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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花洋紫荊 獨特又珍貴

■程韻
作者簡介：英國文學碩士，在男校任教英語的女教師，愛好文學和動物。

活在90年代 歲數未到90

舊式書信常出現「俾」字，學生閱讀至此，均甚
為訝異：這不是廣東話口語嗎？事實上，「俾」字
為文言字詞，有「使之達到某種效果」的意思。

應用文書中常見「俾便」、「俾使」等詞，其意
與現今常用的「以便」、「以使」等詞相似。《詩
．小雅．天保》中有「俾爾單厚，何福不除？」當
中的「俾」，就是「使」的意思。

在日常生活中，香港人為求方便，每喜在社交媒
體中以粵語口語詞書寫，當中提及「給予」之意，
多寫作「俾」（bei2）。例如，「我給你一本
書」，大家多寫作「我俾本書你。」然而，若要追
本溯源，給予的「bei2」音，應寫作「畀」。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分曹衛之田，以畀
宋人。」這個「畀」字，就是「給予」的意思，其
用法、意思均與粵語相似。因此，上文應作「我畀
本書你。」至於「俾」，粵語亦有以此表達「使
之」的用法，如「故意俾佢（或作渠）見到」。不
過，根據《廣州話方言詞典》，「俾」、「畀」兩

字現今已經通用，故借貸公司廣告的「忠告：借錢
梗要還，咪俾錢中介」，雖然嚴格來說應使用
「畀」，但既已通用，則這個「俾」字也不可以說
是錯的。

上文引用眾多文獻，並非有意賣弄學術、咬文嚼
字，而是希望藉此帶出，不少粵語用詞源遠流長、
古樸典雅。日常教學一旦遇到與粵語相通之文言古
語，同學均興趣盎然，彷彿與古人多了一點共通，
俗感親切。

例如李白名篇《將進酒》：「莫使金樽空對
月」，當中便以粵語的「樽」而非現今書面語的
「瓶」來指涉酒器。此外，杜甫名句「朱門酒肉
臭，路有凍死骨」，對老杜來說，表示低溫就像我
們現今的說法一樣，是「凍」而不是「冷」。

除了詩聖，還有詞聖。李後主的沉痛詰問：「問
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他衝口而
出的是「幾多」，而不是現代正規書面語的「多
少」。當然少不了緊張刺激的《史記．項羽本
紀》，項羽與劉邦爭天下，二人於廣武對峙，劉邦
鬥智不鬥力，「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
「數之」，便是數落他各種罪狀的意思。這句「數
之」，簡潔自然，就像我們的日常用語。

俾唔畀 一樣通
大清思恒

隔星期五見報

■馮慧心博士
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

主觀失真 誤解由生
文解惑古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崇尚富國強兵之法，兵
家、法家、縱橫家備受重視，而強調仁義禮智的
儒家思想，則往往被視為不切實際，「迂遠而闊
於事情」，不獲重用。但是，史載齊景公曾兩次
向孔子問政，均覺滿意非常。究竟其具體內容為
何？

魯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時，魯國曾
發生內亂，國內貴族季氏得勢，魯昭公敗逃齊
國。當年正值35歲壯年的孔子，也跟着君主一
同離魯適齊。齊景公慕名孔子，於是先後兩次向
他問政，《史記．孔子世家》載曰：

景公①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②，臣臣，父
父，子子。」景公曰：「善③哉！信④如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⑤，吾豈得而
食諸⑥！」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
在節財。」景公說⑦，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

據《史記．齊世家》記載，齊景公「好治宮
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論語．季氏
篇》亦云：「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
而稱焉。」可知齊景公顯非賢君，似乎亦不會嚮
往儒家的聖王思想。但是，齊景公聽罷孔子對政
道的意見後，卻一再表示滿意，到底為何？

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論語．泰伯》又載另一番反面立論的話：「不
在其位，不謀其政。」這些話並沒有針對任何一

方，而是勸所有人都應該各司其職，各安其位，
盡力做好合乎自己身份的責任，其中當然也包括
對君主的期許。《論語．八佾》載孔子曰：「君
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正說明孔子心目中的
君臣關係，認為君王必須先管好自身，臣下才會
效忠。但在齊景公聽來，大概沒理解到「君君」
這前提，而只關心自己如何安位享受，單方面要
求下位者繼續「臣臣」，安守本分。

至於第二次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
齊景公所理解的，大概只是如何節財自用，繼續
搜刮民脂民膏以自肥。《論語．學而》載孔子
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
民以時。」原來，「節用」是為了「愛人」，要
減少自身的享受，將資源分予大眾，讓人民過更
好的生活，這才是孔子想表達的真正意思。

孔子的話，沒有半句虛言，乃其一貫治國思
想。然而，由於立場及關心事項不同，明明同一
句說話，每個人都只聽到自己主觀的心願，選擇
相信自己肯定的事，誤解便往往由此而生。

孔子坎坷半生，終於獲得君主賞識，即將成
為齊國一位擁有封邑領地的新貴族。然而，命運
偏偏愛捉弄人，成敗興衰，轉瞬有變。齊景公的
封賞決定，受到重臣晏嬰反對，景公於是打消念
頭，逐漸疏遠孔子，對曰：「吾老矣，弗能用
也。」

結果，孔子在齊國只待了兩年左右，就返回
魯國了。此後十多年間，孔子中年時期，鮮有問
政，只專注在魯國聚徒講學，傳道授業，未能將
上述政治理念施用於世，殊為可惜。

該要知英
隔星期五見報

深蒂固根
隔星期五見報

■林健根會計師

■謝向榮博士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中文系助理教授

逢星期五見報談英語趣

「全港青少年繪畫日2019」得獎作品

姓名︰黃浠雯

年齡︰15

學校︰聖保祿中學

寫生地點︰灣仔區—虎豹樂圃

■資料提供︰

育菁英藝
隔星期五見報

譯文
齊景公問孔子治國之

道。孔子說：「君主要有
君主的樣子，臣子要有臣
子的樣子，父親要有父親
的樣子，兒子要有兒子的
樣子。」齊景公說：「說
得好極了！如果真的是君
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
子，父親不像父親，兒子
不像兒子，即使有再多的
糧 食 ， 我 還 能 吃 得 上
嗎？」過了一些日子，齊
景公又向孔子問政，孔子
說：「管治國家需要節省
財力。」景公聽罷很高
興，打算把尼谿的田封給
孔子。

註釋
① 景公：即齊景公（?-前490年），姜姓，名杵臼，前548年至前

490年在位。
② 君君：主謂結構，前一「君」字表示君主，後一「君」為名詞作

動詞用，表示要像君主的樣子。一說，此句當解作動賓句式，後
一個「君」字是名詞，前一個則是名詞當動詞，意動用法，概指
「以君為君」之意。惟從後句「君不君」句式看，此處似當同作
主謂結構。下文「臣臣」、「父父」、「子子」，句式同此。

③善：吉祥，美好。《說文》：「善，吉也。」
④信：誠實，引申指確實。
⑤粟：粟子，穀物，泛指糧食。
⑥諸：「之乎」的合音，「之」是代詞，「乎」為語助詞。
⑦說：同「悅」，喜悅。

．通識博客 /通識中國 ．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 ．文江學海

早兩天跟我的中三學生上了一堂關
於 英 國 文 學 （English literature） 的
課，透過閱讀一篇詩（poem），了解
詩人（poet）對自然界的喜愛，並分析
詩中所使用過的詩文寫作手法（poetic
devices）。程韻老師今次不是想教大家
如何運用不同手法寫詩，而是想介紹
一下常見的花朵（flowers）名稱。雖然
我們經常能接觸到花朵盛放（blos-
som），但對其英文名字與特性卻是一
知半解。

薰衣草（lavender）：是我們常見芳
香的（aromatic）花，它的外表由多個
管狀的（tubular）、紫色的（purple）
花朵組成，有一枝長長的莖（stem）。
由 於 薰 衣 草 的 香 氣 獨 特 （distinc-
tive），也平易近人，所以常被用於製
作護手霜（hand cream）和按摩油
（massage oil），據說還有幫助安眠、
放鬆的功效（effect）。
水仙花（daffodil）：另一個為人熟

悉的花種，特別在華人社會。在農曆
新年（Lunar New Year）間，即初春
（early spring）水仙花盛放之時，人們
都很喜歡買一盆中式水仙花（Chinese
daffodil） 回 家 擺 放 ， 寓 意 吉 祥

（luck）。這種淡黃色（daffodil）的花
中間有一個花蕾（bud），旁邊圍着六
塊花瓣（petals），散發淡淡清香，能
為環境加添清新的氣息。
洋紫荊（bauhinia blakeana）：是

在本地發現（locally discovered）、種
植（grown）的混種（mixed）花，另
一個名稱是香港蘭（Hong Kong Or-
chid Tree flower）。

早在 50 年前已被選為香港的市花
（the flower emblem of Hong
Kong），也是本港的區徽（regional
emblem），是我們不得不認識的花
種 。 它 擁 有 又 大 又 厚 的 葉 子
（leaves），花朵是紫紅色的（pur-

plish red）。在香港市內，隨處都可見
到洋紫荊的圖案，例如區旗（regional
flag）、硬幣（coins）都印上了這個區
徽。這種花非常特別，所以當年的英
國政府（British government）便選此
為市花，寓意香港這個港口如18世紀
首次發現的洋紫荊一樣珍稀（pre-
cious）。

當外國人問起洋紫荊時，希望大家
都能準確地介紹其歷史（history）與讀
音（pronunciation）。

先來一則多年前的美國的 sitcom
（來自situational comedy，即處境式
喜劇）笑話，故事的兩個主角分別是
住在芝加哥的拉里（Larry）和初到
英語世界的表弟巴爾基（Balki）：

Larry says, "Jennifer is a woman
of the nineties ... "

"Nineties?" Balki exclaims, "I
would have guessed late twenties,
tops."

"No, no," Larry sighs, "No, no,
no. Not a woman in her nineties. A
woman of the nineties. "

拉里說：「珍妮花是90年代的女
人。」

「90歲？」 巴爾基嘆氣：「我猜
她最多只是近30歲，頂多。」

「不，不，」拉里嘆氣，「不，
不，不。 不是一位踏入 90 歲的女

人。而是活在90年代的時代女性。」
用of是指屬於某一年代的人或物，

而指某人的歲數則是用in或at，如我
在你的年紀的時候， 便會怎樣或不
會怎樣，英文寫法就是「At your
age, I would or wouldn't do...」

另一個小故事，是關於有位鐘錶店
朋友代客人問修理錶殼的收費，而當
天負責的師傅只懂英語，於是她問
「How much for the "shell"?」，那
師傅回：「You mean dial？」原來行
針錶的錶面像舊式攪盤電話，均稱為
dial。順帶一提，「手錶」的正字是
腕錶（ wrist watch or wristwatch），
以錶掛在手腕上的錶（a watch that
is worn strapped to the wrist） ，
watchband是錶帶，belt則只應用於
腰帶，或是條狀的廣闊地域。

手錶前身是懷錶，亦稱陀錶或袋錶
（pocket watch），而今天牛仔褲仍
保留的細小袋子，就是原為懷錶而設
計。由於懷錶是垂墜着，受地心吸力
（gravitational force）影響，常常出
現超過10分鐘的誤差，後來有位法國

人把原本較簡單的彈簧構造，加上另
一活動機關，名為陀飛輪（法語及英
語 均 為 Tourbillon） 。 時 移 世 易
（The time has changed），以往的
機械錶（mechanical watch）已被電
子錶和石英（quartz）錶取代。

回到冠詞的會話軼事，又是一個留
美學生的趣事。

"Do you have the time？ " Sam
asked.

"Sorry, I will have a class," Chan
replied.

"I mean... What time is it." Sam
smiled.

"Do you have the time." 是報時，
"Do you have time" 才是你有空嗎？

在美國表達可否阻你少少時間，不
要用"Do you have a time."，不妨用
"Just a moment ."筆者不會說"have a
time"的片語是錯，只是這並非美國人
的日常用語。

很多事情天天在變，只有能飽經
歷，方能笑到最後，"Only time will
tell ..."

隔星期五見報

■香港市花洋紫荊。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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