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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沒有同義詞 勿為炫耀用錯字

Adam Sandler 和 Drew Barrymore
一 直 是 熒 幕 最 佳 情 侶 （Best
On-Screen Couple），就好像香港的
劉德華和鄭秀文一樣，每次他們一起
主演的電影，都會吸引到觀眾買票入
場觀看。最重要的是，Adam Sandler
和 Drew Barrymore 已經合作了很多
年，今次已經是他們兩人自《The
Wedding Singer》 和 《50 First
Dates》後的第三次合作，新電影名叫
《Blended（愛混在一起）》。
要明白，電影公司用blended這個字
去為電影命名，實在是非常好的概
念，因為blended本來的意思就解作混
合。不過比起東方社會，外國的離婚
率（divorce rate）其實很高，而且離
婚後再婚（remarry）的比例也不低，
六成的離婚女性會再婚（Six of ten

women's remarriages create blended
families），所以經常會出現一些
Blended Family。A blended family is
one where the parents have children
from previous relationships but all the
members come together as one unit.
（Blended Family的意思是兩邊的父
母分別來自兩個之前婚姻的家庭，然
後現在也把之前婚姻所生的小孩，帶
到現在這個新的家庭中，變成同一個
家庭。）
其實Blended Family本身有很多挑
戰，因為分別來自兩個不同的破碎家
庭，大家有着自己本身的習慣（rou-
tines）和生活節奏（time schedule），
要適應活在同一個空間，實在需要非
常大的忍耐（patience），才可以慢慢
磨合。而這套《愛混在一起》，正是
要把這些Blended Family面對的挑戰
拍成笑料，用一個輕鬆的角度去建議
Blended Family怎樣解決問題和紛爭
（resolving their problems and differ-

ences）。
《愛混在一起》這個故事開始時，

是Jim（由Adam Sandler飾演）去了
一個blind date（由他人安排的男女初
次約會），對方就是 Lauren（由
Drew Barrymore飾演），可是這個約
會中，Jim完全心不在焉，對Lauren
非常沒有禮貌，更加趁Lauren去了洗
手間（restroom）的時候，把Lauren
的啤酒也一併飲盡。然後叫他的老友
在特定的時間打電話給他，用家裡發
生了緊急事故的藉口（emergency ex-
cuse to bail），要馬上離開回家處
理，一走了之！
Lauren覺得Jim實在是一個非常不
可靠的男人。而同一時間，Jim也認為
Lauren絕對不是他的對象，所以他們
大家暗自決定了，以後都不會再相
約。（After a blind date gone horri-
bly wrong, Jim and Lauren agree they
never, ever want to see each other
again. ） （未完待續）

兩個破碎家庭 需要忍耐磨合
呢遊學團

隔星期五見報

■岑皓軒騎呢領隊
畢業於英國Imperial College London，著有親子育兒書《辣媽潮爸哈哈B》及與馬漪楠合著暢銷書

《Slang：屎爛英語1&2》等。

任何語言世界也有所謂的同義詞（syn-
onym），例如中文的「開心」、「高興」
和「快樂」，但當我們溝通時，我們實在不
會費神思考選擇用詞。若轉到校園環境時，
我們的學生卻會刻意以不同的同義詞來表達
同一個意思，嘗試凸顯自己的英語水平。雖
然我理解此舉背後的想法，但學生必須留意
同義詞之間的分別。
其實，同義詞也有分 strict synonym 和

loose synonym。顧名思義，前者即完全相同
意思和用法的詞語，而後者是主要意義相同
的詞語，但用法、程度、感情色彩上則有差
異，又名「近義詞」。例如big和large，字
典都會譯作「大」，但兩字的意思並非完全
相同。

意義接近「大」有不同
若我們在語料庫（corpus）搜尋兩詞的詞
組搭配（collocates），我們會發現big較常
用來形容事物的實際體積或大小，如big
picture，或是用來形容事件的嚴重性，例如
big problem；large則多用於形容數量，例

如large quantity和large amount。當然，big
和large各自都有約定俗成的詞組搭配，但
關鍵是，儘管兩字意思大致相同，在搭配其
他字詞使用時必定有所分別。 若以此邏輯
推演，在英語世界中是難以找到真正的同義
詞，直截了當地講，英語世界所有同義詞都
會異化。試想像，若兩字意思與用法完全相
同，它們並沒有同時存在的意義，不是嗎？
當然， 同義詞並非未存在過。縱觀歷

史，同義詞的出現多為語言接觸之果。當兩
個語言本身互不相通，但各有一字去代表同
一事物，而當地人開始兩字交替使用，同義
詞就會出現。

舉例說，在11世紀後期的中古英語，
sheep和mutton皆解「羊隻」。兩者唯一的
不同，就是其字源， 前者為古英語，後者
為諾曼語（當時的法語）。
不過，因為說mutton者多為諾曼人，而

他們當時多為貴族，食羊肉不養羊，mutton
便慢慢演變成今天專指「羊肉」。由此可
見，基於經濟原則（principle of econo-
my），即便同義詞出現，其中一詞早晚會

因說話的實際需要而改變用法，令同義詞不
復存在。
雖然學校老師經常鼓勵學生多用不同英語

詞彙，但並不代表應該在同義詞字典盲選一
個字代替。語言始終是用來溝通，把字用得
恰當比過分炫耀來得重要。若然你認為自己
的英文並非「嘞嘞聲」，不妨先確保遣詞準
確，再慢慢增加多元性。至於如何訓練遣
詞，下次「醒你幾招」。

■余日朗
香港恒生大學英文系講師

中國古籍所談及的鬼，可以假裝為自己的親人，
可以化身為羊，也可以成為骷髏骨頭，各適其適，
創意無限。在《莊子．至樂》篇之中，就寫莊子遇
到骷髏骨頭，跟其談論起生死大事。《說文》認
為：「鬼，人所歸為鬼。」《禮記．祭義》又說：
「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人入土為
安，肉身化而為骨頭，是人的存在狀態，也是死亡
的形式，莊子都視之為平常。
莊子到楚國去，看見一具骷髏骨頭，枯骨暴露。

莊子用馬鞭從旁敲了敲，問：「你是因為貪生怕
死、有違常理而成為這個樣子呢；還是因為亡國的
事情，受刑被刀斧傷害，而成為這個樣子呢？或者
是因為做了壞事，愧對父母、妻子、兒女而感到羞
恥，而成為這個樣子呢？又或者是因為飢寒交迫，
而成為這個樣子呢？還是因為你的壽命已盡，而至
於這個樣子呢？」莊子話說完畢，就拿着頭蓋骨當
作枕頭睡去。
到了半夜，骷髏骨頭託夢給莊子說：「你的談吐

很像個善辯的人，看你所說的，是活人的負累，死
後就沒有這些了。你想聽死後的事情嗎？」莊子

說：「好的。」骷髏骨頭說：「人去世了，上沒有
君王，下沒有臣子，沒有四時變化，從容地與天地
同老。即使身處君王之位的快樂，也不能與此相比
啊。」莊子不相信，就說：「我要是讓掌管生命之
神，把你的形體重生，還原筋骨、肌肉、皮膚，回
到你的父母、妻子、兒女、鄉里和認識的人身邊，
你希望這樣嗎？」骷髏骨頭深鎖眉頭，說：「我怎
能拋棄當君王的快樂，再回人間受苦呢？」
由於骷髏骨頭在野外枯骨暴露，莊子的提問側重

在死於非命的話題上：貪生怕死卻做了有違常理之
事而死？因亡國受刑而死？做了壞事，愧對親人而
死？飢寒交迫，貧窮而死？徐徐老去而死？先抑後
揚，把由生到死的不同過程，羅列出來：五個問
題，四個是死於非命，一個是死於自然。
原來骷髏骨頭竟藏着鬼魂，託夢給莊子，現身說

法，才讓人得以明白。對於人來說，死亡似乎可懼
可怕，但是骷髏骨頭卻別有一番描述：死後沒有君
臣關係，沒有四時的自然變化，沒有壽夭，從容自
在，自己主宰自己。莊子（生存）與骷髏骨頭（死
亡）的對比，展現了莊子齊物的觀點，就是打破人
的成見，讓人懂得設身處地去想，懂得同理心，站
在骷髏骨頭的角度去看事情，別單單以人的角度思
考。中國文化裡的鬼怪，跟中國人的人生觀密不可
分。

骷髏骨頭不怕死 從容自在更快樂

■梁萬如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高級講師

控球在腳有機會 一齊打波願合作
語世界英

球類比賽一直非常流行，不單是一種運動，
也是一種娛樂。足球、籃球、排球等等都有不
少本地或國際賽事，現場或轉播都吸引大量觀
眾。球賽吸睛不單只在於勝負，還有球員在球
場上表現出來的技術水平、應變能力和合作精
神。球賽中的各種舉動亦引申用於日常語文
中。
足球比賽，技術高超的足球員一球在腳就可

一展所長，足以左右球賽。所以have the ball
at one's feet（控球在腳），即是指處於有利位
置，有條件、有機會，成功在望。
He thought he had the ball at his feet when

he got his degree.
他拿了學位之後，覺得自己有條件，成功在
望。
The rising star has the ball at her feet. She

sings well and is well-liked by many people.
那個新晉女星發展勢頭很好，有前途，歌藝
好，而且很多觀眾喜歡她。
You may not have the ball at your feet now.
But you can work hard and wait for your
chance.
你現在可能尚未順風順水，未有機會。不過
你可以努力工作，等待時機來臨。
球員在球賽中需要全神貫注，把全部注意力

集中在球上，所以有get / be on the ball（看
緊球）的說法。有說這短語源自棒球，亦有說
是源於足球，但其實無論任何球賽，都需要球
員在場內集中精神，經常放眼在球上keep an
eye on the ball，隨時預備迎接來球，即時作出
最好的行動。因此be on the ball用作比喻經常
保持警覺，留心周圍發展，迅速掌握發生的狀
況，作出敏捷反應。
He has flu today. He looks dumb and is

not on the ball.
他今天染了感冒，有點呆滯，不甚集中，不

在狀態。
If they had been on the ball, they would not

have been cheated by the scam.
如果他們一直保持警惕，留心時事，就不會

誤墮騙局。
The situation is rather chaotic. We need to

be on the ball and act intelligently.
現時狀況相當混亂，我們必須保持警覺，採

取明智行動。
隊際球類比賽中，除了專注力，還要講求與
隊友的合作性，所以亦有短語play ball with
someone（與別人一起打球）。不是真的說與
某人玩球類運動，而是指與某人合作，願意與
他一起工作，甚或依照他的意願方式做事。
His parents wanted him to study abroad but

he refused to play ball.
父母想他到海外升學，但是他不聽從。
The president did not want to play ball with

the senators.
總統不想與各位參議員合作，不想順從他們

的意願。
The workers finally played ball with the

management and agreed to follow the new
rules.
工人最終與管理層合作，同意遵守新規則。
這些日常短語都取材於球類運動，曾經參與

或觀看球賽的人都會理解，很容易就可以把球
賽的一些描寫聯想到其他相關意思，再靈活運
用。

大英萃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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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

■Lina CHU
linachu88@gmail.com

逢星期五見報談英語趣

《海》

作者︰徐海秋

簡介︰徐海秋，1948年生。自幼酷愛書畫，60年代深得陳仲義

老師啟蒙，學習嶺南畫派花鳥；70年代起從事美術工

藝，有多位台山籍前輩指導學習傳統中國工筆花鳥、重彩

山水人物等技巧，刻苦辛勤工作中磨練。1972年隨趙少

昂老師鑽研色彩寫意、折衷派技巧。80年代更得冉茂芹

老師教導，學習寫實油畫，追求更深藝術色彩造型基礎。

90年代起在香港多間學校任教美術培訓班。2017年任教

香港公開大學水墨畫大師系列課程，以海浪技巧題材授

課。

墨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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