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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素仲作品

40年前的4月30日，因意義非凡而載入歷史。
這一天，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勛在中央工作會
議上，向鄧小平匯報廣東想利用毗鄰港澳有利條
件，推出一些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以加快對外
開放和經濟發展。高瞻遠矚的鄧小平朗聲道：
「要辦一個特區。過去陝甘寧邊區就是特區嘛！
但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
來！」
一言激起千層浪，鄧小平之言在封閉多年的神
州大地掀起巨大反響，中央遂派谷牧副總理率隊
赴廣東、福建考察，研究創辦特區事宜。很快中
央發文：在深圳、珠海和汕頭、廈門試辦「經濟
特區」。沿海小城寶安率先發力，清靜荒涼的海
邊響起驚天動地鞭炮聲。在對岸港人一片驚異的
目光中，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深圳誕生了。
中國對外開放大門由此轟然打開，鄧公也被譽為
「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
鄧小平拍板創辦「特區」並非權宜之計，而是
深謀遠慮的結果。1977年11月，第三次復出、已
經73歲的鄧公首次外出就選擇廣東。當廣東省領
導向他匯報一些農民「逃港」時，鄧小平尋思片
刻道：「我們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能管得
了的」，邊民為什麼拋家別子冒險逃港？這一棘
手問題遂成鄧小平考慮創辦特區的起因。
「殺出一條血路來」，需要一股「千磨萬擊還
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的壯士斷腕的決心。在
鄧公運籌帷幄下，廣東作為改革開放排頭兵和橋
頭堡，責無旁貸挑起歷史使命和時代重任。鄧小
平力挺廣東把靠近港澳的寶安、珠海劃為出口基
地，力爭三五年建成具有相當水平的對外生產基
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遊覽區。一系列
工作隨即推開：寶安、珠海兩縣大興土木建設外
貿基地，香港招商局在寶安縣蛇口公社設工業
區，國務院批准寶安、珠海撤縣設市……鄧小平
說：「廣東、福建兩省8,000萬人，等於一個國
家，先富起來沒什麼不好！」
今天我國經濟特區已從深圳、珠海、汕頭和廈
門四市，增至海南經濟特區、新疆霍爾果斯、喀
什經濟特區，共七處。深圳是經濟特區一個縮
影。40年胼手胝足浴血奮鬥，從當年荒涼破落的
小漁村到舉世矚目的經濟特區，深圳創造了無數
個世界傳奇。我見到深圳市南山區蛇口街道86歲
的梁老漢，40年前他是寶安縣蛇口公社同一個海

邊小村的村支書。該村與香港新界的元朗隔海相
望。他說：「當年寶安農民一年才掙二三百塊，
窮得叮噹響，對岸卻是燈火輝煌的摩天大樓，所
以『逃港』成為當地人『追夢』的首選。你看現
在，我們的生活與對岸不差上下，反倒有不少港
人來深圳購房定居呢！」
滿懷一種敬仰和感恩，我曾一次次用步履丈量

深圳這片熱土：從羅湖的「深圳墟」到「城市名
片」深南大道，從古老的大鵬所城到豪華的「世
界之窗」，從沙頭角中英街到「最國際範兒」的
蛇口工業園，從夢幻「歡樂谷」到遊覽勝地華僑
城，從中華民俗村到「全國最美高校」深圳大
學……深圳40年滄桑巨變，一個荒涼小漁村華麗
轉身為擁有兩千萬人口的國際都會，變成擁有全
球前三集裝箱港、亞洲最大陸路口岸，創業為
榮、經濟發達、科技領先，擁有騰訊、華為、平
安、萬科等七家世界500強的區域金融中心，令
深圳浴火重生震驚世界……這一切，不都源於40
年前鄧小平「要辦一個特區，殺出一條血路」號
令麼？
「古來青史誰不見，今見功名勝古人」。40年

經濟特區發展史，大大推進中國的改革開放，有
力促進國有企業與民營經濟「兩艘大船」劈波斬
浪、奮楫前行，譜寫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華彩樂
章。中國今天能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特
區功不可沒，鄧小平先生厥功至偉。一位獲得中
國「綠卡」、在寧波定居的德國人，在中國親歷
了高速出行、連鎖餐廳、大型超市、微信支付、
機器人服務和影劇院、遊樂場及72小時過境免簽
政策後，高興地對我說：「中國的歷史性巨變真
的如夢如幻震驚世界，我已經完全融入中國，還
娶了一位漂亮的寧波美眉！」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今天，一個新的世
界級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又震驚世界。粵港
澳大灣區（GBA）由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
和廣東省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
莞、中山、江門、肇慶九個城市組成，總面積5.6
萬平方公里、擁有7,000萬人口，是中國開放程度
最高、經濟活力最強區域之一，在國家發展大局
中戰略地位非常顯要。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習近
平總書記2017年的重大決策，也是他親力親為的
國家戰略，對於推動全面開放的新格局和「一國
兩制」偉大事業，對於深化內地與港澳交流合

作、提升雙向競爭力均有重要意義。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她的施政報告中指出，國

家「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將
為香港經濟社會帶來重大機遇，務必用好特區獨
特優勢和中央對港支持，加強與內地合作，尊重
經濟規律、奉行市場運作和推動自由貿易的三要
素，將大灣區建成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國
際科技創新中心、「一帶一路」建設重要支撐、
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和宜居宜業宜遊的優
質生活圈，打造成高品質發展的典範。
國際上不乏灣區成功先例。美國的紐約灣區、

舊金山灣區和日本東京灣區，就分別是著名的
「金融灣區」、「科技灣區」和「產業灣區」。
硬件部分，它們都擁有吞吐量巨大的港口資源、
後盾強大的金融中心、便捷的交通和公共設施、
大批優質企業和製造中心。我們粵港澳大灣區這
些方面也很完善，甚至領先：深圳港排名世界第
三、香港第五、廣州第六，區內擁有港交所、深
交所和大批金融機構，擁有被譽為世界奇跡的港
珠澳大橋和港深廣高鐵，創新企業更是數不盡
數。「軟件」方面，我們經過經濟特區40年錘
煉，早已「潤物細無聲」，無論市場意識、管理
模式和工作效率、協調能力均有大幅度提升，加
上成功的「一國兩制」和正在全球推進的「一帶
一路」，可觀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等
都為粵港澳大灣區提供了全方位保障……
「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習近

平總書記始終高度關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他親
赴廣東調研，會見港澳各界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
訪問團，高度肯定粵港澳大灣區對於實現「兩個
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
重大意義，明確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願景是：
一個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區、一個高
質量發展的典範！筆者詩云——

彈指一揮四十年，
鄧公巨臂指江山。
特區赫赫奇跡在，
今日萬眾看大灣！

話說牛頭角聖人公媽廟供奉
的雖為一堆白骨，但卻滿載上
世紀五十年代一群新移民開天
闢地的滄桑史，就在1951年左
右，大群惠海陸籍的難民來
港，他們在筲箕灣與柴灣之間
的荒山搭木屋棲身，在開山建
屋時，發現地下埋有很多骸
骨，恍如亂葬崗，有人向附近
的地盤取一些英泥紙袋，再移
去山坡高處安葬。
事後不少居民常患病，他們

都認為乃觸犯陰靈的結果，為
此就籌集資金，為堆堆骸骨建
造新墓塚，上面豎了一塊「聖
人公媽靈位」木牌，並立下規
矩，居民每年都要定期拜祭，
並請法師誦經，以安撫亡魂；
後來由於港府在此地削山興建
公屋，「聖人公媽靈位」須遷
走，一些早年入住牛頭角下邨
的村民，就建造一個鐵皮神
壇，將神位移至牛頭角五座天
台安放，自此聖人公媽就落籍
牛頭角，更成為附近街坊的守
護神靈；及至2000年，牛頭角
下邨重建，神壇便改放到十三
座牛頭角區工商聯誼會外的空
地，供人膜拜。
聖人公媽廟外形似一個大鐵

櫃，內有神位，前面擺三香
爐，供奉天地父母、觀音大士
與聖人公媽；每年農曆七月十
五的遊神，日子雖固定，但出
行時間卻年年不一樣，須向聖
人公媽問杯始決定，眾人稱之
為「問阿公」；曾試過多次，
問杯結果為早上九時出發，當
日一早狂風暴雨，直到八時四
十五分是天昏地暗，出奇地一
到九時，雨勢減弱，及至隊伍
出發，天色會突轉晴，遊行約
一小時後，當回到醮場，大雨

即傾盆而下，令人驚嘆。
本港至少有四間大聖廟，在

香港仔石排灣、柴灣、葵涌石
籬白雲洞和秀茂坪，當中以秀
茂坪那間至為著名；上世紀六
十年代初大批新移民從內地來
港，港府將他們安置於秀茂坪
徙置大廈，當中多為鶴佬人及
潮州人，因不諳廣東話，難以
融入社區，社團為團結鄉里，
遂在附近興建特色廟宇，讓他
們供奉家鄉的神明，其中大聖
廟在1968年建成，其後附近更
有條村命名為大聖村。
據大聖佛堂的史蹟資料，

1960年齊天大聖顯靈，初時藏
身香港仔，後在筲箕灣一間小
廟，1968年在秀茂坪一對姓余
的老夫婦家中，其後在秀茂坪
第三十七座四樓三十七室安設
大聖佛龕，同年區內大聖廟落
成；當年安居在安達臣山的秀
茂坪道山邊；廟址在1960年代
初由鍾淦覓得，他乃倡建廟宇
的善信，在2005年過身；當年
他自稱大聖佛祖常降身，建廟
之後，擬定每年農曆八月十六
日為猴王誕；猴王降乩及上身
之後，「乩童」以滾油洗面、
赤足走火炭、口含燒炭、上刀
梯等等，甚至割舌頭的血蘸在
靈符，善信強調此為神明消災
解難、保佑平安。
雞寮（今翠屏村）建有地藏王

古廟，在1962年時，此廟僅為山
坡上的一間小鐵皮屋，但到了今
天，此一廟宇已成為一間建有小
戲台，終日俱有善信誦念《地藏
經》的廟宇；此外，在牛頭角佐
敦谷建有福德伯公廟，此廟最初
的小神龕仍保留在神廟背後，兩
者相比較，就可知道此廟四十年
來變化巨大。

■葉 輝

聖人公媽與大聖廟

星雲大師病癒新著《我不是「呷教」的和尚》

歷史與空間 書若蜉蝣

■江 迅

■雁 翔

五月的精彩

■羅大佺

豆棚閒話

■金 惠

從經濟特區到粵港澳大灣區

詩情畫意 來鴻

潛移默化
有一位朋友，結婚後夫妻感情不和，
時常當着孩子的面吵嘴打架，直至後來
發展到最終離婚。他們的孩子目睹了父
母感情破裂的過程，留下了濃重的陰
影。
父母離婚後，孩子跟着父親生活。後
來朋友和他的前妻又各自組建了自己的
家庭。一晃眼，朋友的兒子25歲了，長
得很帥，但性格內向、沉默寡言，大學
畢業後參加了工作，現在辭職回家複習
功課，準備考研究生。
那天在朋友家和他兒子聊天，問他有
女朋友沒有？他說沒有。問他為啥沒耍
女朋友？他說看到一些同學耍女朋友後
因感情不和太痛苦了，他承受不了。問
他這輩子不準備結婚了嗎？他說60歲以
後再說吧，也許那時候需要一個伴。問

他如果他父親要他傳宗接代怎麼辦？他
說那就抱養一個孩子或做試管嬰兒吧，
他打聽過了，做一個試管嬰兒30萬元就
能擺平，他掙得起這個錢。問他試管嬰
兒的孩子沒有母親，怎麼去上戶籍？他
說他查了資料，去香港是可以的，就去
香港給孩子上個戶籍。
不管孩子的人生觀如何，如果孩子是

個獨身主義者，他的思想無可厚非。但
很明顯，孩子的心理是受了父母失敗婚
姻的影響，造成了一定的心理障礙。
父母是孩子的啟蒙老師，父母的一言

一行對孩子起着無聲的潛移默化作用。
切莫以為孩子太小不懂事，就可以把大
人的陋習在孩子面前暴露無遺，要知
道，這一切也是可以影響孩子的未來和
幸福的。

1900年至1901年間，李叔同在上海與
一位名門望族的譜兄許幻園交往。許幻園
有一種遠離塵世的生活態度，在當時的城
南築一座房子稱為城南草堂，過着閒適生
活。李叔同在此園中小住，也嚮往這樣的
生活，寫下《清平樂》一詞相陪。詞句寫
得優美，特別是最後兩句：「籬畔菊花未
老，嶺頭又放梅花。」而李叔同雖也喜歡
隱居生活，但同時又對未來充滿理想和抱
負。李叔同《清平樂》畢竟是有積極一面
的。
許幻園的這種遠離塵世的隱居生活，在
亂世中不能長期閒適下去。幾年之後，生
活拮据，城南草堂也易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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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上旬，圖書銷售排行榜。《我不是
「呷教」的和尚》，台灣誠品書店，位居
第一名；香港天地圖書門市部，位居第一
名；新加坡大眾書局，位居第三名……
《我不是「呷教」的和尚》（佛光文化和
天下文化共同出版）是星雲大師新著。高
齡93歲，出家81年，因病靜養2年，星雲
大師病癒後推出首本新書。「呷教」，就
是靠佛教吃飯。星雲大師說：「我希望佛
教靠我，我不要靠佛教，也就是我不要做
一個『呷教』的和尚。」
星雲大師表示，台灣由於過去在日本人

的統治壓制之下，當年生活清苦。他說：
「有些宗教會給你一些奶粉，給你一些衣
物用品，但是你要來信仰他的教。大家為
了要生活吃飯，就改變了信仰。所以有人
說，這些都是『呷教』（吃教）的。呷
教，就是靠佛教吃飯。自我懂得佛教以
後，我就希望佛教靠我。」
70年前，即1949年，塵空法師從浙江普
陀山託煮雲法師帶給星雲一封信，這封信
洋洋灑灑寫了數千言。星雲和塵空法師是
師生關係，塵空是老師，星雲是學生。信
中說：「現在我們佛教青年，要讓『佛教
靠我』，不要有『我靠佛教』的想法。」
他的這句話，深深影響了星雲，成為他心
中一盞明燈，從此發願，「我要給人，不
希望人家給我」，以「給人」為一生實
踐，做一個能為世間增添美好、犧牲奉獻
的報恩人。
2016年歲末，星雲大師因勞累過度以致
腦部出血開刀。2019年初，星雲大師在新

書的「自序」中寫道：「世間因緣和合，
老病死生是自然的現象，物質的肉體也會
有故障需要維修的時候」，「這一生我以
病為友、以忍為力，我並不感覺有什麼痛
苦，只是有些不方便而已。我心無罣礙，
自由自在，只有歡喜快樂。」
在休養期間，弟子們告訴他，《星雲大

師全集》一出版就廣受讀者喜愛，已經三
刷了，但總計一套三百六十五本書的量體
實在太龐大，不知道要從哪一本讀起。徒
眾說，可否以星雲大師自己的經歷為主
軸，從中選出數篇文章編輯成冊，作為他
們行佛的依據準則？星雲說：「我一生說
給別人聽的，寫給別人看的，也是我在做
的，假如能夠對大眾有利益、對佛教有幫
助，我自是樂見其成。」對收入的文章，
他幾乎每篇都作了增補修改。
2019年3月7日，農曆二月初一，是佛光

山開山星雲大師的出家紀念日，近2,000名
護法信眾齊聚佛光山如來殿大會堂，參加
一年一度的信徒香會。《我不是「呷教」
的和尚》新書發佈，也頒獎表揚44位「佛
光菩薩」，現場洋溢濃濃的書香法味和堅
毅不退轉的菩薩願心。大師蒞臨現場，勉
勵佛光人精進奮發。
本書主編蔡孟樺告訴我，2016年初着手
編輯《星雲大師全集》，共12大類，365本
書，3,000多萬字。同年10月，大師因為腦
溢血開刀治療，復原情形非常順利。大師
關心國家社會，民心所需，陸續在《聯合
報》、《中國時報》發表《敵人——激發
我們潛能，可當朋友不可怕》、《我可以

稱台灣中國人》、《我不是「呷教」的和
尚》等文。這幾篇文章引起媒體和民眾熱
烈討論，海內外讀者紛紛來信請求出書。
於是《我不是「呷教」的和尚》這本書，
有了和讀者見面的因緣。
編輯小組經反覆討論，決定以《我不是

「呷教」的和尚》為軸心，為僧俗二眾的
行者，以及有緣的社會大眾，編選一本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法
要。全書由10篇文章組成，以大師的成
長、信仰、發心、弘法、證道為核心，分
為「為了佛教」、「信仰歷程」、「本地
風光」三個單元，細述大師百年生命歷
程，推動人間佛教。
書中有台灣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

人高希均、高雄市長韓國瑜兩位名人推
薦。韓國瑜說，大師「一生歷經萬般風
霜，所淬練出來的智慧精華。因此書中的
每句話，都不斷與我的心靈產生共鳴」。
他認為大師新書《我不是「呷教」的和
尚》中的核心價值，就是「點亮自己、照
亮人間、慈悲喜捨、犧牲奉獻」。
台北、高雄舉辦了星雲新著的讀書分享

會，據說還會繼續辦。在大師康復休養期
間，我多次上佛光山拜見大師，不過最近
的一次也有六、七個月了。每次見到星雲
大師，都是感受他人間「三好」理念：身
做好事、口說好話、心存好念的操守準
則。
日前，主編蔡孟樺告訴我，這只是大師

病癒後的第一本書，還會有第二、第三
本。期待。

生活點滴

五月，在桃紅李白野花黃的時刻，帶着
康乃馨的香醇悄然來臨。五月，是春光明
媚，百花爭艷的日子。五月，因為母親節
而充滿着溫馨和幸福的味道。五月，也因
蝶飛鳳舞醉了你的容顏。行走在五月，行
走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行走在四季最美的
風景裡。
五月的日子，是春夏的交界時刻，走出

去，總能感受到花草的香醇和陽光的溫
暖。五月裡，感受到的春意最濃，暖暖的
春風，拂過臉龐，如媽媽的手，那麼的輕
柔，那麼的溫暖。思緒隨風飄向遙遠的北
方。這個時刻，家鄉的風也是溫暖的，媽
媽站在院內，晾曬衣被，侍弄花草。印象
中，院中都是爸爸最喜歡的花草，此刻也
許正是花開最艷的時候，爸爸媽媽在辛勤
地勞作，他們的身上，沾滿了紛飛飄散的

柳絮，如小時候的我們，時常圍繞在他們
身邊，趕也趕不走。
五月的日子，風和日麗，景色宜人，遠

處的田野也是深深淺淺的金黃和着墨綠，
只是少了小時候的一份味道。記憶中的五
月，不僅可以有許多的花草香味，還可以
聞到槐花飄來的香醇。五月，夏風初起的
日子，家鄉的槐花便開了。一串串潔白的
小花鋪滿樹枝，細碎的花蕾掛滿枝頭，還
未走出門，就會聞到槐花沁人心脾的香
甜，那氣息絲絲縷縷的鑽進鼻孔、沁入心
田，永久難忘。五月，讓我想起了詩人紀
弦《一片槐樹葉》裡面的句子，詩人筆下
那「飄着淡淡的槐花香的季節」，創造出
淡淡的槐花香氤氳繚繞的意境，融進了別
是一番滋味的濃郁鄉愁，如此時我正在想
家的心情。

五月的日子，我們離開了喧鬧的都市，
走到大自然中。田野裡的油菜已經花落，
開始準備着結籽。麥子也不甘寂寞地瘋長
着，小小的麥穗已經露出麥芒，即將展現
它的美麗了。五月的風吹過，麥苗和油菜
一樣隨風搖擺着，展示着各自最美的舞
姿。走在麥田旁，不由自主地沉醉在悠悠
的麥香裡，沉醉在即將豐收的喜悅裡。
五月的日子，我依然在生活中行走着。

如這個五月，小區綠地裡的林木花卉，你
爭我逐，競相展現它們的燦爛，各顯其
態，盡展其妍，散發着五月特有的艷麗。
看看窗外的陽光和樹木，不由得心懷感
激。五月，暈染了太多的芳菲，閱讀了太
多的春天故事，便會安心、恬淡地面對一
切。思念與懷舊依然堆積在人間五月天，
我們感恩並讚美着五月裡所有的精彩。

■加速發展的大灣區，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承
擔新使命。圖為港珠澳大橋香港段。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