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2025年年55月月2727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

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

●責任編輯：張岳悅文 匯 園B3

且邀八友走街來 一片癡情歲月裁
詩詠龍華新市鎮 夢回蛇口老漁排
創科大邑開天地 煙火人間上案台
忙裏偷閒殊不易 三杯過後暢心懷

自2021年6月調來深圳工作，便對這座城
市存了一份探究之心。其實，深圳於我並不
陌生，2004年派駐一河之隔的香港，十多年
來，往返了無數次。不過，以前都是匆匆過
客，始終以他者的姿態與之交流，缺乏切實
的體驗和認知。從此往後，這裏成了餘生的
棲息地。擇一城終老，想必就是深圳了。南
兆旭說，要把自己居住的地方當作宇宙的中
心來關注。我以半生的閱歷，加上新人的好
奇心，開始認真閱讀這座充滿想像空間的城
市。
深圳是一座難以界定的城市。一方面，發

展太快，來不及沉澱，城市特徵往往還沒有
完全成形就過時了。另一方面，深圳作為特
區、先行示範區，城市定位每每領先全國，
對標世界，十分的高大上，似乎總在雲端徘
徊。在世人心目中，深圳的城市形象是不怎
麼清晰的：說深圳有什麼，可以很方便地列
舉；但要說深圳是什麼，總有些可意會不可
言傳。讀懂它，需要找到切入口。
我先是花了三個多月時間，與一眾山友把

深圳十峰挨個爬了一遍，並出版《深圳十
峰：從山海閱讀城市》。閱歷支撐了感悟
力，好奇心喚醒了寫作的衝動。胡野秋為該
書作序，開篇即稱「從文字中進入深圳的通
道很多，每一條通道都關聯着一種意象，有
蛇口半島的開山炮，有摩天大樓的霓虹燈，
有一夜之城的傳奇，有蔚藍海岸的波濤……
但是獨從山峰開始敘述深圳，這彷彿還是第
一本。」
隨後，為紀念新安建縣450周年，我和尹

昌龍、胡野秋輪流執筆，在《晶報》開了一
個專欄，名「深城記」。每周一篇隨筆，選
取一個深圳地名，既講地名本身的來歷和演
變，更講在這片地域上發生的代表性人物和
事件，結合作者與該地的淵源，挖掘相關文
史內涵。這場專題寫作行動持續了整整一

年，意猶未盡，又繼續在《香港商報》做了
一年「港深地名故事」專欄。此外，從去年
下半年起，參加深圳經濟特區研究會專題調
研「街道走訪」，時間也差不多一年。這三
個「一年」，於我是一扇觀察的窗戶，亦是
一片耕耘的田地，使自己閱讀深圳的進程更
快捷，也更扎實。專欄寫作重在文字表達，
街道走訪重在觀察思考。
因應經濟體量的擴大和人口密度的提升，

深圳為了滿足城市精細化管理需求，街道辦
事處的數量是不斷增多的。這一過程伴隨特
區發展的始終，主要有三個時間節點：1983
年開始設立街道辦事處，1992年原特區內完
成農村集體經濟股份制改造，2004年全面城
市化。其間，除了原有街道拆分，還有鎮改
街道、新區改行政區等，都導致了街道數量
的增加。至2016年最後一批街道分拆完畢，
全市10區74街道的格局基本定形。深汕特別
合作區作為深圳市管理的一塊飛地，所轄4
個鎮2020年改設為街道辦事處，幹部統一調
度，有關工作安排和文獻表述遂將這4個街
道納入，按全市78個街道進行統計。由於這
4個街道地處汕尾，此次走訪未包括在內，
只走了市內的74個街道。
走訪深圳街道，在我的概念裏，並不是順

路去過那個街道就算數的，而是有計劃有目
的，有參觀有座談，有街道負責人介紹情況
的專門走訪。我第一次做這樣的走訪，應該
是2022年2月9日的東門街道。後來，又相
繼走訪了沙頭、黃貝、南湖、蓮塘、航城街
道。對這6個街道的走訪，各有各的緣由，
斷斷續續地進行，時間跨度兩年有餘，當時
並沒有想到會對深圳各個街道逐一走訪。
時間來到2024年6月13日，我們在去寶安

區橋頭村調研的路上，隨行的余宗良教授提
議，如果對深圳所有街道做一個系統走訪，
可能別有價值。從橋頭回來後，我越琢磨越
覺得這是一個好主意。深圳經濟特區即將迎
來45歲生日，此時下沉街道調研，深入這座
奇跡之城的微觀肌理，可以更好地感受它的
脈搏跳動，思考特區之路從何而來，因何而
興，向何而去。這是深圳經濟特區研究會該

做的事情，也算是對研究會成立20周年的一
個紀念。
說幹就幹，我立即着手落實有關細節，包

括參加人員、走訪形式和頻次等。考慮到這
場活動組織工作量大，涉及專業領域廣，除
了安排研究會秘書蔡皎負責聯絡外，還邀請
了地方志辦公室周華處長、文廣旅體局袁園
博士，後來又請了市文聯梁超主任、市政協
陳艷紅博士，加上余宗良教授、劉曉東副會
長和我，一共8人組成專題調研組，開啟了
深圳街道走訪之旅。原準備每個星期走訪一
個街道，後來加快了進度。從2024年6月25
日到2025年4月28日，近一年時間走訪了68
個街道，加上之前陸續走訪的6個街道，全
市74街道無一遺漏。
系統走訪的第一站是龍華區觀瀾街道。聯

想到此次走訪街道的初衷，以觀瀾為首站，
隱隱約約便有了「都市觀瀾」的意思。深圳
地名以務實為主，比如反映地形地貌的龍
崗、蛇口、馬巒、大鵬，與居民生產生活方
式相關的鹽田、蓮塘、漁民村，表達美好祝
願的寶安、光明、福永等。但也有少量地名
是文人雅士專門命名的，比如觀瀾。「觀
瀾」一詞出自《孟子．盡心上》篇：「觀水
有術，必觀其瀾」，寓意要盡心知命，追本
溯源，了解根本，獲知行為方式，從而解決
問題，是為「君子志道」之理。把街道視為
城市的細胞，於此觀瀾，可觀歷史之瀾、經
濟之瀾、社會之瀾、文化之瀾。
最後一站是龍崗區坂田街道。坂田是華為

的大本營，在全國的知名度都很高。不過，
以前這種知名度多少有些抽象，到了坂田，
才真切地感受到華為的影響力之大。不只是
GDP，包括產業配套、文化創意、城區改造
等，無不受到華為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在這
裏，華為已然成為一種生存方式、文化符
號。劉曉東說：最後一站是龍崗坂田，見龍
在田，很好的。梁超則把第一站與最後一站
合起來，撰成一聯：閱文讀圖觀瀾有術，行
巷走街見龍在田。

五月初五的端午節，客家人叫「五月節」。端午節是集拜神、祈
福辟邪、歡慶娛樂和飲食為一體的民俗大節。習俗主要有划龍舟、
祭龍、採草藥、趕藥市、掛艾草與菖蒲和桃枝、打午時水、洗草藥
水、貼午時符、浸龍舟水、吃龍舟飯、包糭子、薰蒼朮、佩香囊等
等，是中國的四大傳統節日之一。它清晰地記錄着先民豐富多彩的
社會生活文化內容，積澱着博大精深的歷史文化內涵。
在春秋之前，端午節是防疫祛病、避瘟驅毒、祈求健康長壽的重

要節日，後因愛國詩人屈原在此日殉國明志而演變成中國漢族人民
祭奠屈原，以及緬懷華夏民族高潔情懷的節日，沿襲至今。民間諺
語是老祖宗經過多年的經驗積累，創造出簡練通俗且易懂的詞彙。
有關端午節的民俗、民諺還真不少，挑選幾個與大家一起細品。
「吃了端午糭，才把棉衣送。」糭子通常是用糯米製作，糯米味

甘性平，有益氣健脾、開胃消食的作用。糭子的配料小棗、赤小
豆、綠豆也有很好的保健作用。它們具有補血安神、利尿排毒的功
效。端午的季節已經進入了夏季，這個時候，氣溫才開始穩定，晝
夜溫度相差不大，可以將棉衣放心地收藏起來。
「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前後正值芒種之後、夏至之前，

天氣炎熱，多雨潮濕，蚊蟲滋生，是傳染病的高發時節。而艾草的
莖、葉都含有揮發性芳香油，散發的芳香氣息可以驅蚊蠅、蟲蟻，
以及淨化空氣。從而起到「辟邪」作用，邪為中醫裏的病邪之意，
包括風、寒、暑、濕、燥、火在內的六淫，這都是致病的因素，將
艾草掛於門前或屋內，其散發的香味除了讓人感到神清氣爽，還可
以通心竅，提高人的正氣，從而增強抵禦外邪的能力。
「五月五，雄黃燒酒過端午。」「喝了雄黃酒，百病遠遠丟。」除

了賽龍舟和吃糭子外，舊時過端午人們還會飲雄黃酒。雄黃酒是將雄
黃搗成粉末、乾菖蒲根切成細絲，一同放入白酒或黃酒中浸泡製成的
一種酒。端午節這天，家家戶戶都將配製好的雄黃酒拿出來飲用。據
說，雄黃酒有解毒殺菌之功效，喝了雄黃酒就會五毒不侵，四季平
安。對於小孩，大人則將雄黃酒塗抹在小孩身上和灑在房間裏，可以
起到消毒殺菌的作用。端午節為什麼要喝雄黃酒呢？五月五日正值夏
春之交的開端，大地氣溫上升，濕度也達飽和，正是毒蛇、蠍子、蜈
蚣、壁虎和蟾蜍這「五毒」活動最猖獗的時候，也是初夏傳染病開始
流行之時，在科學不發達的年代，人們認為飲雄黃酒可以解毒避瘟，
扶正祛邪。從現代醫學的角度來看，雄黃是一種含硫化砷的化學物
質。內服20克雄黃，便會使人死亡，即使小劑量服用，也會對肝臟造
成傷害。因此現在過端午，便不再飲雄黃酒了。
糭子是端午節的傳統美食，也是為了紀念屈原，傳說屈原投江後，

人們將米食投入江中，以防魚蝦吃掉他的屍體。龍舟競賽是端午節最
盛大的活動之一，不僅是為了紀念屈原，也代表着團結合作的精神。
端午習俗內容豐富多彩，全國各地因地域文化不同而又存在着習

俗內容或細節上的差異。但這些節俗都圍繞着祭龍、祈福、攘災等
形式展開，寄託了人們迎祥納福、辟邪除災的願望。端午節期間通
過各種傳統民俗活動，既能豐富人們精神文化生活，又能很好地傳
承和弘揚傳統文化。

●張武昌

端午節的民俗

AI在深度思考與網絡搜尋上的實力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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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棚閒話

廣東人叫的「茶瓜」，北方人叫「脆瓜」
「醬瓜」，是用糖、醋、鹽等醬料醃製而成
的鹹甜脆爽食品；所用的瓜一般是小黃瓜、
白瓜。中國人喜用「茶瓜」送粥或飯。由於
「茶瓜」性質平和，也適合須戒口或沒胃口
的病人用來「送飯/下飯」，廣東人就創作了
以下的歇後語：

茶瓜送飯——好人有限
或連說成「茶瓜送飯，好人有限」。
一般人以為「好人」只是指那種品性端

正、善良的人，其實也指健康的人；無怪可
把生病的人說成「唔好人」。那麼我們也可
把健康不太理想的人說成「好人有限」。此
短語原來有雙重意義，另一個意思是用來質
疑某人的品格；亦即同一句話「可言此，也
言彼」。如是者，說某人「茶瓜送飯，好人
有限」也可暗喻他為人好極也有個限度，多
不是個好人。
示例：
我同雷老二一齊做咗幾十年嘢，佢正一「茶瓜
送飯，好人有限」；合作搞生意，諗過先好！
以下是5家AI的相關輸出（隨後是評價）：

AI甲
「茶瓜送飯，好人有限」原本指身體虛弱或
者抱恙嘅人，因為茶瓜性質平和，適合病人
食用，所以「茶瓜送飯」就係指用茶瓜配飯
畀病人食，幫助佢哋恢復體力。「好人有
限」嘅「好人」原本指病人，唔係指品行好
嘅人。但呢句俗語喺流傳過程中，意思有變
質，變成帶有負面嘅用法，形容某人唔係好
人（品格唔好），即「好人有限」變成「好
人少」，暗示壞人多。
【輸出主要依據某香港知名中文網頁。「茶
瓜」味帶甜、帶鹹、帶酸，怎會清淡？「好
人」指健康的人，「好人有限」就是指病
人；文中說：「『好人有限』中『好人』原
係病人，非指品行好的人。」邏輯何在？該
俗語在流傳的過程中意思變了質——變成帶
負面的用法——形容某人品格不好。這實情
非關變質，而是「好人」有雙重意義，故可
作意思轉移；所依據的網頁竟然看不出來！
「好人有限」非指好人少（暗喻壞人多），
此誤點是由它自己演繹的。】
AI乙
「茶瓜送飯，好人有限」用來形容人情冷暖

嘅現象，可理解為：唔好成日靠人哋招呼，
因為「好人有限」，唔係個個都會對你好。
【此家AI把「茶瓜送飯」「好人有限」分別
誤解為「以低廉食品請客是人情冷暖的表
現」和「好人不多，不是人人會對你好
的」。】
AI丙
「茶瓜送飯」指用簡單嘅茶水同瓜果（或者
廉價食物）代替豐富嘅飯菜招待客人，暗喻
招待得唔夠誠意或寒酸。「好人有限」就話
真正慷慨、好客或者有心嘅人唔多見。「茶
瓜送飯，好人有限」帶有啲諷刺同現實嘅味
道。
【誤把「茶瓜」作茶水和瓜果，表示語料庫
中的詞彙不足。其他的錯誤理解與 AI 乙一
致。】
AI丁
舊時人們生病時會用性質平和的茶瓜下飯。
身體虛弱的人吃茶瓜送飯，氣色自然不好，
所以「茶瓜送飯」理解為身體不好，後又引
申為品行不好。在日常交流中，如看到一個
人行為不端或表現出不好的品行時，就會用
「茶瓜送飯，好人有限」來調侃或提醒某
人。
【這家AI也依據了AI甲所參考的網頁。需要
「茶瓜送飯」是因身體抱恙，而不是把它理解
為身體不好以及引申為不好人。結論屬正確，
可沒交代如何演化至「好人有限」的過程。】
AI戊
「好人有限」直譯為「好人的數量有限」，但
實際暗指「這樣的人未必真是好人」。長期以
茶瓜配飯，反映生活貧困或過度節儉。若某人
刻意表現得過於寒酸，可能被懷疑是「扮窮」
以掩蓋吝嗇。「茶瓜」高鹽且缺乏營養，長期
食用可能影響健康；引申：若自身健康都不
顧，其品德也可能「有限」，同時諧音「有
鹹」，呼應茶瓜的「鹹味」；此雙關強化了
「表面節儉實則有問題」的諷刺。
【「有限」非指數量而是指人的好品格所達的
程度。「茶瓜送飯」與貧困、過度節儉或裝
窮無關，只與身體不好有關。把「不顧健
康」說成「品德有限」屬過度引申；看不出
「有鹹」是「有限」的諧音。所提的「引
申」與「諧音」並非雙關；說成此雙關強化
了什麼什麼，教人不解。】
就是次幾家AI在「深度思考」與「網絡搜

尋」上的實力對決，或許大家會覺得透過依
據網絡搜尋的兩家AI所得的輸出比用深度思
考的其餘幾家所得的較為可取。須知道，憑
藉網上資料，輸出的準確性很大程度取決於
所載內容的精確性；換言之，取用背負着一
定風險。未知是否因政策關係而盡量不作網
絡搜尋，自建推理邏輯的AI往往交出不大靠
譜的輸出！

「華夏博覽看今朝」第六期，是我第一次參加的內地
研學活動。去年，我和很多內地的同齡人一樣，狂熱地
追蹤一部網絡遊戲：《黑神話：悟空》。我還記得遊戲
中嵌於絕壁的懸空寺，飛簷刺破雲霧，長廊凌駕深淵，
如同天神遺落人間的一個大大的棋局，非常吸引我。所
以，今年春節後，當我聽說招商局有「尋根三晉，文脈
中華」這樣的研學主題安排時，幾乎高興得要跳起來。
十多天的行程極豐富，我很想說，真實的懸空寺遠比任
何遊戲更令人驚嘆。它是1,500年前北魏工匠以血肉之軀
完成的奇跡，是宗教理想與建築智慧共同澆築的史詩。
那個春日的午後，我來到山西，大風吹得我睜不開

眼。可我登上懸空寺的時候，風竟然一下子小了。站在
懸空寺上，我細細研學，內心的思索不斷翻湧。古人將
佛寺懸於金龍峽90公尺峭壁時，他們同時在挑戰兩種極
限：自然法則與精神信仰。佛教徒相信「登高近天者，
愈能通神明」，但將這種浪漫狂想化為現實，需要的不
是神跡，而是精密如手術的建造計算。27座殿閣以榫卯
咬合為整體，僅靠27根橫樑插入岩體，卻能讓當代力學
模型證實：其重心誤差不超過三公分。更令人驚嘆的
是，那些看似支撐的立柱實為虛設——它們會在強風襲
來時輕微搖晃，像一支懸浮的筆，在虛空中寫下「四両
撥千斤」的東方智慧。
我一下子明白了中華文化當中蘊含的華夏民族的智

慧。相較之下，古埃及用百萬噸巨石堆砌金字塔，古希
臘以數萬奴隸搬運帕德嫩神廟石柱。而中國工匠選擇
「借勢」：以木構消化地震波，借峭壁抵禦洪水，用飛
簷對流嵐。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將人類文明編織進山
河的經緯。正如懸空寺匾額所書「空中色相」——佛家
講色空不二，建築亦在虛實相生中達成永恒。

這座寺院的危險與壯美，恰是佛教東傳的隱喻。佛陀
來自異域，卻在華夏懸崖上生根。工匠在鑿岩時留下的
楔孔，至今像未乾的淚痕，訴說鮮卑王朝如何將草原的
豪邁和中原的細膩熔鑄一體。他們甚至讓儒釋道三教共
居一簷：釋迦牟尼、老子、孔子像同享香火，讓懸空寺
成為多元文明交錯的空中閣樓。
站在懸空寺迴廊俯視，恒山水脈如龍脊蜿蜒，人如立

於巨獸背上的螻
蟻。但正是這種
「危樓高百尺」的
敬畏，成就了最極
致的天人合一。西
方教堂以尖塔刺破
雲霄，中國古建築
卻讓信仰與山巒共
生共長——懸空寺
的樑柱不是插入岩
體，而是從山骨中
自然生長出的枝
椏。當晨霧漫過斗
拱，你會看見古人
最深邃的哲學：道
法自然，生生不
息。
千年過去，懸空

寺如一句永不墜落
的禪偈，提醒我
們：這是文脈中華
的典型代表。

懸崖上的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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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懸空寺遠比任何遊戲更令
人驚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