏於歸家途上，試圖
暮夜綁票。大仙賜下的「速速」免去了他被截劫的厄運，
實是絕哉！
來港後，梁仁菴道長先寄居於友人位於香港島的藥行，
隨後便自設藥房營生，又立壇教化，宣法弘道。可惜，藥
房生意慘淡，輾轉搬過了幾個地方，亦不見好轉。道壇規
模亦由「上壇下舖」改為「前舖後壇」，逐漸縮小。未
料，屋漏偏逢連夜雨，1918年藥房大火，3年心血付之一
炬。種種打擊令梁道長心灰意冷，決意回鄉。
道壇領袖的離開，使壇務大受影響。當時，在港的大仙

信徒已有一定數量，更有不少為梁仁菴道長的同鄉華商。
為免大仙信仰失落於香江，他們連番致函梁道長。在同道
誠摯的支持下，梁道長終於1919年重返香江，並開設
「金華別洞」，繼續在弘道路上鞠躬盡瘁。
1921年初，大仙降下重要乩文：「擬以三教合一，而申

明其宗，彼道一風，無爾我之分畛域，方能成大同世
界……先要建祠宇，後隨開辦善舉，方能昭人信仰……」
命梁仁菴和馮萼聯兩弟子到九龍獅子山麓覓地建祠，又指
點覓地路線：「由九龍城碼頭登岸，向北行2,500步。」按
仙師指引，二人到達竹園蒲崗，卻是一片荒蕪，杳無人
跡。二人於是插竹為記，返壇稟報仙師。師曰：「此乃鳳
翼之吉地，最合開壇闡教。」同時要求將插竹位置移右三
尺、移後三尺，定為大殿中心。此位置至今百年未變！
同年 8月，獅山下的黃大仙祠正式落成，壇號「普

宜」。不料，梁仁菴道長於翌日即告患病，大仙命其還
鄉。梁道長在回鄉後，便於中秋節前仙遊。而廣州大仙壇
亦因民眾思想產生變化，至1970年代已全部沒落，而金華
黃大仙赤松宮更早於1958年因建造水庫而被淹於水下。
至此，黃大仙信仰便由香港嗇色園普宜壇承繼。普宜壇
緊遵師命，以儒釋道三教共尊，貫徹普濟勸善宗旨，仙方
靈籤，有求必應，救人無數。回想當年，大仙乩賜「速速
南下」，不但保存了先道梁仁菴，亦使信仰在港生根，今
朝始可將信仰反傳至內地，弘揚海外。
如今，黃大仙信仰已與香江共歷百餘載。下一期，本人
將與諸君詳談百年機構「嗇色園」的現代化革新，回顧珍
貴的歷史片段！

關於深圳改革發展進程，素有「先有蛇
口，後有深圳」的說法，意思是蛇口開山炮
炸響時深圳經濟特區尚未成立，蛇口區域的
開發和建設早於全市。從1980年起，隨着蛇
口工業區的擴張，周邊村落的土地逐漸被工
業區及相關機構徵用。為解決村民的工作和
生活問題，村裏符合條件的青壯年被招收為
合同制工人，部分村落遷址重建。數年後，
以蛇口工業區為龍頭，孵化出一片工廠、企
業、學校集聚區域，即後來的招商街道。
招商，無論是作為中國近代洋務運動中的
一家標誌性公司「招商局」，還是改革開放
的一項標誌性政策「招商引資」，都不應當
是一個街道，而它終究成了一個街道。因應
一家企業發展的需要，建成一片富有特色的
城區，這在深圳並不鮮見，如富士康的龍華
街道、華為的坂田街道、比亞迪的馬巒街道
等。但直接以企業命名街道的，僅此一例。
說起來，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故事，我們
不妨從一個人講起。他以自己99年的傳奇人
生，把位於深圳東西兩端的兩個半島串聯起
來，匯成一部史詩。
袁庚，原名歐陽汝山，1917年4月出生於
大鵬半島。早年加入東江縱隊，在海陸豐和
港九地區開展抗日游擊戰。東江縱隊司令部
多年駐紮大鵬半島，袁庚隨部隊活動，曾任
東江縱隊聯絡處處長，負責廣東沿海地區及
珠江三角洲情報工作。日本投降後，他以東
江縱隊港九大隊上校身份被派往香港，與港
英當局就港九游擊隊撤離九龍半島問題進行
談判。新中國建立之初，親率兩廣縱隊炮兵
團解放了三門島、大鏟島、內伶仃島以及蛇
口周邊地區，並一度出任中共駐香港辦事處
主任。
1978年6月，年逾花甲的袁庚受時任交通
部長葉飛委派，赴香港調查招商局的經營情
況。作為晚清洋務運動的代表，招商局投資
創辦了中國第一批民族工商企業，包括歷史
上第一家航運公司、第一家鋼鐵煤炭聯合
體、第一家大型煤礦、第一家銀行、第一家
保險公司等。但袁庚調研時，歷經百年風雲
的香港招商局，已從中國成立最早、規模最
大的航運企業淪落為一條船都沒有的空殼，

主要資產是一個破舊的碼頭，一個修船廠，
總值僅4,000多萬元。經過4個月調研，袁庚
提交了《關於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問題的請
示》的報告，破天荒地提出「面向海外，衝
破束縛，來料加工，跨國經營，適應國際市
場特點，走出門去做買賣」等政策主張。這
份在當時看來有些觸目驚心的報告，與中央
試圖改革的願望不謀而合。三天後報告即獲
得批准，袁庚走馬上任香港招商局第29代
「掌門」，籌備成立蛇口工業區。
關於工業區的選址，袁庚也曾考慮過家鄉
大鵬半島，終因與香港的交通不便而放棄。
開發蛇口，當時還有一段趣聞。時任國家副
主席李先念聽完袁庚匯報後，拿筆在地圖上
圍繞南山半島畫了一個圈，說「就給你這個
半島吧」。袁庚心想，開發這麼大一片土
地，需要多大投資啊。出於謹慎考慮，他只
要了最南端的2.14平方公里，即今天招商和
蛇口兩個街道的交界區域。誰想到蛇口會有
這麼大的發展後勁呢，據說袁庚每每為此感
到後悔。
後來的故事就無需多講了，蛇口工業區的
開山炮，是深圳從邊陲小鎮發展成為現代化
國際大都市的起點，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大潮
起珠江的源頭。從這個意義上講，蛇口在中
國革命和建設史上具有同井岡山、西柏坡相
似的地位。
當然，招商局的事業並不限於蛇口工業區
的開發，還創辦了中國內地第一家股份制中
外合資企業——中國南山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家股份制商業銀行——招商銀行，
第一家由企業合股興辦的保險公司——中國
平安保險公司，等等。至1992年袁庚離任
時，招商局的總資產已增至200億元，並打
下了雄厚的發展基礎，最終成為首屈一指的
大型國有企業。
除了看得見的變化和「數字」的政績，蛇
口實踐還給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帶來了理念
上的革新，孕育了敢闖敢試、敢為人先、埋
頭苦幹的特區精神。蛇口因改革而生，也因
開放而生，開放的主要對象正是隔海相望的
香港。香港元素在蛇口的變革中無處不在，
比如，作為深圳十大觀念之首，「時間就是

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靈感就來自香港。
袁庚到招商局上任不久，為便於業務發

展，在香港購買了一棟大樓。大樓成交那
天，他看到香港商人在談判簽約時，載他來
的小汽車始終沒有熄火。等到買賣成交，只
見港商拿着合同和2,000萬港元的支票，飛快
地衝向已經掛上檔的小汽車，車門剛關就一
溜煙地開走了。為何如此匆忙？原來，那時
已是星期五下午4點，銀行快下班了，要是
當天趕不上存款，就要等到下周一才能存
入，這麼大一筆款項，兩天利息損失相當可
觀。這件事對袁庚觸動極大，在回蛇口的輪
船上，腦海中突然閃現一句話：「時間就是
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樣的口號在上世
紀七八十年代絕對屬於「非主流」，袁庚卻
把它製作成標語牌，立在蛇口工業區最顯眼
的位置。人們一到蛇口，就會看到這塊大牌
子，引來不少議論。在遭到重大非議後，這
塊牌子曾被悄悄拆除過。直到1984年鄧小平
視察深圳，參觀蛇口工業區時，袁庚壯着膽
子問道：「小平同志，我們提了一個『時間
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不知道這個提
法好不好？」話音剛落，整個現場鴉雀無
聲，鄧小平只回答了一個字：「好！」
我站在蛇口漁港的閘板上，眺望着長龍臥

波的深圳灣大橋把深港兩地連為一體，心中
百感交集。在大橋西側，緊靠深圳灣海域，
一座超級文化地標——深圳歌劇院正在抓緊
建設中。這是一座包括歌劇廳、音樂廳、多
功能劇場等核心展演功能區及相關配套服務
功能區的世界級文藝綜合體。總建築面積約
21萬平方米，還將配套建設超過2萬平方米
的文化藝術街區，為市民提供遊覽、展會、
培訓、餐飲等服務。歌劇院預計2028年竣
工，那時候，一個代表深圳城市文化設施建
設最高成就的世界級公共文化殿堂將在伶仃
洋邊拔地而起，既是高水平藝術展示的場
所，更是國際文化交流的窗口。蛇口的滄桑
巨變，不是完成時，而是進行時。

1982年春，《陝西教育》邀請文學史家王瑤編一套「中國現代文
學」，作為「自修大學」中文專業教材。這項大工程，王瑤找來他三
位學生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和他的女兒王超冰，商量編寫事宜。
因為當年，王瑤已68歲，單人實難竟其功。
於是，一部影響2000年後中文系學生的專書，於1998年面世了。
可惜，王瑤（1914-1989）已看不到了。吳福輝也藉着這部書而聲名
鵲起。但我認識「吳福輝」這個名字，卻緣於他的獨力專著《都市漩
流中的海派小說》（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這部書列為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之一。那些年，我專注於一個
地域的文學與文化研究，那地域就是「粵港」。所以，對那套書特別
喜愛。吳福輝這部書，對海派的文學與文化獨具隻眼，和後來李歐梵
的《上海摩登》（毛尖譯，香港：OXFORD，2000年）便成為我的
案頭書。
吳福輝在「導言」中，為海派文學正名，劈首就說：「海派的名聲
從來沒有好過。」指稱：「此派在近代中國扮演着一個首當其衝接受
西風浸染滋潤的文化角色。無論從負面、正面，都有存在的價值。它
趕時髦、鶩新，是一種變了形的開放文化。它開創過南派的崑曲、京
戲、繪畫與小說，歷史地位卻不尷不尬。其香臭莫辨有點像上海人在
中國的處境，儘管在自己的領地內風頭很健，令人歆羨，可一旦脫開
東南一隅，放進浩渺本土，便立時身陷重圍。廣大的內陸的『鄉下
人』對它心存鄙棄，覺得是個十足的異類。」
這「鄉下人」，應當是「京派」。不過，對於「海派文學」，吳福
輝有他自己的看法，統括為四點：「第一，它應當最多地『轉運』新
的外來的文化。而在二十世紀之初，它特別是把上一世紀末與本世紀
初之交的世界最近代的文學，吸攝進來，在文學上具有某種前衛的先
鋒性質。第二，迎合讀書市場，是現代商業文化的產物。第三，它是
站在現代都市工業文明的立場上來看待中國的現實生活與文化的。第
四，所以，它是新文學，而非充滿遺老遺少氣味的舊文學。這四個方

面合在一起，就是海派的現代質。」對海派的
研究，吳福輝在當年，確有他的獨得之見。
吳福輝（1939-2021）是浙江鎮海人，但生
於上海，所以有一份情意結，陳子善說：
「海派文學研究於他，如同踏上一次返鄉的
路途。」嚴家炎引十九世紀法國文學史家丹
納的《英國文學史》說，文學的三大要素是
把文學品種、風格的生成與地域條件掛鈎起
來。吳福輝確已做到這一點，還探究了海派
作家的人格類型的心態。這部著作，應是吳
福輝一生中，最得意的研究成品。
2000年代，葉輝說要研究「雙城記」，所
謂「雙城」，香港與上海也，我推介他看吳
福輝，並拿這部書給他看，他一看即愛不釋
手，譽若要了解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文
學與文化，這書不可不看。此言確是也。

●黃仲鳴

吳福輝的海派研究

考核AI目前在「廣普互換」中的成效（2）
「移民」的神祇

嗇色園黃大仙祠的創建故事

●木 木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李耀輝（義覺）
（筆錄：黃大仙信俗文化館館長 吳漪鈴）

粵語講呢啲

詩語背後

蛇年話「蛇口」（中）

●

蛇
口
海
濱
的
袁
庚
塑
像
。
作
者
供
圖

●要了解上世紀三四
十年代的上海文學與
文化，這書不可不
看。 作者供圖

字裏行間

●1925年，嗇色園黃大仙祠外貌。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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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話轉普通話】
廣東話原句
1. 我老公平時唔入廚房，不過佢放嚫大
假都會整返餐我哋食！

2. 阿女，你班同學已經響樓下等咗你成
半粒鐘，你仲響度姿姿整整，有乜好
意思呀！

3. 帶尿袋上飛機又出事喇！今次好彩只
係燒着咗行李架上面幾件行李，如果
爆炸就一鑊熟嘞！

4. 哎吖，呢個真係唔知咩世界！我個fan
同我講，識得有個妹妹仔最近搭上咗個
成70歲嘅伯父，好似重口味咗啲喎！
今期所選取的五家AI均交出了標準的輸
出，不過有些地方還有商榷餘地：
1. 有「不進廚房」「不下廚」，卻沒有「不

下廚房」。
2. 「姿整」「姿姿整整」形容某人姿態造

作，十分講究打扮；也指做事拖拖拉拉，
動作遲緩，浪費時間。「姿姿整整」的普
通話就是「拖拖拉拉」「磨磨蹭蹭」。值
得一提，「姿整」只是拖延，不一定包括
梳妝打扮；按這裏的語境，把「姿姿整
整」翻譯成「慢慢打扮」「慢吞吞地打
扮」「磨磨蹭蹭地打扮」並不恰當。

3. 由於插着「充電器/充電寶」（港人叫「叉
電器」）使用手機看起來像病人隨身攜帶
着「尿袋」——患者因疾病、手術或其他
原因無法自行控制排尿而需要用的一種特
製的塑膠袋以收集尿液。所以在香港，
「尿袋」就成為了充電器的諧趣代稱。
「重口味」原指進食味道濃烈的食物，如
過鹹、過辣。後比喻某人的喜好或行為另
類、誇張、極端甚或有點變態，有蓄意不
走尋常路的意味；多用來揶揄一些年輕女
性鍾情於一些年齡差距較大的男性或一些
年輕男性鍾情於一些年齡差距較大的女
性。總而言之，「重口味」的行徑超出了
一般人可接受的範圍，讓人有尺度過大、
不大靠譜的感覺。
相對而言，「重口味」在普通話中的通用
度遠較「尿袋」的為高。在翻譯時，「重
口味」可予以保留，「尿袋」則換作充電
器較恰當。

4. 用「全完蛋」「全完了」「同歸於盡」作
為「一鑊熟」的相對翻譯沒「機上無一生
還」貼切。也可考慮「一鍋煮」，除保留
着廣東話的語氣，還添加了普通話的味
道。

5. fans才是「粉絲」的音譯，單數的fan（風
扇）不是。按照香港人的口語習慣，說話
時會中英夾雜，如會把朋友說成friend，
但多數人會把r聲省去，讀成其懶音fan。
所以有AI把文意中的「朋友」誤譯成令

人發噱的「粉絲」了。
6. 把「妹妹仔」翻譯成「小妹妹」「小姑

娘」「年輕妹子」均屬恰當，以「年輕妹
子」最為生動；翻譯成「妹妹」屬錯誤。

7. 「勾搭」指引誘或串通做不正當的事，可
語境不存在「勾搭」的成分；這樣的翻譯
會引人誤會的。「搭上」指過從甚密；其
實「搭上」可予以保留，因為也有這個意
思，而且用「搭上」比較中性。

8. 普通話中，「老爺子」「老大爺」是對年
老男子的尊稱；且帶調侃意味，符合語境。
「伯父」有這個意思，不過相對少用。

以下是經筆者「改良」的翻譯版本：
1. 我老公平時不進廚房，但他每逢長假期
都會給我們做頓飯吃！

2. 女兒，你的同學已在樓下等了你半個小
時了，你還在這裏磨磨蹭蹭，怎好意思
呢！

3. 帶着充電器上飛機又出事了！幸好這次
只燒着了行李架上幾件行李；如果爆
炸，機上肯定無一生還了！

4. 哎呀，真的不知這是個什麽世界！我朋
友跟我說，認識了一個年輕妹子，最近
搭上了一個已70歲的老爺子，好像有
點重口味啊！
在寫作生涯裏，筆者對讀者反饋尤為重
視，因可得知人家的觀感，從而得以啓發；
生涯得以延續亦端賴於此。有好友把上期的
文章《考核AI目前在「廣普互換」中的成
效（1）》發送給兩家AI進行評價；不約而
同，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當前AI未達「廣普
互轉」的水平，正是「粵語語料庫」中「語
料不足」之故。有家AI還結合了筆者在文
中所建議的翻譯對應與方向，再加上自己的
理解，把原句翻譯（評語隨後，如有）：
1. 你初嚟埗到，新人畀舊人蝦下好正常啦！
2. 新波士上場，點都要扮下靚仔嘛！
【「扮下靚仔」指（在各方面）「執正啲」，
用詞也含語境中的意味，但較轉折；「裝門
面」最直接的講法還是「扮下嘢/整色整水/執
正啲」。】
3. 我部Note死咗，一係整返好佢，一係

搵部夠用嘅頂住檔先啦！
4. 條細路好識睇人面色，最驚佢公公，公
公一走佢就即刻作亂，整蠱人佢最掂！

【把「一走」換作「一行轉便」更地道化；
「作亂」較書面化，「作怪/作反」方為理想
對應。】
整體而言，成品雖則仍有改善空間，可已很
貼近香港人的日常用語了。這也足以說明，
只要為AI訓練提供「足夠語料」，它就能
立即學會並交出一個具廣東話神髓的輸出；
存在問題如何「處理」，容後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