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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雲淡淡起天邊
融入蒼茫白霧間
隱隱清風吹拂處
紅霞一抹出山巔

七月一日那天，香港的天氣有些反
常。清晨五點，天還沒有大亮，我們
從住處集體乘車前往長沙灣政府合
署。然後，換乘政府安排的大巴，到
昂船洲附近的一個市民碼頭，乘船去
金紫荊廣場，參加回歸二十二周年升
旗典禮。
從地理上看，香港由火成岩組成，

地形崎嶇不平，水灣密佈，山頭很
多。最高的是大帽山，海拔957米，
最有名的則是獅子山和太平山。兩山
隔海相望，維多利亞港蜿蜒其間。我
們乘坐的客輪名「翠華38」，自西向
東而行，左邊是獅子山，右邊是太平
山。山頭被白霧繚繞，只隱隱可以
看出山體的輪廓。
維港還沒有完全甦醒過來，行船不

多，周圍很靜，只聽見客輪破水的聲
音。可這種靜，並不給人一種安寧的
感覺，似乎在醞釀什麼。天空也讓
人起疑，東方欲曉，旭日當升，但見
墨雲疊染，白霧蒼茫，一抹紅霞在天
邊若隱若現，既像是雨後初晴，又像
是風雨欲來。
這略顯詭異的景致，讓人浮想聯

翩。如煙的思緒，飄向兩個白霧繚繞
的山頭。獅子山和太平山之所以有
名，是因為它們已經成為某種象徵，
分別從兩個方面講述香港故事，演繹
香港精神，勾勒香港形象。
獅子山的盛名，得自於一部名叫

《獅子山下》的電視連續劇。這部連
續劇長達二百餘集，香港電台1973年
至1994年播放，持續21年，為千家
萬戶所耳熟能詳。劇中反映了香港草
根階層掙扎苦鬥、逆境求強的勵志生
活。主題曲《獅子山下》多年來膾炙
人口，有「香港市歌」之譽。
2002年 11月，香港正遭遇金融風

暴，經濟面臨巨大困難。時任國務院
總理朱鎔基訪港，在禮賓府歡迎晚宴
上，深情朗誦了《獅子山下》的歌
詞，勉勵香港同胞發揚獅子山精神，
奮發振作，自強不息。朱總理的激情
演講，迄今聽來，仍讓人振聾發聵：
「我就不相信香港會搞不好。若香港
搞不好，不單你們有責任，我們也有

責任。香港回歸祖國，在我們手裡搞
壞，我們豈不成了民族罪人？不會
的！」
香港終於從困難中走出來了，國際

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更加穩
固，連續多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
體，活力充沛。然而，隨經濟持續
增長，社會深層矛盾也在發酵，頻繁
的政治紛爭導致社會氛圍緊張，社群
關係撕裂，校園內，大街上，議會
中，亂象不斷。獅子山所代表的團結
奮鬥精神，似乎漸行漸遠。
太平山是香港島的主體山脈，主峰

為扯旗山，人稱「山頂」。登上山頂
廣場，鳥瞰維港兩岸，東方之珠的璀
璨，盡收眼底。外地遊客來港，山頂
是必去的景點。太平山取其「太平」
之意，通常被視為香港繁榮穩定的象
徵。近年來香港社會種種亂象，亦被
形容為「太平山下不太平」。
客輪停靠金紫荊廣場碼頭，上午8:

00，升旗典禮按時舉行。遺憾的是，
嘉賓只能在室內觀禮，這是回歸二十
二年來首次。上千嘉賓，齊聚會展大
廳，透過熒屏觀看升旗儀仗隊在肅穆
的廣場上邁出整齊步伐，五星紅旗和
紫荊花區旗在嘹亮的國歌聲中冉冉升
起，兩架分別懸掛國旗和區旗的直升
機從維港上空呼嘯而過……與往年升
旗禮相比，莊嚴感依舊，喜慶氣氛卻
減弱了許多。遠處抗議示威的人群堵
住路口，警察嚴陣以待，爭吵聲、口
號聲隱約可聞。
奇特的天氣持續了一整天，天色一

直都不明朗，欲雨似晴，欲晴還雨。
這一天，香港發生了太多令人悲憤的
事，比如侮辱性黑旗事件，大規模抗
議遊行，乃至暴力衝擊立法會，佔領
破壞長達三小時。
回歸紀念日，本是喜慶的日子。香

港各界慶典委員會舉辦的各種紀念活
動，確也搞得有聲有色。無奈今年是
多事之秋，六月以來，反對派發動的
幾場反修例大遊行，使香港的政治氣
氛陡然升溫。七一遊行雖是例牌，今
年人數卻創了新高。每次這樣的示威
活動，主辦方報出的數字都比警方公
佈的數字大了許多，用以渲染氣勢。
其實，只要參加者數以萬計，具體數
字已不那麼重要了。不管幾萬，十幾
萬，還是幾十萬，它所反映的政治民
粹和社會撕裂，都不能不讓有識之士

感到憂心，不能不引起各方高度重
視。
正如陳弘毅教授事後寫給一群法律

專業學生的信中所說：雖然香港社會
嚴重撕裂，但 what unites us is great-
er than what divides us，我們同坐一
條船上，全體香港市民是一個命運共
同體，必須同舟共濟，同甘共苦，榮
辱與共。大家在一場嚴重的爭執後，
理應冷靜下來，嘗試修補關係，各方
和解，互相寬恕，重建信任和合作。
就讓我們本這種精神，一起守護這
個自由、法治、多元、開放、寬容、
和平及仁愛的我城香港，守護這顆發
出「一國兩制」光芒的東方之珠。
在信的末尾，陳弘毅教授與大家分

享了一段祈禱文，以資共勉：

上主，求你用我成為你的和平使者，
去有仇恨的地方，傳播仁愛；
去有傷害的地方，傳播寬恕；
去有猜疑的地方，傳播信任；
去有絕望的地方，傳播盼望；
去有幽暗的地方，傳播亮光；
去有憂愁的地方，傳播喜樂。

然而，只是愛的呼喚，無論多麼殷
切，也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一國兩
制」實踐二十二年來，方方面面都發
生深刻變化。世界處於百年未遇之
大變局，風口浪尖上的香港，焉能不
出現諸多新人新事。即便是舊人舊
事，也會因環境變化而被賦予新內
容。矛盾淤積，衝突累加，社會神經
繃得太緊。加之外國勢力虎視眈眈，
煽風點火，更增添了香港問題的複雜
性。
船行深水，暗流湧動，尤需定力。

太平山的理想，終究得靠獅子山的團
結奮鬥去實現。惟願歷經風雨的香
江，盡快消弭戾氣，走出新天！
依稀曙色中，紅霞冉冉，心中再度

響起《獅子山下》的歌聲——

放開彼此心中矛盾
理想一起去追

同舟人 誓相隨
無畏更無懼

同處海角天邊
攜手踏平崎嶇

我哋大家 用艱辛努力寫下那
不朽香江名句

古田會議，是90年前紅四軍在福建省龍岩市
上杭縣古田召開的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因為會
址在上杭縣古田村，所以史稱「古田會議」。
那年，油菜花開時節，身為退役軍官的我，又

一次來到古田參觀。會址前方，大片金燦燦的油
菜花，儼如一幅鑲在大地之上的金黃色畫卷。我
激情滿滿、興致勃勃地站在其間，面對會址遠遠
眺望，高出屋頂的「古田會議永放光芒」幾個黑
體紅字，催生我一連串的思考：從中國共產黨、
中國人民解放軍成立至今，近百年奮鬥歷程中，
我黨、我軍召開過多少次重要的會議，為什麼唯
獨古田會議，非但與眾不同，而且永放光芒？
古田會議會址，是一幢建於清末，由前後廳和

左右廂房組成的磚木結構祠堂，坐落在上杭縣古
田村采眉嶺筆架山下。民國以後，祠堂改為和聲
小學校址。當年，古田會議就是在這裡舉行的。
從祠堂前放眼望去，白牆青瓦的古田會議會址莊
重古樸；不高的後山之上，森林茂密，古樹參
天。在綠色熒幕襯托下，「古田會議永放光芒」
8個紅色大字，猶如熊熊烈焰，穿越歷史時空，
照耀無盡前程。我懷崇敬的心情，順鵝卵石
鋪面的前院，跨過木門進入「古田會議」會場。
但見恢復了原樣的會場正上方，懸掛一條「中
國共產黨紅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橫幅，下方一張
簡易的桌子，便是端莊的講台；一塊簡陋的小黑
板，演示過當年的風雲。牆上，掛馬克思和列
寧的畫像；台下，是一排排老舊的長桌椅。當我
目光往牆上掃描時，一幅幅生動的畫圖映入眼
簾。其中，最吸引眼球的，是那幅描繪當年古田
會議情景的大幅油畫。除了這些，牆上還掛中
國共產黨黨旗；牆柱上，遺留幾條當年用毛邊
紙書寫的「中國共產黨萬歲」、「反對機會主
義」、「反對盲動主義」、「反對冒險主義」標
語。觸景生情，彷彿把我帶到了那次非同尋常的
會議。
參觀了會址會場，我們來到與會址近鄰的古田

會議紀念館，發現館內展品中，有不少珍貴的革
命文物。如今，無語的它們，已然成了歷史的見
證者，向人們訴說當年烽火歲月紅軍官兵的艱
苦生活、頑強鬥爭，以及無私無畏、不屈不撓的
革命精神……
1928年4月，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與朱
德、陳毅率領的湘南起義部隊，在井岡山勝利會
師後，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5月，改編為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朱德任軍
長，毛澤東任黨代表，陳毅任政治部主任。11
月，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成立，毛澤東任書記。隨
後，紅四軍在朱德、毛澤東、陳毅等同志的領導
下，打破了敵人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多次圍
攻，並於1929年1月，向贛南、閩西進軍，開創
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奠定了之後中央革命
根據地的基礎。與此同時，隨形勢的發展和革
命隊伍的擴大，紅四軍及其黨組織內，加入了許
多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同志，加上險惡
的環境，頻繁的戰鬥，艱苦的生活，部隊得不到
及時有效的教育與整訓，以致極端民主化、重軍
事輕政治、不重視建立鞏固的根據地、流寇思想
和軍閥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在紅四軍內蔓延
滋長，產生不可忽視的潛在危害。毛澤東身為紅
四軍黨的前委書記，曾力圖糾正這些錯誤的思想
傾向。
可是，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紅四軍黨內，特

別是領導層內，在創建根據地、在紅軍中實行民
主集中等重大原則問題上，存在認識上的分
歧，導致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沒能為紅四軍領導層
的大多數同志所接受。1929年8月下旬，陳毅奉
命前往上海，向黨中央彙報紅四軍的工作。29
日，中央政治局專門召開會議，聽取陳毅關於紅
四軍情況的詳細彙報，決定由周恩來、李立三、
陳毅3人組成專門委員會，深入研究討論紅四軍
的問題。經過1個月的討論，形成陳毅起草、周
恩來審定的《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
信》，即著名的九月來信。「來信」肯定了紅四
軍建立以來所取得的成績和經驗，要求紅四軍前
委和全體幹部戰士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明
確指出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
為了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強化軍隊思想政治

工作，為了克服和糾正紅四軍內部存在的錯誤思
想，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紅四軍黨的第九
次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縣古田莊嚴召開。紅四軍
各級黨代表、士兵代表和地方黨組織代表、婦女
代表等120多人出席了會議。經過熱烈討論，一
致通過了毛澤東代表前委起草的約3萬餘字的8
個決議案，總稱《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
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大會改選
了紅四軍前委，遵照中央的指示，選出了以毛澤
東為書記，毛澤東、朱德、陳毅等11人為委
員，楊嶽彬等3人為候補委員的紅四軍新的前敵

委員會。
古田會議決議的中心內容，強調要重視加強思

想政治建設，要堅持以無產階級思想進行黨的建
設和軍隊建設，即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中國社會，在農村革命戰爭的環境中，在
黨和軍隊的主要成分是農民的條件下，如何克服
來自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及其他非無產階級的思想
影響，把黨建設成為無產階級先鋒隊，把軍隊建
設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會議認真
總結了南昌起義以來建軍建黨的經驗，確立了人
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重申了黨對紅軍實行絕
對領導，反對以任何藉口削弱共產黨對紅軍的領
導，強調必須使共產黨成為軍隊中的堅強領導和
團結核心。同時，會議還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
旨和任務等事關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的根本性問
題。
古田會議，雖然只有短短兩天時間，但卻統一

了思想認識，解決了黨和軍隊建設的根本原則問
題。《古田會議決議》，成為建黨建軍的綱領性
文獻；古田會議會址，因此被譽為人民解放軍的
「軍魂」所在地。這次會議，認真總結了中國紅
軍建立兩年多來的豐富經驗，奠定了我軍政治工
作的基礎，使我軍同一切舊式軍隊劃清了界線，
成為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1961年3月，國務院
將古田會議舊址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黨的十八大以來，軍隊政治工作取得了很大的

成績，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2014年
10月，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古田召開。習近平
主席出席會議，並做了重要講話。會議眼強國
強軍，進行政治整訓，強調軍隊政治工作的時代
主題是，緊緊圍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
夢，為實現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提供堅強政
治保證，譜寫了新形勢下政治建軍的時代篇章。
「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軍魂，

是人民軍隊文化的精髓。時代不同了，軍魂不能
變——軍隊必須無條件服從黨的絕對領導。正如
習近平所說的那樣：「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
軍的軍魂和命根子，永遠不能變，永遠不能
丟。」由此推論，鑄就軍魂、載入史冊的古田會
議，必將與日同輝、永放光芒。

在《逛逛舊書店治頭疼》書裡，
看到一幅圖，一個穿旗袍的女
子，倚一頭張牙銳目的老虎，十
分醒眼。我一看這圖，立時想起
「虎標萬金油」。翻書查看，就找
到那篇〈「萬金油大王」往事—
葉〉。
我對萬金油有份特別感情。兒

時，祖母身上常有一小小圓鐵罐，
遇到蚊叮鼻塞頭疼肚痛，就拿出來
一塗一搽。當然，我就常常「受
惠」，童年就浴在那種「芬芳」
裡。及長，絕對想不到的是在始創
者「萬金油大王」胡文虎所創辦的
報紙工作，一做就二十多年。而少
年時代，已在這報紙的學生園地投
稿，磨劍練功。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萬金油風行

全國，廣告也鋪天蓋地，報紙、樓
宇牆壁、車站，都見有「虎」。這
幅「女與虎」，據由國慶說，一九
三四年，胡文虎開拓華北市場，來
到天津，對市場管理員說：
「賠錢若賠在廣告上，賠得對，

你們不用管，提成照拿，事業一定
要發展下去。」隨之而來的永安堂
廣告更加迅猛，各種媒介齊頭並
舉，宣傳方式多種多樣。他們在火
車站、鐵路沿線設置廣告，在惠中
飯店、北門外等繁華熱鬧街區的高
大建築物上也隨處可見「旗袍美女
與老虎」畫面。

一九三二年，胡文虎遷址香港，
廣州、汕頭的製藥廠也相繼開工，
胡文虎將祖傳的提神解暑的中成藥
「玉樹神散」改良為外抹內服的萬
金油；另創製了八卦丹、立止頭痛
粉、清快水和止痛散等成藥。世事
紛擾滄桑，最後，只有為人喜愛和
實用的萬金油，得以流傳下來。
上世紀三十年代，萬金油在全國

各大都市、東南亞、歐美華埠，都
見它的蹤影。據云年銷量達到兩百
億盒，顧客佔全球人口半數以上。
是耶非耶，已無從稽證。
後來，胡文虎打一打算盤，廣告

費支出龐大，與其刊登於各大報
刊，不如自己辦報宣傳。於是，一
九三八年，在香港開辦了《星島日
報》。在授香港新聞史課時，我常
問：「這報名何解？」後生仔女自
是不解，但一明白它的歷史，自然
大悟。胡文虎於一九二三年，在新
加坡設立了虎標永安堂總行和製藥
廠。「星島」就指新加坡。
當然，「美女與老虎」的廣告，
宣傳的不僅萬金油，還有旗下的產
品清快水和八卦丹等，宣傳字句往
往十分文藝，如：「又肥又白又嫩
又紅，無疾無病常在藥中，問她用
何方法得此，按期服清快水有
功。」又如：「……那個男子的氣
還臭得很。幸得菊帶了虎標八卦
丹，我忙把它含到口裡，才覺到一

陣芬芳，趕走了周遭的臭
氣。」在另篇文章裡，插了
一幅畫，一個女子端坐握
管，背景是書架，排滿書
籍，上有字云：
「努力讀書或從事著作，

用腦過度致昏暈疲倦等患，
虎標萬金油確有醒腦提神之
功。」
寫此文時，高樓翳熱，冷

氣機弱，桌旁便放有萬金油
一盒。

近一個星期，有位資深報人在一個公開場合上
發表了一些「打仔」言論，其後在社會上產生了
極大迴響。就「打仔」這個既敏感又嚴肅的課
題，筆者會用上四期的篇幅來論它一論。
「打仔」一詞專指父母打自己的孩子。除本身
的印象，筆者在寫此文前曾對一群有「打仔」經
驗的父母以及有「被打仔」經歷的人士作出調
查——「打仔」和「被打仔」的因由何在？得出
結果可歸兩類：「頑皮」和「學壞」。
形容「頑童」的劣行，書面語中會用「調

皮」、「淘氣」、「搗蛋」、「不聽話」、「愛
玩愛鬧」等；廣東人則用「曳」、「百厭」、
「奀皮」、「反斗」、「星君」等從字面百思不
得其解等字眼。有了這些，「頑童」又多了「百
厭仔」、「百厭星」、「奀皮仔」、「反斗星」
和「星君仔」等別稱。
廣東人會叫「頑皮」做「jai5」，坊間多以
「曳/jai6」來作為其寫法。「曳」，作為動詞，
有「搖動」的意思，且與「拽」同。如小孩周時
「郁身郁勢」，沒定下來的樣子，舊時的老人家
會叫這個身體經常「搖動」的行為做「曳」。筆
者相信這是「曳」的原意，「頑皮」只是後來的
引申意義而已。如是者，本來用作「借字」的
「曳」原來是「本字」。人們也用「曳」來形容
一些差勁的現象。
示例1：
呢間茶記杯奶茶都幾「曳」！
阿媽話我呢個學期啲成績好「曳」，我同佢講下個學期
我會努力㗎嘞！
疼愛子女的父母會用如下的口吻對做了頑皮事
兒的小孩說：

你「曳曳」/「曳曳豬」，下次唔好嘞！
（你這小淘氣/淘氣鬼，下次不要了！）

「曳曳」很多時會讀作「jai5-1 jai5-1」。近年，

香港人會用「曳曳」來表示男女偷偷親熱或在未
有正式關係下發生性行為。
示例2：
為為：婷婷，聽講你啱啱同新男友單獨去完日本喎，話
時話有冇「曳曳/曳曳豬」呀？
婷婷：為為，乜你唔知我係現任大學「處女會」主席
咩？我會留番畀我第日個老公嘅，哈哈哈……
「百厭」就是「百」般討「厭」，「頑皮」不

就是予人討厭的感覺嗎？
「奀」，粵語方言用字，讀作「銀 4-1/

ngan1」，解作瘦小，如：「奀仔」（瘦弱的小
孩）。「奀」也可引申指不多，如：呢份工啲人
工係好「奀」嘅！（這份工的工資是很微薄
的！）「奀」的人有瘦小的外觀，於是予人
「皮包骨」，只得層「皮」的感覺。「皮」的特
性就是「韌/ngan6」，廣東人就以「韌」代
「皮」，再來個變調，又配合「不大」的形體，
就走出個「奀」字來了。
「頑皮」中的「頑」指頑固，有不易「折

（服）」的意思。「折」可指折斷，受力而不易
「折（斷）」者叫「韌」。廣東人就以「韌」代
「頑」，於是造出個「韌皮」來；再來個變調，
就走出個「奀皮」來了。話說回來，「韌」除了
「ngan6」這個讀音，還可以讀「刃/jan6」，
如：「柔韌度」中的「韌」會取「刃」作讀音；
「堅韌」中的「韌」則兩音同樣普遍。
就「反斗」的真身，坊間有書記載：

「反斗」是源自古老之北方俗話「反登」，根據《俚語
證古》：「反登，版蕩也。皮僻也。小兒盲動謂之反
登。反（古音讀版），字當作版。登為蕩之雙聲音轉。
又謂之皮，皮（古音讀坡），字當為僻（古音讀
頗）……
查《俚語證古》一書，大多收錄山東方言詞，
筆者相信所錄詞匯對廣東方言的形成影響甚微，
且作者對「反登」運用了似是而非的無限引申來
自圓其說，可信性因而大大減低，以下是筆者的
看法：
「北斗星」比喻受眾人所崇敬的人。對於「反斗星」這
個「頑童」稱號，人們借用了「北斗星」的反義——為
眾人所謾罵，而這正是「頑童」在劣行後的待遇。「反
斗星」中的「反斗」自然解作「頑皮」了。
有了「反斗星」這顆「星」，人們就立刻創造

了另一顆「星」，叫「百厭星」。
就「星君」的真身，坊間有書記載：

在封神榜中，天上的「星君」很多有變化神通，有三頭
六臂（即「多手多腳」），所以「頑皮」亦有「星君」
之稱。所以「頑皮」的小朋友叫做「星君仔」。
「多手多腳」不算神通廣大，只是「頑皮」的

其中一種特性，所以拿「星君」來借喻「頑皮」
甚是牽強，以下是筆者的看法：
「君」指品行很好的人；若配在「反斗星」後，即「反
斗星君」，這種特性的「君」就是品行很差的人。人們
把「反斗星君」省略成「星君」，並以此作「頑皮」的
代詞，「星君仔」自然成為「頑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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