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野秋 作者簡介
文化學者、作家、鳳凰衛視

《縱橫中國》總策劃、香港衛
視《東邊西邊》首席嘉賓。主
要著作有：《深圳傳》《冒犯
文化》《胡腔野調》《六零
派：文學對話錄》《觸摸》。

魅力橫崗魅力橫崗 不負詩書禮樂不負詩書禮樂

龍崗在廣東深圳的東北部，橫崗在龍崗的中心點，由它把龍
崗的東西連接起來。
橫崗街道北接龍崗中心城和大運新城，南聯羅湖，東與園山

街道相鄰，西與平湖、南灣接壤。這個核心位置使得橫崗成為
了一個重要的交通樞紐，機荷、水官、鹽排等高速公路穿越其間，

龍崗大道、沙荷路、紅棉路等主
幹道四通八達、互相貫通。同時

地鐵3號線、14號線也穿過轄區，深
圳沒有與上述各條道路有過交集的
人，怕也找不到幾個。 胡野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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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到深圳的特產，人們會說出一串：南山荔
枝、沙井生蚝、光明乳鴿、公明燒鵝。說起橫崗特
產，他們會說：橫崗眼鏡。

眼鏡也能成土特產？不錯，當你到橫崗眼鏡城逛一趟，你會
發覺此言不虛。在這個世界級的眼鏡城裏，你會處於各種光學
鏡片的注視下，歐美日韓的新款眼鏡會讓你驚訝的 「大跌眼
鏡」。據了解，這裏的眼鏡90%出口到世界各地，佔世界中高端
鏡架市場的60%。

我在深圳的一大愛好就是逛橫崗眼鏡城，我對民國的圓形眼鏡
有一種偏執的愛好，經過各種時髦眼鏡的體驗，最後只願戴圓形眼
鏡，可是這種被戲稱為 「溥儀眼鏡」的物件，竟然在大多數眼鏡店
都無法尋到，但只要你到了橫崗眼鏡城，一定不會落空。當你精挑
細選到一副滿意的鏡架，再定好鏡片，然後店家會讓你在大樓裏四

處逛逛，當你二十分鐘之後回到櫃枱，一副嶄新的眼鏡便能架到你的
鼻樑上，那叫一個爽。
二十年中，我在那裏淘到過各種民國圓形眼鏡不下幾十副。毫不誇

張地說，對於橫崗、嘉寶、新馬、中煥這四大眼鏡城的熟悉程度，要高
於我的居住地附近。
橫崗眼鏡起步於上世紀80年代，正值改革開放初期 「三來一補」（即

來料加工、來件裝配、來樣加工和補償貿易）政策大力推行。彼
時，香港製造業想要北上，深圳是第一選擇。以深圳為代表，電子
元件加工、服裝、首飾加工等一批工廠迅速崛起。

香港眼鏡產業也開始向深圳轉移，深圳第一家眼鏡廠——橫崗光
學廠，就是由香港商人林賢生於1983年在橫崗168工業區創辦，這
標誌着橫崗眼鏡產業的開始。有橫崗光學廠探路在前，越來越多香
港龍頭眼鏡企業加速來深圳投資建廠，逐漸形成了以橫崗為核心的
深圳眼鏡產業集群。

橫崗眼鏡城逐漸形成了多個商貿型眼鏡城，如嘉寶國際眼鏡城、
橫崗時尚眼鏡城、橫崗眼鏡城等，這些眼鏡城不僅代理或銷售國
際、國內的高、中、低端眼鏡品牌，還提供了批發、零售、加工等
一站式服務。此外，橫崗眼鏡城還通過註冊 「橫崗眼鏡」集體商
標，進一步提升了品牌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橫崗眼鏡的吸引力無法
抵擋，除了與世界同步的頂級設計創意，精緻加工，更重要的在於
它無可比擬的價格優勢，一副德國、意大利、日本品牌的頂級品牌
眼鏡，在國外要價上萬元，在這裏往往只要200元，但是無論款式
還是質量都是一模一樣的。

橫崗眼鏡已經名聲在外，有些店家更是把分店開到了東南亞，這
份獨特的橫崗土特產讓人把世界看得更清晰。

橫崗還有一張文化名片，那就是交誼舞。
橫崗的廣場交誼舞在深圳乃至全國都是聞名的。每天晚上都有五六千人來到橫崗文

體廣場跳舞，不是普通的廣場舞，而是國標舞，妥妥的專業水準。而到了周末，
來跳舞的人數則超過一萬，場面壯觀。甚至周邊東莞、惠州的許多人也慕名而來。
說起橫崗鎮文體廣場交誼舞的歷史，還要追溯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時橫

崗鎮為了吸引港資，鎮領導率隊到香港招商引資，港商熱情招待，並特意舉辦
舞會歡迎，孰料別人邀請鎮上的領導跳舞，但橫崗人卻無一下場，不是不敢，

而是不會。這讓港商大為掃興，認為和這樣的土老冒是做不成生意的，於是
有些板上釘釘的項目也泡湯了，在客觀上影響了招商引資的效果。受這件事

的刺激，鎮領導回來決定帶領大家學跳舞，提高橫崗人自身的文化素質，使橫
崗的人文投資環境變得更好。最初，只是鎮領導請來了香港教師，帶着六七個

青年學跳舞，但在鎮領導的帶動下，不久，全鎮的各個村都形成了學跳舞的熱
潮。在這樣的形勢下，不但群眾的跳舞水平不斷提高，橫崗的專業舞蹈水平也飛

速發展。至今，橫崗的交誼舞在國家級、省級的比賽中拿了幾十個大獎，全鎮有2
萬多人會跳交誼舞，被譽為深圳的 「交誼舞之鄉」。
橫崗有個7200平方米的交誼舞廣場，對於80多平方公里的街道來說，不過是巴掌

大的一塊地方。但把舞蹈作為一種精神文化注入到這個廣場時，它就成為一種象徵、
一種無聲的引導。入夜，橫崗文體廣場霓虹閃爍，笑語陣陣，舞姿翩躚，數千名男女老少

踩着歡快的節拍，沉醉於廣場上接連不斷的樂曲。曾有一位來橫崗洽談生意的日本商人成本
勝，見到這一場面後大發感慨： 「真是一大奇觀！」
在舞蹁躚、歌嘹亮中，橫崗人的心情怎能不歡暢？

茂盛世居
與詩書傳家

六約學校六約學校與文學村與文學村

橫崗眼鏡大開眼界

舞蹁躚 歌嘹亮 人歡暢

若論橫崗最知名的地標，當屬茂盛世居。
茂盛世居始建於清嘉慶年間（1796-1820年），已有約200年

歷史，也稱茂盛圍，是融合了客家風情與西洋風格的客家建築。圍
屋為矩形圍城式建築，橫81米，縱78米，四周圍牆高7米，牆厚70厘
米，佔地一萬餘平方米。

茂盛世居是深圳地區保存最為完整的大型客家民居古建築 ，濱海客
家的典型代表，為客家圍屋中 「九廳十八井，四角走馬樓」的格局，與
其他客家圍屋的純廣式風格不同，該建築結構具有 「中西合璧」特徵，
故被稱為 「客家圍堡」，是深圳市較為獨特的融廣府民居和歐式建築為
一體的大型客家圍屋。

茂盛世居由何氏開基，200餘年前清道光年間，何維松、何維柏兩兄
弟從原籍廣東興寧縣永和鄉爐鋪嶺村來到橫崗創業。何氏兄弟當年從興
寧乘船來到龍崗時，身無分文，兄弟倆幾天靠一隻鹹蛋下飯。開始創業
時，他們了解到鹽田一帶的漁民對燒酒的需求量大，便設酒坊製酒，
因酒渣是餵豬的好飼料，他們便加做豆腐以酒渣和豆腐渣養豬。每
天，弟弟何維松挑酒行數十里山路到鹽田沿海賣酒，哥哥何維柏屠豬
賣肉，也是自己肩挑肉擔走街串巷叫賣。

後來，兄弟倆開貨棧、建酒坊，養豬屠宰綜合經營，在橫崗圩創辦
了 「茂盛」商號，經過多年拚搏，終成橫崗大富之一。何氏兄弟發財
之後，何家開始興建大圍屋。清嘉慶初年（1800年前後），何氏開
始建茂盛世居，歷時13年建成此圍屋。

何維松、何維柏兩兄弟各有3個兒子，兒孫長大後，兄弟倆決定
分田產。弟弟念兄長理家奉老辛苦，要多分給兄長五擔（租）良
田；而哥哥則堅稱弟弟經商發家功勞大，五擔良田應歸弟弟。兩
相謙讓不下，最後哥哥定奪，田產平分，但此後每年公祭，長房
兒孫要拿五斤豬肉給二房親人。100多年過去了，當年祖先定下
的規矩，一直延續至今。

何氏祖先除了勤勞致富，他們的樂善好施、重視教育也名聲
在外。相傳茂盛公勤勞致富，富而不驕、富而行善、富而濟
世。茂盛大屋興工那年正值荒年，有數十名民工前來要求幫
工，只求飯吃。當時建築工程師已經安排好人手，所以沒
有理會，但茂盛公得知後，馬上讓建築師將在場民工全數
錄用，不僅供飯，還付工錢給大家。依據舊時的記載，
當年遇到山洪暴發，茂盛公總是慷慨解囊，還興建了一
座石橋，長數十丈，以利鄉民。橫崗領頭坪前不見村
後不見店，卻是龍崗、鹽田、深圳、塘瀝等地互通
之孔道，茂盛公便出資興建涼亭，供路人休息，並
施茶粥，幫助勞苦。晚年茂盛公教諭後人，若遇
荒年奸商哄抬米價，就要堅決開倉救市，壓低
糧價，斷不可讓窮人吃貴米，以穩地方大局。

茂盛公維松、維柏兄弟都知書識禮，維松
本是教書先生，維柏長於經濟。為了使後
代讀書知禮，兩公共建書房一座，凡十
數間，名 「冠英書屋」，又稱大書
房。請名師，辦學堂，不但收本族子
弟入學，並收鄰里學童，教化鄉
里。

古道家風，賡續不斷。每年
的重陽節和大年初二，茂盛
後人會聚集在茂盛世居祠
堂祭拜祖先，這種傳
統風俗成了家族的
約定，已堅持至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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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是受茂盛何氏的儒學風氣熏染，橫崗的私塾學堂如雨後春筍。
延續至今的還有一所六約學校。

六約學校位於橫崗街道六約社區，始建於1923年，由當地宿儒張杏芳
牽頭，村民集資創辦，幾經停辦、復辦、擴建、改造，在坎坷中頑強

發展。
橫崗多有六約、四聯這樣的地名，含義何在？

在客家話中， 「約」有聯合之意， 「六約」即指此村由6個小
山村聯合而成。據深圳本土民俗學者廖虹雷介紹，早在五六百

年前，六約一帶有了第一批定居者，後來又從福建、江西、
廣東梅縣等地遷來不少客家人，散居在深坑、塘坑、龍

塘、埔廈、大和、麻地6個小山村。相較於第一批定居
者，後來者處於弱勢，於是6個小山村的客家人抱團

相依，形成 「六約村」，寓意村民聯合，共存共
榮。四聯、三聯等村名寓意也大抵如此。

六約學校的創辦人、首任校長張杏芳兒時
家中貧困，但其父頗有遠見，省吃儉用將

他送進私塾讀了三四年書。時值亂
世，沒有考學求仕的途徑，張杏芳

只能退學在家務農。辛勤持家之
餘，他四處借書苦讀，還自

學中醫知識，常替鄉鄰
治病。多年勤學令張

杏 芳 的 學 識 豐
盈，1920 年

前 後 ，
他

受聘到大望、南嶺等地教書，開始了教育生涯。這時，新式學校
已在廣東逐漸興起，張杏芳意識到，隨着科舉制度廢除，舊式私
塾教育已不能滿足時代需求，只有新式學校才能培養出更多人
才，於是，他回到家鄉遊說鄉鄰籌建六約小學。

走進六約學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充滿南洋風情的二層小
樓，上書 「六約學校」四個大字並標明建造年份 「1931」，為現
代化的校園增添了一縷舊時光的味道。這是一座典型騎樓，內有
屋室，外有連廊。淡藍的底色上用白色做裝飾，拱形的窗飾和花
瓣狀匾額使其看起來清秀雅緻，宛如書香人家走出來的小家碧
玉。小樓佔地面積約150平方米，上下兩層分別可設3間教室。一
層有四個立柱，兩方兩圓，二層有7個立柱，立柱之間上有拱形
裝飾，下有雕刻着幾何紋飾的圍欄。這些半開放式空間尤其適合
本地酷暑且多雨的氣候，在烈日當頭和下雨的日子，學生們可以
在上下連廊處進行室外活動。

六約學校1931樓前，有老校長張杏芳親手栽下的兩棵樹。一棵
是玉蘭，被後人稱為幸福樹；另一棵是樟樹，但不知何年何月，
有榕樹種子落在其間，一棵榕樹穿過樟樹的樹幹頑強生長起來，
與樟樹共生共榮，大家取名 「和諧樹」。

如同六約這個數百年間不斷融合發展的家園，六約精神正如這
大樟樹一樣歷經風雨仍傲然挺立，雖經挫折但永不言敗。

離六約學校不遠，有條紅棉路。每年初春，紅棉花層層疊疊綻
放，像是給馬路鋪上了紅色的錦緞，煞是好看，吸引遠近各地居
民紛紛前來打卡。

如果說紅棉美景是橫崗的一張景觀名片，那紅棉文學品牌則是
橫崗的人文名片。一個街道居然有一所 「龍崗文學院」，還有一
本文學雜誌《紅棉》，在這一院一刊的周圍，聚集了一批創作旺
盛的本土作家。文學是城市的精神面孔，在建構城市精神上具有

重要的作用。每當 「紅棉文學獎」頒獎的時候，中國作家協
會以及一批著名作家、評論家都會雲集橫崗，開啟 「深

讀城市」文化論壇。
橫崗文學之風，使得這裏的空氣中始

終彌漫着浪漫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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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崗交誼舞大賽

橫崗眼鏡城

六約學校

茂盛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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