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論對大專學生或
是中學生而言，寫議

論文(Argumentative Essays)一向是他們的難題，不但寫的
時候苦苦思索無法下筆，文章批改後更評為語法錯漏百
出。不少學生都不熟悉基本的語法運用，以下就是常見
例子：

忽略時態運用
學生會於文章開首(Introduction)提到一般人的意見，

以此提出自己的論點。這裡，他們多慣用「Many
people argued / said / thought......」這類句子。然而，同
學往往忽略此句的正確時態運用。我們引述某人昨日
(或以前)的意見時，當然是使用過去式。但當我們引述
的是大眾的意見時，就該使用現在式了。因此正確用法
應是「Many people argue / say / think......」。

Many people say that drug abuse is a serious problem

in Hong Kong.

A large number of citizens in our society think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spend more money on university

education.

錯辨可數名詞
不少學生會將不可數名詞(uncountable nouns)當作可數

名詞(countable nouns)使用，最常見的錯誤用字為
「informations / an information」和「evidences / an
evidence」等。雖然現時有不少以英語為母語的人都接
受「informations」，但實際上，「information / a piece of
information」才是正確和最常用法。

We need to get some information to support our

arguments.

There is  a  clear evidence that these chemicals are

damaging our health.

此外，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名詞「data」。「data」本已
是複數(plural form)，所以並不存在「datas」這個詞。而

「data」的單數(singular form)是「datum」，所以我們應寫
作「a datum」，而不是「a data」。

誤解詞組用法
在議論文中，我們經常會用到「suggest」這個詞，

不少學生有時會對其用法有誤解。常見例子如
「suggest someone to do something」，這個寫法也是錯誤
的。

正確的使用方法是「suggest (that) someone do
something」或是「suggest doing something」。學生不應使
用「suggest to」這個錯誤的詞組。

Many doctors suggest(that) we should drink eight

glasses of water every day.

Teachers suggest doing more grammar exercises.

混淆動詞語態
在表達自己的意見時，我們或會用到「benefit」這個

詞。「Benefit」這個詞可用作名詞及動詞，大部分同學
都能掌握名詞的用法，卻會混淆動詞的用法。「Benefit」
作為動詞時可以是不及物動詞(intransitive verb)或是及物
動詞(transitive verb)，而兩者在意思上有點分別。在以下
兩個例子中，前者的「benefit」是一個主動語態(active
voice)的不及物動詞，後者的「benefited」卻是一個被動
語態(passive voice)的及物動詞。兩句焦點雖略有不同，
但都是正確的用法。

The students benefit greatly from extensive reading.

The students are greatly benefited from extensive

reading.

以上都是一些學生寫議論文時常見的語法謬誤，筆者
在此希望學生能多加注意，以免再犯。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高級講師 黃立端博士

今天談的「半」和「拌」扯得上一點關係。
一是「半」和「拌」在普通話都唸bὰn，粵
語有點不同（半bun→，拌bun→）。二是關於

「半」，上一期還沒有談完呢，等一下接㠥要
談「拌」了。

半吊子 bὰn diὰozi
1.指不懂世故、說話隨便，舉止不沉㠥

的人，例如：上司千叮萬囑，這個半吊子
才沒在宴會上出洋相。2.知識不豐富或技
術不熟練；也指這樣的人，例如：他啊！
算甚麼專業人士，整個一個半吊子。3.不
講信用，有始無終的人，例如：街面上講
的是個信用！咱不能作半吊子。（老舍

《駱駝祥子》）粵語對譯：1.失魂魚。2.半桶
水。3.甩底友。

談趣：1.「半吊子」也說「二半吊子」。
舊時銅錢1,000枚穿成一串兒叫一吊，半吊
子就是500枚，二半吊子就是250枚，諧謔
不完滿。2.用於義項2，又可以說「半瓶

醋、半瓶子醋、二百五、二把刀」。「半
瓶醋、半瓶子醋」強調不完滿，略知一
二，卻常賣弄。「二百五」的來源是，一
封銀子為500兩，250兩就是半封，諧謔

「半瘋」。「二把刀」則是「頭把刀」（掌勺
的大師傅）的助手，故喻。另外，吳語還
可以說「三腳貓」（缺少一隻腳的貓，比
喻能力差）；北京話又說「二半破子」。

半拉 bὰnlα̌
1.指半個，例如：半拉麵包、半拉月、

給你半拉。2.指非正中的位置，例如：我
住在北半拉。粵語對譯：1.半個。2.半部
分。談趣：這裡的「拉」不唸lᾱ。2.「半
拉」後面不再用量詞。

半中腰 bὰnzhōngyᾱo
1.半段（話語），例如：說到半中腰就停

住了。2.中間（位置），例如：爬山爬到半
中腰，已經累極了。粵語對譯：1.半截。2.

半中間。

半截兒 bὰnjiér
1.事物的一半，例如：半截兒黃瓜。2.同

「半中腰（半段話語）」，例如：說到半截兒
就停住了。粵語對譯：1.半橛gyt→。2.半
中間。

拌 bὰn
攪動，並使東西混合，例如：把醬油跟

肉餡拌拌、小㡡拌豆腐、蠔油拌麵。粵語
對譯：撈lou→。

談趣：1.獨用時(如例一、二)亦可說「拌
和」。2.「小㡡拌豆腐」（小㡡即粵語的玉
㡡），可擴展為歇後語，下句是「一清二白」

（㡡青色，豆腐白色），比喻一個人（歷史）
清白。2.注意：「撈」，粵語和普通話同形
異義。粵語「撈」，1.lou→意為攪動，並使
東西混合。普通話說「拌、拌和」，如上
述。2.lou→意為謀取，如「撈外快」、

「撈一筆」。普通話一樣，用「撈 lᾱo」（撈
一把）。特別一點的是粵語「撈起喇」，普
通話要說「抖起來了」。3.lau↘意為從水中
取出；如「打撈」、「撈魚」，普通話也說

「撈lao」。

拌蒜 bὰnsuὰn
北京話。指走路不利落，兩腳常相撞，

例如：多喝了幾杯，走起路來，兩腳直拌
蒜。粵語對譯：腳步浮浮。

談趣：東搖西晃，兩腳相撞，猶如用筷
子拌蒜，故喻。

拌嘴 bὰnzuǐ
口語指吵嘴；吵架，例如：你是姐姐，

要讓㠥點弟弟，別拌嘴。粵語對譯：嗌霎
aai→saap→。談趣：拌，攪動。兩人嘴巴
攪動，喻吵架。

下期預告─教你分辨「辦」、「瓣」和

「棒」

稅務局2010/11年度的稅收按年
升17%達到2,090億元，創歷來最高

紀錄，當中佔最大比重的是薪俸稅、利
得稅及物業印花稅。稅收創下新高，反映

本港經濟持續反彈，加上股市樓市暢旺，令到
各項稅收大增所致。然而，本港收入過度依賴印

花稅等非經常性收入，導致政府財政容易受到外圍經
濟及資產市場波動影響，不利於謀劃長遠發展。
樓市熾熱令印花稅急升20%至510億元，帶動政府庫房

水漲船高。然而，稅收創新高卻遮掩不了本港財政收入
的隱患。一是政府收入愈來愈倚重印花稅等非經常性收
入，但這些收入大多建築在樓市泡沫之上，難以持久。
二是稅收過分集中在少數納稅人及企業身上，交稅最多
的10萬人更佔據了整體薪俸稅約6成；而800家大型企業也
佔去了6成的利得稅額，顯示本港稅收極不平衡。

本港財政過分依賴非經常性收入，源於經濟結構偏重
地產等行業，導致產業結構失衡。由於收入不穩，亦令
到本港難以對一些長遠政策作出規劃及投入，貽誤了發
展時機。當局應抓緊目前庫房豐盈的良機，利用龐大儲
備發展更多新的經濟增長點。六大優勢產業至今未見成
績，正在於缺乏政府的政策支持及資源投入所致，當局
應善用儲備推動各項高增值產業發展，優化經濟結構。

Tax revenue received by the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for the year 2010/2011 rose by 17% to the
highest record ever of HK$209 billion; the most part of it
came from salary tax, profits tax and stamp duty. The
record-breaking tax revenue reflects the continuous
rebound of the Hong Kong economy. The booming
property and stock markets have brought along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various kinds of tax. However,

putting too much reliance on non-
recurrent revenue such as stamp
duty will result in public finance
being highly vulnerable to
fluctuations in other economies
and capital markets, which is not
good for long term development
planning.

Due to the property boom, stamp
duty rose by 20% to HK$51 billion,
pushing the receipts of the
government treasury to a higher
level.  Nevertheless, the record high
of tax revenue cannot conceal the
risks to which the financial revenue
of Hong Kong is exposed. One of
them is the increasing reliance of
the government on non-recurrent
revenue such as stamp duty. This type of income hinges
on the bubble of the property market and is not
sustainable.  The other risk is the heavy concentration of
the tax revenue on contributions by only a few taxpayers
and enterprises.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the highest
tax-paying 100,000 individuals accounted for
approximately 60% of the overall salary tax while 60% of
the total profits tax came from 800 large enterprises. This
illustrates a highly im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tax burden
in Hong Kong.

The over-reliance of the Hong Kong public finance on
non-recurrent revenue has stemmed from the fact that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Hong Kong emphasizes too
much on a few sectors like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resulting in an imbalanced industrial structure.  As the
revenue is unstable, it is rather difficult for Hong Kong to
make long term planning and investment on public
policies; so many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have been
missed. The authorities should seize the present moment
of abundant public fund and use the large reserve to
develop more new growth spots. The Six industries have
yet to bear fruit because there is a lack of supportive
policies and resource inputs by the government.  The
authorities should now make proper use of its reserv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value-added industries
and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the economy.

■Translation by開明

chi.ming81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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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江學海文江學海

英國在2000年舉行的盛事「大閱讀一百」（Big Read
100），過去4周我們介紹過排行首四位的作家，他們依次
是：1.狄更斯（Charles Dickens），2.普萊契（Terry
Pratchett），3.威爾森（Jacqueline Wilson），4. 達爾（Roald
Dahl）。排行第5位的是享譽全球的英國女作家，現年40餘
歲，她的作品全都拍成了電影。看看標題，她的名字應當
呼之欲出了吧？不錯，是羅琳（JK Rowling, 1965-）。在入
選的百部小說中，羅琳佔4部，似乎不多－－但不要忘記極
重要的一點：在2000年，羅琳只出版了4本哈利波特小說
而已－－換句話，她所有作品都入選！

兩岸中譯書名對比
各位可以依次全說出7本哈利波特作品嗎？首先說一點

7本書名的共通點：1.英文原著全都叫Harry Potter and the
...，2.香港人較熟悉的台灣中譯本，書名全都是《哈利波
特－⋯⋯》，3.內地中譯本全都叫《哈利．波特與⋯⋯》。

這7本名著是：1.Harry Potter and the Philosopher's
Stone（1997年），台灣譯作《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
石》，內地譯作《哈利．波特與魔法石》，而美國的小說
與電影名字則是Harry Potter and the Sorcerer's Stone。

2.Harry Potter and the Chamber of Secrets（1998年），台
灣譯作《哈利波特－消失的密室》，內地譯作《哈利．
波特與密室》。3.Harry Potter and the Prisoner of Azkaban

（1999年），台灣譯作《哈利波特－阿茲卡班的逃犯》，內
地譯作《哈利．波特與阿茲卡班囚徒》。4. Harry Potter
and the Goblet of Fire（2000年），台灣譯作《哈利波特
－火盃的考驗》，內地譯作《哈利．波特與火焰杯》。5.
Harry Potter and the Order of the Phoenix（2003年），台
灣譯作《哈利波特－鳳凰會的密令》，內地譯作《哈
利．波特與鳳凰社》。6. Harry Potter and the Half-Blood
Prince（2005年），台灣譯作《哈利波特－混血王子的背
叛》，內地譯作《哈利．波特與「混血王子」》。7. Harry
Potter and the Deathly Hallows（2007年），台灣譯作《哈
利波持－死神的聖物》，內地譯作《哈利．波特與死亡
聖器》。

鳳凰會的密令譯錯
入選百大的4本作品是－－第5位：Goblet of Fire（《火盃

的考驗》）；第22位：Philosopher's Stone（《神秘的魔法
石》）；第23位：Chamber of Secrets（《消失的密室》）；

第24位：Prisoner of Azkaban（《阿茲卡班的逃犯》）。
我們討論一下各本書的中英文名字吧。1.Philosopher's

Stone（哲學家的石頭）指魔法石，可把普通金屬變成金
銀等貴重金屬，也可使人長生不老；Philosopher's Stone一
書在美國準備推出前，出版社認為小朋友不會有興趣讀哲
學家的書，於是羅琳便提議把Philosopher改作Sorcerer（巫
師）。2.Chamber解作密室。3.Prisoner只是囚犯、囚徒，不
過故事中的prisoner逃了獄，因此台灣譯作逃犯。4.Goblet
是金屬或玻璃製的高腳酒杯。5.Phoenix是鳳凰，而order在
故事中並非指命令，而是社團，所以台灣錯譯了。6.Half-
blood，在哈利波特小說中指同時含有兩種血統－－懂得魔
法的男女巫（wizards / witches），和不懂魔法的麻瓜

（Muggles）。7.Deathly解作死亡的，而Hallows在故事中指死
神（Death）的三件聖物，所以台灣和內地的譯法都沒
錯。

最後，不妨說個近日流行的笑話－－父親教導兒子說：
「將金庸所有小說的第一個字抽出，可嵌出對聯：飛雪連
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兒子答說：「將哈利波特
咁多集的第一個字抽出，就可以變成：哈哈哈哈哈哈
哈！」

社
評
雙
語
道

議論文常見語法謬誤

我仍沒法忘記與女班長在公園牽手的感
覺。不，正確地說，那該是被蹓狗的感
覺。那僅有的牽手事件發生後，我曾問過
她：「如果妳的小狗與我同時受傷，妳會
先救誰？」她毫不猶豫：「很難說。」那
一刻，我真想用我苦練經年的黃金右腳狠
狠地踢她一下。

男友不如愛犬
那年就發生過這樣的一宗事件：小狗與

男友同時受傷，女子竟先抱㠥狗走進救護
車，央求醫護人員立即替狗包紮。倒臥在
馬路上的男友，就只好向救護車方向，伸
出無力的、喪屍片才看到的那種手臂，往
生命最活潑的生物靈氣伸張。新聞報道沒
說他到底是生是死，我猜他就算在生亦一
定生不如死。

上帝早已預備
女班長那天的回答尚算給人面子，起碼

她沒有直截了當地說先救小狗後救人。不
過，我還是要追問：「小狗與人，哪個比
較值得妳救？」她不再敷衍我：「如果相
信上帝，小狗與人也得救。」我懷疑她迷
上了電視上的宗教節目。難道就由得我與
小狗躺㠥，等待那道死前才會看到的那束
光嗎？這種死後的得救，可為我與小狗止
血嗎？

醒覺考期已到
被蹓了一段路，我甩開她那其實很溫柔

並帶點所謂香汗的手，她倒沒伸手向我討
回，只回顧一下，那眼神在說，你就是走
掉，我也不可惜。我自顧自的垂下頭，想
起下星期就要會考了，到底先考哪科？我
忘記了。孔媽子還不算所託非人，女班長
就像知道我想㠥甚麼，跟我說：「下星期
要考中文了。我們快去溫習吧。」

我再沒問她甚麼了，反正考試還是會
來臨，孔媽子在試前把她許配予我，我
唯有接受這個現實。要走的路尚遠，而
我知道，那尚遠的路有另一個稱呼：不
歸路。

尊．賴斯達 John Lasseter

威利與安德烈
Wally B. and André

《安德烈與威利的大冒險》，1984年鉛筆
The Adventures of André & Wally B. 

1984 Pencil
■資料：香港文化博物館

「 」
展覽

蹓者得救

故事故事

歷史未來 袁兆昌 作家

《超凡學生5－－未來歷史》連載小說

故事故事

空間詞語詞語詞語詞語詞語詞語詞語詞語詞語詞語詞語詞語詞語詞語詞語詞語英語

Philosopher's / Sorcerer's Stone?
余 功

故事故事故事

A-Z細味巨著

■曾子凡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兼職講師

lszeng@cityu.edu.hk

故事故事

談趣詞語詞語詞語詞語詞語詞語詞語詞語詞語詞語詞語詞語詞語詞語詞語詞語詞語 談談「半」和「拌」

高稅收藏隱憂 善用盈餘謀發展
There are risks behind the high tax revenue; the government should

make better use of financial surplu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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