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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雄文唱大荒
洋洋蜀地盡滄桑
金沙不語三千歲
化作一壇水井坊

「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
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
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
煙……」成都的格局，被李白這篇
《蜀道難》，一下子撐得無限大。
此次隨同香港菁英會「追尋百年足
跡」學習體驗團到訪成都，除了例牌
的金沙遺址博物館，還特意去了水井
坊博物館，感觸頻深。記得去年在成
都過春節，留下一篇《成都印象》，
主要講成都平原豐厚的文化底蘊。這
次的成都印象，想寫寫成都人大氣從
容的生活態度。
金沙遺址，與其說展示了三千年前

輝煌燦爛的古蜀文明，不如說反映了
這一偉大文明的戛然中斷。在隨後的
三千年裡，成都平原究竟發生了多少
驚天動地的大事件？誰可以告訴我，
蠶叢魚鳧的成都，李白杜甫的成都，
與我們今天的成都，有哪些相同，哪
些不同？
水井坊博物館是一個酒類專題博物

館，以展示水井坊老窖池及其釀造工
藝為主線，涉獵全球主要蒸餾酒品
類。在蒸餾酒譜系中，中國白酒獨樹
一幟。按香型分類的中國白酒，清濃
醬米兼，各有千秋，但以濃香型為主
打，約佔全國70%的市場份額。其
中，產自成都平原及其周邊地區的五
糧液、國窖1573、水井坊、劍南春、
沱牌捨得，號稱「五朵金花」，一直
位列濃香型白酒第一軍團。
從金沙村寂然沉睡三千年的太陽神

鳥，到水井坊連續使用六百年的老窖
池，透過歷史重重迷霧，我隱約感受
到某種文化性格的傳承。這傳承，歷

經滄桑，一步步走到今天，走到公園
河濱隨處可見、因陋就簡的麻將桌
上，走到街頭巷尾名稱怪異、各有特
色的小吃店裡，走到尋常百姓順手拈
來、幽默詼諧的笑話段子中。
成都人常說，他們的幸福生活很簡
單，無非是打點小麻將，整點麻辣
燙，躺在沙發上看點歪錄像……
這份從容，這份調侃，貌似雲淡風
輕，卻是意味深長。成都人經歷過大
陣仗，也承受過大悲痛！遠的不說，
近五百年來，就見識過張獻忠屠城的
血雨腥風，也領略過保路運動的風起
雲湧。當然，這些歷史故事，無論多
麼沉重或豪邁，今天終歸無法親身感
受。我們或許可以從十一年前，面對
五．一二大地震時成都人鎮定的表現
中看出端倪。
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後，餘震不

斷，波及成都。市民時不時被地震警
報驚醒，到開闊地上躲避。一套程序
動作周而復始，漸漸地，躲地震變成
了等地震：拉起照明燈，安上麻將
桌，喝着小啤酒，地震你愛來不來，
老子照樣悠哉樂哉。甚至編起了段
子：成都人等地震，就像小姑娘等男
朋友，怕他不來，又怕他亂來……
成都街頭，散佈着一種叫「蒼蠅館
子」的小飯館。蒼蠅，言其小而無所
不在，也指衛生條件差強人意。其
實，「蒼蠅館子」是暱稱，並非貶
義，隱含着成都人的幽默和自嘲。這
些小館子的飯菜或許不是最好吃的，
卻一定有它特別的味道和吸引力，讓
人欲罷不能；環境或許不盡人意，卻
一定有着最熱情的老闆和賓至如歸的
親切感；這裡有公道貼心的價格，別
致精巧的廚藝，傾心盡力的創意，以
及無所顧忌大快朵頤的酣暢氣氛。
三五好友，在狹小得只能擺下幾張

桌子的小館子裡，噪雜聲中，與鄰桌

的陌生人背貼着背。地上有散落的吃
食，牆上是油煙熏出的痕跡。一碗豇
豆麵，一盆蹄花湯，一盤熱騰騰的烤
腦花，沒有貴賤高低，只有喜歡與
否。不管你是騎着自行車來的，還是
開着奔馳寶馬來的，都刪繁就簡，在
這裡找到純粹食客的感覺。
今年春節前夕，成都發起了一場

「天府之歌」全球徵集活動，受到社
會各界廣泛關注。一首名叫《煙火人
間》的說唱歌曲，瞬間紅遍大江南
北——

煙火了人間三千年
有什麼百態人生沒有見
有一種生活是信步悠閒
看風景跌宕讓內心平坦
把苦辣酸甜全都嘗遍
讓歡喜慢慢經過你的歲月
有一些日子要用來清閒
緊繃的弓弦一定會斷
當東南西北微風拂面
在路上相見成為朋友向前
煙火了人間三千年
有什麼百態人生沒有見
於是繁華之極是輕描淡寫
一杯茶擺出一片天
煙火了人間三千年
有什麼風起雲湧沒有見
所以再大困難也談笑風生
從容優雅每一天

無疑，這首歌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
成都人的生活態度。這是看過世間百
態，仍然對生活充滿熱愛的氣定神
閒。人生漂泊，世態炎涼，在喧囂的
城市裡，街坊里弄的古樸是每個人心
中最真實的煙火人間。也許正是因為
這個原因，出生於成都的台灣歌手陳
彼得，在夜遊錦江時靜靜地聽着這首
歌，潸然淚下。

今年是鄭成功誕辰395周年。6月11日，紀念
鄭成功系列活動在福建南安舉行，來自兩岸的鄭
氏宗親代表、宮廟信眾等300多人齊聚「成功故
里」。在南安石井鄭成功祖廟內，兩岸信眾、各
界人士循古老而傳統的儀式共祭鄭成功，祈盼兩
岸和平共進……讀着新華網這則消息，鄭成功
彷彿就在我眼前。
鄭成功（1624—1662），名森，表字明儼、
大木，為東甯王朝的開國君王。鄭成功是17世
紀著名的抗清名將，因蒙隆武帝賜明朝國姓朱，
賜名成功，世稱「國姓爺」，又因蒙永曆帝封延
平王。於是，「國姓爺」鄭成功便有了「開台尊
王」、「開台聖王」、「鄭延平」等稱呼。而
「延平王」也成了鄭氏的世襲爵位。
退休後，筆者隨女兒到廈門集美生活，得以

有機會「走近」鄭成功。明永曆十四年
（1660），雄據廈門的鄭成功，為屯防營寨，
在集美鎮東南側海邊、集美游泳池東北面興建集
美寨。1922年，陳嘉庚先生在這裡建成一座三
層樓房，取名「延平樓」。抗日期間，延平樓毀
於日本炮火。1953年，陳嘉庚先生重建延平
樓，並因地就勢，利用山丘坡地，用花崗岩砌成
三大層 24 階，作為海濱游泳池——「延平
池」——的看台。集美寨遺址，今僅存石寨門
及兩側石牆。寨門高3.08米、寬1.68米，厚0.65
米，寨門後東北側有兩塊岩石，石旁有一門鐵銹
斑駁的古炮；其中一塊岩石上，勒刻有隸書「延
平故壘」四個字。寨後西北側一棵「獨木成林」
的古榕樹，四季常青、枝繁葉茂，形成一道古色
猶存的自然景觀……
明天啟四年（1624），荷蘭殖民主義者侵佔
中國台灣。明永曆十五年（1661）三月，固守
廈門的鄭成功，親率兵將2.5萬名，分乘百艘戰
船從金門出發，憑藉海戰優勢，迎着滔滔波浪，
橫渡台灣海峽，在澎湖休整幾天，準備直取台
灣。荷蘭侵略軍聞訊後不無驚恐，把軍隊集中在
台灣（今台灣東平地區）、赤嵌（今台南）兩座
城堡，還在港口沉破船阻止鄭成功船隊登岸。鄭
軍乘海水漲潮將船隊駛進鹿耳門內海，主力從禾
寮港登陸，從側背進攻赤嵌城，並切斷了與台灣
城的聯繫。戰鬥中，侵略軍以「赫克托」號戰艦
攻擊，鄭成功一聲令下，把敵軍緊緊圍住，60
多隻戰船同時開炮，很快將「赫克托」號擊沉。
與此同時，又擊潰了台灣城的援軍。赤嵌的荷蘭
軍在水源被切斷，外援無望的情況下，向鄭軍繳
械投降。盤踞台灣城的侵略軍企圖負隅頑抗，鄭

成功在該城周圍修築土台，圍困敵軍8個月之
後，翌年初下令向台灣城發起強攻。至此，鄭成
功從荷蘭侵略者手裡收復了淪陷38年的中國領
土台灣。這場戰爭，結束了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中
國台灣的經營，開啟了明鄭政權對台灣的統治，
並大力發展生產。不知是天妒英才，抑或是操勞
過度，鄭成功不久即病逝了，台灣民間陸續建立
廟宇祭祀，其中以台南延平郡王祠最為重要。
1985年8月27日，由福建省人民政府和廈門

市人民政府發起建造的鄭成功雕像，於鄭成功
361周年誕辰之日，屹立在鼓浪嶼東南端「皓月
園」內的「覆鼎岩」上。雕像由625塊「泉州
白」花崗岩精雕組合而成，覆鼎岩海拔29.5
米，但因三面臨海，且與海中的劍石、印斗石鼎
足而立，給人以傲然峻美、氣勢磅礡之感。栩栩
如生，高15.7米，重1,617噸的鄭成功像，面朝
波瀾壯闊的大海，身披盔甲，目視遠方，手按寶
劍，氣定神閒。
「皓月園」位於鼓浪嶼東部，佔地2萬平方

米。園中，沙灘、岩石、綠樹、亭閣，兼而有
之，錯落有致，相得益彰，相映成趣。明代特色
的建築，以及飛翔的沙鷗、葱鬱的樹木、變幻的
海景、流動的人群，構成了一幅天然的畫卷。登
上鼓浪嶼輪渡碼頭，向左前行幾分鐘，即可到達
皓月園。皓月園，園名取自《延平二王集》一詩
中「思君寢不寐，皓月透素帷」的「皓月」二
字，藉此寄託對英雄的緬懷。園內，既有鄭成功
巨型石雕、鄭成功青銅群雕，還有鄭成功碑廊、
覆鼎古井、皇帝殿等，構成「皓月雄風」。「皇
帝殿」立身鼓浪嶼東南端。相傳西元1661年鄭
成功揮師東征前，曾在此臨海誓師，傳令「拆除
軍灶，掀鍋鼎於海中」，以示破釜沉舟之志。之
後，他又擲寶劍於沙灘，沉玉印於海底，誓與廈
門父老同在。後來，軍鍋變成「覆鼎岩」，寶劍
成了「劍石」，王印變成「印斗石」，雖然鄭成
功從未稱帝，但他誓師的地點，則被後人尊稱為
「皇帝殿」。皇帝殿，是拍攝覆鼎岩上鄭成功巨
型石雕的最佳位置。
自從鄭成功雕像落成以來，但凡登上鼓浪嶼

的遊客，大都近距離虔誠敬謁過。初夏的一天上
午，我從「市民碼頭」過渡後，頭頂驕陽，身迎
熱風，再次登上鼓浪嶼，專程來到皓月園。漫步
其間，一組長13米，高4.7米，重18噸的《藤
牌驅虜》青銅大型群像浮雕，分外醒目。據史料
記載，鄭成功一手創立的藤牌軍，精悍無比，驍
勇善戰，在驅荷復台中屢建戰功。據說，坐落於

皓月園中心廣場的《藤牌驅虜》，是目前全國最
大的歷史人物青銅浮雕，再現了當年鄭成功揮師
東渡、驅荷復台的歷史場面。浮雕前景為鄭成功
橫刀立馬居中，陳澤、陳廣、陳永華、楊朝棟等
將軍謀士簇擁左右，背景為聲勢浩大的藤牌軍，
場面氣勢恢弘，人物造型栩栩如生，具有很高的
藝術性和觀賞性。浮雕左右，分別有著名的法學
家和教育家謝覺哉「三百年前遺壘在，英靈長共
海濤還」，以及革命家、政治家蔡元培「蟲沙猿
鶴有時盡，正氣觥觥不可淘」的詩句。1994
年，該浮雕榮獲全國城市雕塑優秀獎。
皓月園內，還有南北兩組鄭成功碑廊。品讀

鄭成功的詩句，不單湧動着熾熱的愛國激情和凌
雲壯志，而且蘊含着可貴的人生哲理。如，「養
心莫善寡欲，至樂無如讀書。」碑廊裡還篆有包
括康熙皇帝、台灣巡撫和當代著名詩人郭沫若等
人的楹聯、詩作10餘首。其中，康熙親書的輓
聯為：「四鎮多貳心，兩島屯師，敢向東南爭半
壁；諸王無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
忠。」驍勇善戰的鄭成功，不單注重關愛士兵，
而且善於凝聚兵心。這一點，有「博餅」為證。
博餅，是清初起源於廈門的中秋傳統活動，也是
迄今仍在閩南地區廣為傳播的一種獨特的、用於
娛樂遊戲的「月餅文化」。博餅時，用六顆骰子
投擲組合，來決定獲得的獎品。傳統的獎品，為
大小不同的月餅。相傳，博餅是鄭成功屯兵鼓浪
嶼時，為解士兵的中秋相思之情、激勵鼓舞士氣
而發明的。因此，便一代一代傳承下來。
鄭成功忠心耿耿、鐵骨錚錚，以趕走荷蘭殖

民主義者、收復祖國領土台灣的業績而載入史
冊，是一位可歌可泣的愛國忠臣、可敬可佩的民
族英雄。我堅信，人們耗資建造巨型雕像也好，
開展各類紀念活動也罷，既是對鄭成功功績的緬
懷，更是對鄭成功精神的傳承。很多人未必知道
自己祖父的祖父的大名，但很多人都知道民族英
雄鄭成功。因為，他的英名早已融入國人的歷史
記憶中。

一九八〇年代，梁濤（魯金）
在《星島晚報》李家園的專欄「香
港雜談」中，選了有關香港報業的
文字輯而成一冊，取名《香港報業
雜談》。甫出版，即掀起哄動，咸
認是治香港報業史一本極有價值的
參考書。
當時便有人問：作者李家園是

誰？我說：湯仲光，曾任《天天日
報》的總編輯，可惜已逝去多時
了。問者打爛沙盆璺到篤：有何證
據指李家園即湯仲光？而湯仲光生
平如何？我頓啞然。上世紀九〇年
代初，魯金不幸仙去，更是難以求
證。後來得不少報界前輩和朋友證
實：確是湯仲光。
湯仲光的《香港雜談》是長命
專欄，內容環繞香港事蹟，報業只
是其中一環，魯金在〈前言〉中
說：
「『香港雜談』所提及的香港

新聞界軼事，內容十分豐富，涉獵
範圍包括了報紙、報人、通訊社和
新聞教育等，它們均可各自列為一
個專門的課題。為了便於集中，我
們先將其中介紹香港報紙和報人的
文章，輯成《香港報業雜談》。希
望本書對於欲了解香港報業發展和
從事香港報業史研究的讀者，能帶
來有用的資料。」

魯金說對了。我後來在學院教
授香港新聞史，這部書便成為學生
的必讀參考書。而「香港雜談」還
有不少報業資料，可惜魯金沒有繼
續編選下去。
今年三月，香港三聯書店將這

部已絕版的書重排出版，列為「新
古今香港系列」。在作者介紹一
欄，只寥寥幾字：「香港資深報
人」，並沒點明是「湯仲光」，和
他生平一些簡介，是為美中不足。
因李家園確定為湯仲光，他的資料
並不難找，很多尚存的老報人都知
道其人其事。
《香港報業雜談》在涉及小報

那幾篇，是香港報業史最珍貴的資
料。近來對小報研究甚有興趣，得
報史專家楊國雄老兄的幫助，得睹
不少小報原料，眼界大開。翻李家
園書，為小報定義云：
「香港有些社會人士把每日出

版四張以上的說是『大報』，稱每
日出紙一大張的說是『小報』，這
只是一般人的稱呼，其實，一張報
紙的真正價值，應該在其內容是否
充實，報格是否高尚，而不在其每
日出紙若干張的。」
這定義沒錯，但從出多少張紙
來決定還未算周全；那麼，是取決
於紙形吧，細度的報紙應是「小
報」了？這也未必；三言以蔽之：
無論紙形大小如何，報格和內容欠
「高尚」者，即為「小報」。
自一九三〇年代以來，香港小
報即大行其道，直至一九九〇年代
中，那才式微，但在所謂「大報」
中，卻有不少的「小報」成分；而
這些成分，多屬煽腥色，能吸引讀
者眼球者。以內容來分，大行其道
的是色情，其次的是揭秘揭醜者，
專刊小說的，政黨宣傳的，漢奸辦
的亦見。李家園書未加詳述，惜
哉。
香港歷來究竟出了多少份小

報，難以考據了，總之是多不勝
數，聞所未聞。

話說近期內地推出了一套《倚天屠龍記》電視
劇集，當中有一幕（內地版），周芷若前往客棧
找張無忌；甫入門，店小二趨前問道：

姑娘，「打尖」還是「住店」？
相信對說廣東話的人來說，大部分都會對問句中
用上了意思是「插隊」的「打尖」大惑不解。其
實，此「打尖」不同彼「打尖」，劇集中所指的
是旅途中的小歇或停下來吃點東西，而意思是插
隊的「打尖」中的「尖」則是個「借字」。近
年，坊間對「尖」的「本字」有個主流說法：
「櫼」，讀「簽」，指木楔。如「櫼」作動詞用，有擠
進去的意思，那「打櫼」就是「打楔入縫」，引申為
「安插」之意，再引申為「插隊」；又「櫼」通過音變
可讀成「尖」：

櫼（簽/cim1） ；變聲母→尖/zim1
所以「尖」的「本字」應為「櫼」。
以上沿用的「尋本字」手法，筆者稱之為「按

音找字」，流傳過程中如字沒變音，問題不大；
如果音變了，找來的字肯定出問題了。多年來，
筆者在尋找粵語「真身」的過程中，發現「語
意」連同「音變」提供了一個不錯的線索——
「打尖」指的是不依次序，任意從中插入隊伍。
換句話說，有人「佔」據着本來不屬於自己的位
置。廣東人喜歡用「打」字開頭的用語來表示進
行某個行為，如：「打邊爐」表示「吃火鍋」；
「打麻雀」表示「玩麻將牌」；「打牙骹」表示
「聊天」。據以上的講法，筆者認為「打尖」是
由「打佔/打占」演變過來的：

佔/占/zim3；變調→尖/zim1
「櫼」字冷僻，普羅大眾應沒那個水平去聯想

到這個字，加上要通過引申才可符合「語意」，
所以筆者認為以「櫼」為「本字」欠缺說服力。
由於「打尖」的讀法和寫法已在坊間流傳已久，
即便「正字」是「打佔/打占」，也毋須改變，儘
管接受「打尖」這個「俗寫」好了。
有網民在「Yahoo知識+」中指出「打尖」其實

是中英並用的，理據如下：
「插隊」的英文是「jump the line」。「jump」與

「尖」音近，於是「打jump」就變成「打尖」了。
這個「解答」似是而非，笑話一樁而已。
「兼」有兼併的意思，指合併、併吞。如此看

來，「兼」有侵佔的意味，所以廣東人也會叫
「插隊」做「兼隊」。從另一個角度，「兼」可
由「尖」音變而成：

尖/zim1；變聲母→兼/gim1
「位」的文讀是「胃」，白讀是「毀」。書面

語中，「攝位」指代行君主的職務；如把「位」
讀成「毀」，廣東人會有一個截然不同的理解：

看準機會「攝」進某個「位」置
上期提過「攝」的「本字」是「楔/𤗈 」，所以
「攝」在此詞匯中只是個「借字」，怪不得出現
了「一詞兩解」的錯覺。由於這個「攝位」有
「安插」的意味，所以也有人把「打尖」說成
「攝位」、「攝埋嚟/攝過嚟/攝入嚟」；另外，
說成「尖隊」、「尖位」、「尖埋嚟/尖過嚟/尖
入嚟」、「兼埋嚟/兼過嚟/兼入嚟」也很普遍。
以前排隊，如有人「打尖」，整條「人龍」

（隊）多數沒有人會「開句聲」（發聲），大抵
是因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加上如「打尖
人」惡形惡相，就更加沒有人敢發難了。時至今
天，什麼都講奉公守法，加上人人明白自己應有
的權利，所以只要有人帶頭指摘，隨後就有人你
一句時我一句，被千夫所指的「打尖人」多會感
眾怒難犯而知難而退。中國人有句諺語：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表面的意思是人若然不從一己的利益出發，那就
是天理所不容。千百年來，人們就是抓住這個意
念，因而在「打尖」或「謀私」時顯得振振有
詞，理直氣壯了。就筆者的理解，諺語所釋出的
信息應是正面的，沒理由導人向惡的，所以此話
本義應非如此。近年，有佛教人士公開表示此話
出自《佛說十善業道經》第24集：

人生為己，天經地義；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並指出「為己」是指十種修行戒律：不殺生、不
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兩舌、不綺語、不惡
口、不貪欲、不嗔恚、不邪見，所以大家對此話
是一直在誤解了。及後，有位知名度頗高的學者
應聲附和，自此此一說法在網上流傳。最近，網
上有人對該說法的來源提出了嚴正的質疑，筆者
也認為這麼有力的「證據」沒理由隱藏多年而沒
被公開，所以被指「造假」也不無道理。要詮釋
此諺語，筆者有如下的理解：
「為」有二音，解作「為了」時讀「胃」，解作「修
為」時讀「違」。「為」如選讀後者，「為己」可指修
為自己。試想，人若不修為自己，就有很大機會做出大
逆不道或作奸犯科的事；如是者，天理何容。
此說法未必能表達原句所潛藏的玄機，但至少

可導人向善，那大家日後勿再藉上述的一個疑為
誤導的信息來把「謀私」包裝成天經地義了。

■黃仲鳴

研究香港報業好書

從「打尖﹑兼隊﹑攝位」說到「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成都印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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