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水貝的文化和教育的歷史，其
實有比思月書院更具代表性的就是雍

睦堂。張氏宗族的雍睦堂就位於東門
老街即當年的深圳墟中。深圳墟就是由

張氏族人所建，而雍睦堂就是從墟市的收
入中抽取若干並建造而成。雍睦堂的功能是

什麼？雍睦，顧名思義是指團結、和諧，就像
古書中所講的 「上下怡然，莫不雍睦」，講的是

家族內部很團結、很和諧，因而很安寧，很幸
福。雍睦堂原本是家族祭祀的場所，祭天、祭地、

祭祖。而祭祀作為重要的家族活動，其目的就是達到家族
團結安寧的狀態。中國的古村落中，叫雍睦堂的應有盡有，但雍睦

堂的功能又有所不同。張氏家族所建的雍睦堂，不僅在於祭祀，還有
教育的職能，是作為私塾甚至社區學校出現的，為張氏族人包括族人之

外培養人才，而所講的祭祀功能，反而更多是由思月書院來承擔。正是從
雍睦堂出發，才有了後來的深圳小學乃至深圳中學。

從1911年開始，中國教育逐步從私學轉向公學，水壩及周邊村落也轉向
現代教育的路子。類似的情況，南頭鳳岡書院演變到南頭小學、南頭中
學，都差不多走過同樣的歷程。有意思的是，當年南頭是寶安縣衙所在

地，也是後來的寶安縣的行政中心，再加上鳳岡書院的加持，南頭中學自然
是寶安排名第一的中學，或者直接稱為寶安中學，又或寶安第一中學。只是
到後來，寶安成了深圳的一個區，南頭中學才不再用到寶安的名字。而
當年的深圳小學乃至深圳中學還不足以雄踞寶安縣的榜首，他們還
只是以深圳鎮的 「深圳」來命名。曾幾何時，當深圳成為城市，
成為特區的名字後，深圳中學、深圳小學反而成了以城市和特
區命名的學校。重要的不僅是名字，背負着雍睦堂歷史的深
圳小學，特別深圳中學，還一舉成為深圳中等教育
的標杆。就說今年的高考，被推薦和考中北大、
清華的畢業生就高居整個廣東的榜首，這不僅
是一所中學，也是整個城市的驕傲。而講深圳
中學就要提到一個著名的教育家——張煊
林，他曾經擔任過私立深圳小學的校
長，使深圳小學規模擴大到 300 餘
人，並推行了各種新的制度，使學
校管理上了一個新的台階。同時，
張煊林還為雍睦堂籌建中學而奔
走，今天深圳中學依然將張煊林作
為重要的創始人。

如果說大芬是中
國著名的油畫村，
那麼水貝就是中國

著名的珠寶村。當年大芬油
畫出口佔據了中國文化產業出口

的半壁江山，而水貝則擁有了中
國珠寶產業接近70%的份額。世界
珠寶在中國，中國珠寶在水貝，可

謂名副其實。水貝有中國第一家珠寶
博物館，而且是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

式建成；水貝有 7000 多家珠寶企業，是中
國珠寶企業最密集的街區。深圳經濟特區成

立40周年，評選出40年40人，其中珠寶行業
作為深圳最有代表性的優勢傳統產業，其入選的代表

人物，就是珠寶企業TTF的吳峰華。吳峰華就一直被稱
為水貝珠寶業的 「瘋子」，為設計最好的珠寶而 「不瘋魔

不成活」的人。當年吳峰華為開拓海外市場而苦於英語差，吃
飯睡覺都要滿口英語詞彙，結果一舉成為珠寶行業的英語達人。而

他孜孜以求從漢字、從中華文化資源中開創珠寶美學的路子，可以說
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代表人物。

講特區發展，就必不可少要講到珠寶業，當年就有人把特區叫作出口
加工區，其實這正是特區當年的初衷，利用深圳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加

工產品再銷往海外，從而創造巨大的利潤，這也是特區最早的商業模式。珠
寶行業可以說是代表，早期深圳有八卦嶺工業區、沙頭角工業區等代表性的
產業園區，其中，沙頭角工業區就曾經有不少港商的珠寶加工企業，港商利
用內地勞動力加工珠寶，再經香港銷往海外。香港的珠寶加工業因此轉移到
成立之初的深圳。隨着珠寶企業聚集得越來越多，行業也開始溢出沙頭角向

水貝發展。水貝，包括羅湖，對於港商來說更便利，同時城市化程度更高，不
僅有利於加工產品，也有利於展示與銷售，再加上羅湖區乃至深圳市有意用行業政

策加以引領，於是水貝便成為深圳乃至中國最大的珠寶業集聚地，深圳水貝國際珠寶
交易中心、中國國際珠寶玉石首飾特色產業基地等的建立，以及深圳國際珠寶展覽會的
召開，使水貝珠寶、深圳珠寶成為區域乃至全球的品牌。而2015年愛迪爾珠寶、2017年
周大生珠寶相繼上市，則標誌着深圳珠寶市場主體地位的逐步確立。
有意思的是，水貝的珠寶行業也在進行轉型和轉移，據說當年潮州人、福建人都聚集

於水貝，他們手很小，但很靈巧，珠寶加工的活，做得細，做得精緻，慢慢地發家致富，
並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自己也從加工者一躍而成為老闆。據說水貝邊上的高檔小區住着

的基本上都是從珠寶行業起家的。隨着水貝知名度、影響力擴大，僅僅從事珠寶加工行業的利潤率偏
低，於是加工部分開始向特區外轉移，龍崗的李朗開始成為珠寶加工業新的聚集區，而水貝則成為珠寶展

示與銷售的中心，水貝李朗又形成了前店後廠的關係。深圳的國家級展會文博會，水貝珠寶就是重要的分
會場。都在說一個故事，說水貝珠寶美輪美奐，中東的王子來了，愛不釋手，站在櫃台邊說， 「這個那個，

不要」，正覺得這樣失望之時，卻聽到說， 「其他都包上，都要」。水貝因此也大大抬高了文博會的交易額。
水貝的故事還在延續。由富而貴，水貝珠寶因此會是一個創意的故事、創業的故事，而其背後，正是一座城市的

縮影。

水貝村當初
有個古色古香

的門樓，在舊改
中被拆除，水貝人

又修建了新的門樓。門
樓金碧輝煌，用的都是從福

建採購的最好的大理石，門
樓上的字和圖案都鑲金帶銀，

有一種富貴氣，當然這也正是
珠寶產業基地的範兒。門樓建得

像凱旋門，寓意着成功與勝利，以
體現水貝人的那份自信與自豪。然
而，水貝人在意的不僅僅是堂皇的門
樓，還有門樓左右的那兩副對聯，
「水伴皇羅清族人思昌衍，貝連勝地

和源天月最明」，這門聯跟村裏 「思月
張公祠」的對聯有點類似， 「水繞龍塘奕

祖仝人思月，貝蕃建樹紀銘先主清河」。其
實這兩副對聯都有異曲同工的創意，即把水

貝、清河都鑲嵌在對聯中，無論 「水伴皇羅清
族」 「貝連勝地和源」，還是 「水繞龍塘」 「貝

蕃建樹」，都少不了對水貝的那份讚美與祝福，
而飲水思源，兩副對聯都懷終追遠，追到水貝的祖
上——河北清河，那裏有先祖，那裏有水貝的根。

一直有 「天下張姓出清河」的說法，水貝張氏宗族也
同出一轍。
講水貝，必須得講到湖貝，還要講向西，講黃貝嶺。

羅湖的這幾個老村落，不僅在地理上相連，更重要的是血

脈相通，這背後就是張氏宗族的歷史。
水壩村的立村始祖是張遠澗，而從張遠
澗的長子張玉軒，再到下一代張松月都定
居在水貝。張松月有四個兒子，即長子張思
月，次子張愛月，三子張懷月，四子張念月。
祖上定居水貝後，隨着家族的繁衍，原來的村落
空間已無法支撐後代的生存與發展，於是除長子
定居原村外，其他都陸續外遷。長子張思月留在水
貝村，而次子張愛月移居向西村，三子四子張懷月、
張念月則移居湖貝。而另外的堂親，則定居在黃貝
嶺。推衍下來，張氏宗族從張玉軒始，長子都堅定地留
在水貝村，水貝堪稱是張氏宗族最有發言地位的一支了。
水貝村的祠堂叫 「思月張公祠」，就是以曾經的長子張思
月來命名的。其實最早並不叫思月張公祠，而叫思月書
院，其實就是張氏一族的祠堂。書院並不只是有私塾，其
中不僅立有祖宗的牌位，還立有至聖先師孔子的塑像。書
院有祠堂的功能，這在廣府文化中並不少見。像西鄉鄭氏
宗族所建的著名的綺雲書室，同樣也有鄭氏祠堂的功能。說
起來，水貝人還有另外一層光榮。當年的思月書院，曾經
在現代史上與著名的省港大罷工相聯繫，罷工工人有組織
地乘坐廣九鐵路列車，從香港轉運廣州，而靠近深圳站的
思月書院就成為重要的中轉站，周恩來曾在此做過指導和
聯絡工作。思月書院因此成為中共紅色歷史的重要紀念場
館。後進入上個世紀90年代，老東門改造中，思月書院被
拆除，但考慮到它在紅色歷史及張氏家族中的歷史地位，
書院又得以就近重建，並成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由
於重要的紅色單位歸體制內統一管理，於是水貝人又不得
不重建起思月張公祠，以作為張思月這一族人的祠堂。

從冀清河到粵水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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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貝作為深圳羅湖一個
有 600 多年歷史的老村

落，類似的名字還有如田貝、湖貝等，可以說是嶺南
特有的村落命名方式，不難想見其綿延至今的歷史。同

時，在進入改革開放的時代，
水貝又經歷了怎樣的變遷？這
些變遷又給了我們怎樣的啟
示？這些都值得一一探究。

尹昌龍

不容忽視的文教高地

水貝的
珠光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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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與轉折》《重返自身的文學》《別處的家園》《全
球化的煙花》等，主編《深圳全民閱讀發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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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水貝作深入調研之前，竟然一直存在一個認識上的誤區，而且這個誤區存在於許
多人身上。都知道水貝是珠寶產業的集聚區，所以想起水貝這個名字，就自然而然地與
珠寶、與寶貝聯繫在一起，於是就有了一個自然而然的邏輯：貝是長在水裏的，所

以又稱水貝，而被稱為水貝村，就極有可能是村子裏以養殖水貝為營生，並且由此成
行成市，形成水貝產業。早些年讀李商隱的詩《錦瑟》，其中就有 「滄海月明珠有
淚，藍田日暖玉生煙」，就講到海邊採貝的鮫人，在月明之夜採出的珠貝晶瑩
剔透，彷彿眼淚，而將珠寶與玉石相並稱，更是指朦朧閃現的美好事物。

然而再作探究的話，就會發現，水貝作為村莊的名字，與珠寶毫無關
係。與水貝村的村長聊天才知道，水貝村原來不叫水貝村，而叫水背
村，他說在上個世紀80年代，他們上學的時候寫的都是水背村，為什
麼呢？因為村子是在水的背面、背後，所以叫水背村。什麼水呢？
其實是兩個相連的水塘，叫隔塘。當初立村的時候，考慮到水源
問題，所以選擇臨近水塘。這種命運方式不僅有水貝，當年田貝
就是指在田的背面，莊稼地後面的村子，而湖貝村呢，就是指在
湖的後面的村子。有水有田，在農業經濟時代，這才是關鍵的
生產要素，也是立村之本。至於為什麼把 「背」改成 「貝」，
據了解，大約有三個原因，一是背字筆畫多，不太好寫，對於
識字不多的鄉下人來說，用同一個發音的貝字取代，要簡單
得多，也好寫得多；二是背字總是有些不太順的意思，如背
運，指不走運，所以要換一換運道；三是貝指寶貝，就像
水裏的珠貝，熠熠生輝，非常閃亮，很吉利。

事實上，在改革開放之初，當萬千移民向這片土地
匯聚的時候，一些老舊地名也迎來了 「改寫熱」，
改寫後的名字往往既很祥瑞，充滿積極的暗示，
又很文雅，很 「鬱鬱乎文哉」的樣子。如水背村
改成水貝村，如西瀝湖改成西麗湖，香瀝水庫改
成香蜜湖等。還有上步區下步廟改成福田區上
步廟，應該說是改名字的成功案例，否則
「上不去下不妙」的諧音怎麼聽怎麼不順。

當然，有些名字在老深圳的方言聽起來沒
問題，但用普通話說起來就不是那麼回
事了。名不正則言不順，改了名字有
了美好的寓意，特區的事業發展也
有了更一帆風順的祝願。

與珠寶無關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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