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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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嗇色園黃大仙祠在獅子山下誕生。當時，道壇扶
乩風盛，大部分道堂都依賴乩示處理壇務。因此，有學者將
1920至1970年間稱為「以乩治壇」的年代。黃大仙祠也不
例外，初創之際同樣仰賴仙師指點明路。
而最顯而易見的，當屬值理會制度的甄選方式（今稱「董

事會」）。當時，所有理事均由杯卜選出。其中，對本園影
響深遠的先道黃允畋，恰是透過杯卜制度被任命為1956年正
總理。據傳，當年共有22位會員競逐總理，前21位候選人
之杯卜結果均未如理想。至最後一位時，竟連獲三勝，此人
正正便是黃允畋！當時，黃允畋入道僅3年，自覺資歷尚
淺，故最初謙虛推辭，卻在同道闡釋杯卜過程後，便覺仙機
玄妙，因此甘心拜受師命。
當時正值上世紀五十年代，大仙祠長年籠罩在被收地的陰

霾之中，四周被七層大廈和廉租屋緊緊包圍，唯獨仙祠屹立
不搖，如同都市中的「蓬萊仙島」，卻怕最終被「發展」淹
沒。更令人憂慮的是，政府自1954年起不再收取嗇色園租地
費用，似乎已默默醞釀收地安排。故此，當黃允畋於1956年
正式出任嗇色園正總理時，首要任務便是解決收地危機。
為此，黃允畋奔走各界，又以其東華三院「首總理」的身

份，促成與東華三院合作——資助東華義學經費，減輕政府
教育負擔，並以此成功說服政府取消收地，解除危機。如此
種種，讓本園同仁深信，大仙選擇黃允畋為總理，確是仙機
奧妙，不可思議。
進入六十年代，嗇色園管理層計劃開啟現代化之路，而

「現代化」的其中一個方針便是管理的制度化、透明化；用
學者的說法，即是「祛魅」；再說明白點，即是要打破「以
乩治壇」的傳統模式，改為現代管理模式。
1965年，嗇色園依據《公司條例》成功註冊，並於翌年獲

得慈善機構認證。自此，嗇色園即以「宗教慈善團體」為機
構定位。隨之而來的，便是董事會選舉制度的改革，由「杯
卜制度」改為分階段選舉：先由會員選出董事，再在董事會
內部互薦各委員會人選，最後以杯卜決定各人職位（主席、
副主席及委員）。這次改革雖已減低了「乩治」的影響力，
卻仍無法完全擺脫「以乩治壇」的影子。
直到1974年，本園最後一位乩手仙遊，當屆董事會一致通

過，正式停止乩壇運作，並於1975年將董事會制度改為「全
面選舉制度」，踏上現代化的重要里程碑。至1986年，董事

任期亦從一年延長至兩年。
自董事會制度改為「選舉制」後，先道黃允畋即連任主席

廿餘年，帶領嗇色園發展不同善業，鞠躬盡瘁。1997年 8
月，黃允畋在任期間辭世。董事會決定由本人以候補董事身
份遞補空缺，本人亦自此加入董事會，並於翌屆被委任為嗇
色園副主席，至2007年出任主席，與董事會一同帶領嗇色園
進行新篇章的管理改革。
黃允畋主席為嗇色園貢獻良多，但無限期的主席連任制度

對機構發展而言，終究是不健康的。而嗇色園管治架構沿用
數十載，亦亟待革新。為此，董事會委託香港中文大學審視
本園體制及架構，另一方面亦成立「長遠發展策略委員
會」，尋求更有效的管理模式。
2001年，中文大學建議成立7個委員會，奠定了今日的基

本架構。7個委員會分別是：（1）財務委員會、（2）人事
及行政委員會、（3）物業管理委員會、（4）教育委員會、
（5）社會服務委員會、（6）醫療服務委員會及（7）宗教
事務委員會。至於第8個委員會——「文化委員會」乃於
2018年成立，旨在回應香港黃大仙信俗於2014年成為國家
級非遺的重要里程碑，專責保育及推廣工作。
2007年，嗇色園進行了董事會制度改革，將董事任期延長

至三年，並將主席任期上限改為終身兩屆，禁絕無限期連任
的情況。此外，董事會內部亦取消了部分職銜，以精簡人
手。修章工作於2008年正式完成！而本人於2011年帶領董
事會完成新舊制度過渡後，亦正式卸下兩屆共5年的主席重
任，功德圓滿！
與此同時，本人自1985年入道以來，發現嗇色園雖以仙師

信仰為立壇根本，卻甚少重視宣法弘道的工作。其因之一，
實是宗教義理艱澀難明，董事會過去只把宗教事務交託予幾
位老道長，並未深入參與，使本園文化傳承工作仍處於傳統
模式，直接導致園內宗教人才凋零。為此，在卸下主席重任
後，本人便立志專注於宗教事務，為大仙培育弟子，弘揚仙
師精神，推動宗教事務的現代化。
下一期，本人將與諸君淺談嗇色園宗教事務。希望藉此機

會，回顧及反思嗇色園的百年道壇歷程。

深圳河入海口，是一片跨越深港兩地的
生態保護區域。深圳一側有福田紅樹林生
態公園，香港一側有米埔濕地公園。作為
國際紅樹林中心和國際重要濕地，這裏成
了眾多候鳥的棲息場所，每年數以百萬計
的鷗、野鴨和涉禽類水鳥，從中國北方、
蒙古和西伯利亞飛往東南亞和澳大拉西亞
越冬。在漫長遷徙過程中，牠們需要中途
站停棲、覓食、休整，以儲存足夠能量為
餘下旅途做好準備，深圳河口歷來是理想
之選。緊鄰這片生態保護區域，有一片深
港合作的熱土，也是科技創新的熱土——
河套，全稱「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
區」。
在中國歷史地理中，「河套」原本是一

個專用名詞，即黃河河套地區，泛指黃河
在內蒙、寧夏、陝西境內形成的沖積平
原。廣義的河套地區包括寧夏全境、陝西
北部及內蒙大部，總面積達2.5萬平方公
里。狹義的河套專指黃河大拐彎沖積而成
的「幾」字形內灣區域，面積約1.3萬平
方公里。無論廣義狹義，河套作為亞洲最
大自流灌區，一向以水草肥美著稱，故有
「黃河百害，唯富一套」之說。河套地處
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交匯地帶，在多民族
長期交往過程中形成了開放包融的河套文
化。
深圳河的河套地區，就歷史悠久和地域

廣袤而言，當然不能與黃河河套相提並
論。但它地處改革開放最前沿，深港雙城
在這裏交匯，開放包容的文化與生俱來，
並被「一國兩制」實踐賦予了全新的精神
內涵。
深圳河發源於梧桐山，自東北向西南流

入深圳灣，因河道迂迴蜿蜒形成多個自然

彎曲的河套地貌，但歷史上並無河套這一
專用地名。1997年4月，歷時兩年的深港
聯合治理深圳河工程完工。治河工程的一
個亮點，是在皇崗口岸（香港一側稱「落
馬洲口岸」）附近把彎曲的河道拉直，使
新舊河道合圍而成一片面積約0.87平方公
里的區域。這片區域原本屬於深圳，但若
以新河道為界，卻成了香港管轄範圍，香
港官方文本稱之為落馬洲河套地區。
所以，河套得名的時間並不長。這個最

初來源於香港、後來為深圳接受並上升到
國家層面的地名，踏着歷史的節點一路走
來，成為深港雙城合作發展、同向而行的
重要標誌。
第一個歷史節點是1997年，香港回歸祖

國。正是在這一年，深圳河治理工程作為
深港聯手的大型水利項目，在回歸前夕竣
工，落馬洲河套地區橫空出世，為新成立
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獻上了一份厚禮。但這
片土地如何有效開發和利用，所有權和使
用權怎樣界定，成為深港兩地懸而未決的
問題。
根據國務院第221號令發布的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區域圖，深圳河治理後，以新
河中心線作為區域界線。不少深圳人認
為，這是一塊深圳擁有完整處置權的「飛
地」，企業界和有關智庫機構還提出了種
種開發動議。這與香港方面的看法並不一
致，當時港深之間的合作機制也不成熟，
而且事關「一國兩制」的大政方針。於
是，深圳有關部門對民間提出的開發動議
作出如下回應：該地區屬於香港特區方面
的邊境禁區，暫無開發計劃。隨後多年，
河套地區基本處於沉寂狀態。不過，香港
既然已經回歸了，相信在「一國兩制」制

度保障下，沒有解決不了的難題，深港雙
方總體上都對河套開發的前景持樂觀態
度。
第二個歷史節點是2007年，香港回歸祖

國10周年。這一年，港深西部通道——深
圳灣大橋開通，標誌着香港與深圳等內地
城市的交流合作步入新階段。民調顯示，
港人對中央政府和內地的滿意度，進入回
歸以來最高的時期。當年12月，深圳市長
率團訪港，提議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
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的框
架下實施新一輪深港合作，得到港方積極
回應。兩地政府簽署了涵蓋基建、城市規
劃、環保及旅遊等領域的７項合作協議，
雙方同意成立「港深邊界區發展聯合專責
小組」，加速推進邊界有關土地的規劃發
展工作，落馬洲河套地區被首次列入。
隨後，香港政府有關部門着手對河套地

區的用途進行論證。面對香港多所大學準
備北上發展的趨勢，教育局提出了在河套
開辦大學及相關研究機構的建議。2010年
11月23日，港深兩地政府就河套地區發
展問題，同步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
詢。結果，將河套地區的主要功能定位於
興辦高等院校和研發高新科技，獲得普遍
認可。據初步預測，開發河套可容納2.4
萬名學生並帶來近3萬個就業機會。
眼看河套蓄勢待發，土地平整工程也於

2012年下半年啟動。不曾想，一場「反國
教風波」把教育界變成泛政治化的重災
區，河套開發工程受到多重干擾，進展緩
慢。

這是一所四面環山、位置偏僻的鄉村小學，名叫新廟中心小學校。240多
名學生，六個年級；三層樓的教學樓，牆面磚有的地方開始脫落；寬敞明亮
的操場壩上，一面五星紅旗迎風飄揚。
我是應邀來給孩子們講作文課的。當我走進那間簡樸的教室時，五六年級

兩個班的83名學生穿着樸素，神情不一，但我從那些童稚的目光裏，看到了
膽怯，也看到了求知的慾望。於是我想起了著名詩人李武兵的詩《山溝裏的
孩子》。
講座從如何寫好作文開始。作文在語文成績中佔着很大的比重，寫好作文

是每個孩子的願望，但不少孩子說起寫作文就感到頭疼。我的話題就從如何
快快樂樂寫作文開始，慢慢吸引了孩子們的目光，他們全神貫注地傾聽着。
我用聊天的方式告訴他們寫好作文的三個小秘密。一是多讀書，讀書破萬
卷，下筆如有神；二是處處留心皆學問，平時要注意積累生活中的素材；三
是把作文本當作朋友，想說就說，想寫就寫，把握好正能量即可。
這是一個信息化碎片的時代。不少孩子玩手機，打遊戲，刷抖音，瀏覽短

視頻，可就是對書不感興趣。不說讀書母賢子孝，一說讀書雞飛狗跳；極其
個別的孩子為了抗議不讓他們耍手機打遊戲，甚至發生了輕生跳樓的極端事
件。為了鼓勵孩子們多讀書，我給他們分享了童年時代如何在艱苦的條件下
閱讀課外書籍的經歷，這樣的話語、這樣的故事他們應該是經常聽到的，之
所以還是要講，主要是盡點講課人的責任心而已。沒想到孩子們聽得很專
注，並報以了經久不息的掌聲。互動環節，他們更是踴躍舉手，爭相提問。
講座間隙，發生的一些花絮也令人感慨萬千。一位坐在後面的同學說他看

不清楚，通過協調，頭頂凳子擠到前面來聆聽。其實我長得大眾化，哪有什
麼好看的？因在介紹童年讀書時，和他們的校長周忠良是同桌同學，於是有
學生悄悄問他，羅老師和你同桌時，你沒想到他今天會成為作家吧？講座中
途休息時，一些同學把從網上買的書拿來找我簽名，裏三層外三層圍得水洩
不通；沒有書的，就站在凳子上觀看。因為熱情一浪高過一浪，有那麼一瞬
間我簡直產生了恐懼感，書沒簽完就從人群中擠了出去，他們又追到操場壩
來找我簽名。學校也買了20來本書，本想讓我簽名送給那些平時愛學習的孩
子，沒想到被另一些調皮的孩子搶了去，於是那些愛學習的孩子就去找校長
告狀，說那些搶了書的孩子平時不愛閱讀的，校長安慰他們，說以後再去買
點回來，沒想到他們異口同聲地回答：「以後沒有今天了！」後來語文老師
去把書收起來，要學生們互相傳看，沒想到孩子告訴了家長，家長打電話來
質問，羅老師簽名送給了孩子的書，憑啥不給孩子了？語文老師只好又把書
還給了他們。
閱讀的激情被點燃之後，思想的火花在碰撞中奔湧閃爍。這就是山溝裏的

孩子，我深深地祝福他們明天美好。

筆者自小已十分清楚「蚊都瞓」和
「蛇都死」這兩個俗語的含意——「來
不及」的幫忙顯得毫無意義；「出事」
後所作的一切皆「於事無補」。至於為
何這樣說就不得而知。
在筆者眼中，大家真的沒必要知道粵

語語料的出處，知其義、懂何用已足
夠，但知其出處有助理解詞義，且能一
窺廣東人造詞的精妙。從字面看，「蚊
都瞓」和「蛇都死」這兩個有趣且形象
化的表達正是一些廣東話俗語的特色；
一般來說，「真身」多與「諧音」有
關。廣東人以「諧音」代原詞的手法非
常普遍。當有人，包括說廣東話的人都
以為指生事的「搞屎棍/攪屎棍」就是
指，有人持棍在屎桶內亂攪致惡臭熏天
的時候，筆者可告訴大家「棍」除指棍
子外，也指那些無賴、不正派的人，
如：惡棍、神棍。廣東話的「搞事」，
普通話作「生事」；「屎」是「事」的
諧音，廣東人就叫生事之徒做「搞屎
棍」，真是一場誤會了吧。十年前的某
天，筆者猛然發現「出事」通過諧音化
就是「出屎」，而「聞到糞」和「瀉到
死」又是「出屎」後不堪想像的狀
況——已「出事」，亦即「來不及」、
「不可挽回」、「一發不可收拾」、
「於事無補」。說到這裏，「蚊都瞓」
和「蛇都死」的「真身」呼之欲出——
「聞到糞」和「蛇都死」正是「蚊都
瞓」和「瀉都死」的諧音；一舉打破了
多年來坊間所有相關的傳言。就這個想
法，筆者構想了以下兩個相仿的場景：
個肚乜得痛成咁……間茶記門口貼住
「 廁 所 免 問 」 ， 前 面 又 睇 唔 到 有 公
廁……就要「爆發」嘞……過對面馬路
間7仔睇下有冇止屙藥賣先……哎呀，買
到都冇用，「聞到糞」喇！
小明當時是：「爆發了」，不就是找到
上廁的地方或買到了止屙藥已「來不
及」嗎？
小明坐在馬桶上，肚子絞痛不已，心
想：
「今日又食錯咩呢？」於是大嗌：
「阿媽，快啲攞樽止屙丸入嚟等我啪幾
粒！」

「早兩日你老豆肚瀉用晒喇，我而家落
街買！」「等得你返嚟，『瀉到死』
喇！」
小明所指的是：待得太久，買了止屙丸
回來應已「瀉得很厲害了」，不就是
「於事無補」嗎？
再看看「蚊都瞓」和「蛇都死」 如何

套入現實的場景中：
英超勁旅曼城近五個年度攞咗四次英超
冠軍同一次歐聯冠軍，都咪話唔巴閉！
2024至2025年度個球季，曼城唔止冇咩
增兵仲賣人添。有球評家已經喺季初發
出警告，淨係依賴班舊將仲係老將好容
易保唔住江山。真係「好嘅唔靈醜嘅
靈」（說好的不中，說不好的全中），
打到十場八場之後，曼城連續係咁輸咗
幾場；曼城管理層於是決定喺半季轉會
窗重開嗰陣增兵。冇錯，兵係增咗，但
邊得嚟可以咁快融入球隊，真係可以講
得係「蚊都瞓」（「於事無補」）喇！
就係咁，曼城繼續輸，聯賽盃同歐聯出
局，前四同足總盃爭標危危乎；「醒水
得咁遲」（警覺得太慢），唔怪得「蛇
都死」（「一發不可收拾」）喇！
正所謂，一次遇上屬偶然，再度遇上

太偶然。筆者可告訴大家以「聞到糞和
瀉到死是蚊都瞓和蛇都死的諧音」的立
論（已在本欄提及）殊非偶然——通過
邏輯思維而得且符合廣東話造詞的慣
性，不就是可以宣稱以上立論為「精準
詮釋」嗎？
話雖如此，有不少人可能有個疑問：

所宣稱的「精準詮釋」可靠嗎？
如是有識之士，他定會說：

有文獻依據嗎？
「文獻」指具研究價值的書籍或文章。
一般人，尤其學者下意識地認為「文
獻」中的觀點或立論近乎精準，可靠性
相當高。由於大多年代久遠，且多出自
學者或哲人，所以絕大部分人均把「文
獻」奉為圭臬，從來不會或不敢挑戰其
超然地位。從理性的角度，「文獻」只
是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而非牢不可
破；唯有通過「邏輯辨證」方可恒久不
滅。筆者多年來就是透過邏輯思維且配
合廣東話造詞的慣性之類的有力理據，
駁斥以及否定了坊間不少有名有姓的專
家和學者所推導的所謂「正字」和「出
處」。
筆者認為堅持有「文獻」才可依據的

說法實屬荒謬；試問在出現「文獻」之
前是否也有「文獻」來支持這份「文
獻」呢？為此，筆者在此宣布所宣稱的
「精準詮釋」已成為「文獻」了。最後
一提，卒之有家AI在開通了其「網頁搜
尋」功能後選取了這「精準詮釋」來作
為「蚊都瞓」、「蛇都死」的出處依
據，可喜可賀。

●羅大佺

點燃閱讀的激情
●木 木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粵語講呢啲

詩語背後

河套﹕踏着歷史的節點（一）

豆棚閒話

嗇色園百年傳承
由以乩治壇到現代化管理

●作者：李耀輝（義覺）
（筆錄：黃大仙信俗文化館館長 吳漪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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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AI目前詮釋
粵語語料的能力—《俗語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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