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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舊版〈嘲英漢詞典》有這樣一個示例:

INothing succee也 like success.一事成功，事事順利。 J 1 

英語原文是諺語，譯文也翻成諺語模樣。由於原文語帶相關，頗堪玩味，而譯文又

能擺脫一般英漢詞典中常見的翻譯腔而自成一格，所以初讀經年，至今印象猶深。後來

在《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四版中也見到同一示例，中譯是: I一事戚，事事成J ;兩

部英漢詞典的中譯只是略有不同，有趣的反而是同一示例在《新英漢詞典》中見於

“nothi唔，詞條下，在《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中卻收在“succeed"詞條之中，也可見兩

種英漢詞典對示例「互見」的編排怎樣不同。不過，更能令人聯想起這個英漢詞典示例

的，反而是香港近年來頗為常見的語言現象。

一是「成功J 一詞的用法。毋庸諱言，香港社會急功近利，難免對於「成功」生出一種

近乎膜拜的情結，這當然可以說是一切商業社會的特性，只是程度各有不同而已。但如

不問情由，求「成」心切，連表情達意時也揮不去「成功J 的陰影，就有值得商榷的餘地

了。本地公函一向中英並行，而且往往是先有英文再翻譯成中文的;華人社會之中，亦

以香港社會的英語普及程度較高。正因如此，把市文用詞與英語詞語對號入座、甚至互

相掛鉤，實際上已成為一種傳統:例如「挑戰J '就是“chaIlengè' (香港人也因而在華人

社會中別具「自我挑戰」的異稟) ;“'welcome"一詞，則不論上下文，總之是「歡迎J 便了

一一因此對來訪賓客固然可以說「歡迎J '就是「別人的意見或做法J '也得而照樣「歡迎」

如儀(例如某國領袖對別國的某項政策也可以「表示歡迎卜只因英文原文用了“'welcome"

這個詞)。

至於「成功J一詞，近年更有無孔不入之勢;且看本地一般銀行信用卡的廣告便知端

倪: I閣下成功申請，將可獲贈(若干名貴禮品) J 已成為這類廣告的標準用語，大小報章

l 見《新英漢詞典> (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1975) 版883頁“nothing"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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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諒以草地聽錯廣告燈箱都可以見封，用者習以為常，讀者見怪不髓，亦可算蔚為奇觀

了。 f踐功申請J建樣的說法，除了令人聯想對英語河能的說法 "Successful applican怨 can

get (such and such 頭甜"以外 p 根本站不性轉;為何不干脆說f申請一經批准，可得{若

干精美禮品) J ?運字翻譯，或者一字只得一擇的做法可以解釋一般誤擇的情說，倒如免

“development"一詞只知譚賤 f發展J '就連“develop a missile" ，也是「發展導彈J (而不是

f研艷導彈J) ;對此已有前人論及，本文也就不贅。也許“succ棚"等於「成功Jl昆等先入

為主的觀念在本地人心目中早已根草草蒂間，兩強行移植 f成泊j 的結果，就只有產生「成

功申請j這樣不中不西的「因不像J句式來。觀念混淆，表遠方式亦難免出現混亂的情說，

影響所及， í成功發射人造衛星j 、「成功當閱(某人) J (其實麓，思是「訪問了(某人川，應
有別hH訪時成功J) 、 f成葫敷出(傷者) J (其實是「敷出了(傷者) J )的說法已建潛在傳

播媒介中流行起來(當然最總是否 f成功J 尚屬未知之數) 0 í成功j 一詞在本地日常用語中

層出不窮，-m真的應驗了 "No創ng succeeds like success"那句護錯了。但凡此種種說法之

中， r成功J 一詞卻絲毫沒有[濃得單期的結果尸的應有之義;所謂「成功卜恐怕只是與

英語副詞“successfully"瞥了鉤的一個有名無實的代誦。畏此下去，造種鋪天蓋地陣來的

f屁葫J '只怕會有朝一日把 f了 J 鐘個名Æ寄JI攘的助調打入冷宮了。

回頭看本文起首提及的一倒，“SUCCESS'，在比句中的確是「成功j 或 f成事j 的意思;更

按"succeed"一詩本身所包含的歧義(既可解作 f成功卜亦含有「承接J (一孺再、再隔三)

的意思) ，卻是此一英語語語既要故意突出的多以建封文字鐘麓的效果。由此可晃，一

鵲多義，中英皆然;一詣只知一義，卻要在建詢誰是句恃強強將源按需種不間文化的調語

對號入~、胡說耕揍，則只會產生上競非驢非馬的器官現象。

二是 f人士j一詞。香講一地素來擁有「成功人士j 的說法;對男女的的專輯也常常荒草

以 f士j芋，飼如百貨台前有所謂「男士用品j或 f女士用品j部。這類特定的說法在飯場合

用用無妨，特別是見諸廣告續追額非一本正鱷文字寬無傷大雅(樹如「展功人士首禮J 、

f男士愚物j 、 f女士聽物j 等) ;但既然是尊稱，使用範體就應該容所限輯，不宜濫用。

再說「士j字，且不說其在傳統中國社會中的特定用法(可指未婚男子、議草書人以至介授

大夫與庶民之闊的階層等等)章，其有別於「一般人j 的意思是從來都豆豆為明顯的，倒如 f士

兵J (Í士氣j 原來指的也正是士兵的門志)、「護士j 、「搏士J '都是指有專輯叮或專長的

人。
f人士J 亦然。所謂 f社會人士J í各界人士J '其實t且不是泛指平民盲蛀(英語所謂

2 (現代漢語詞典.)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0) 釋義。

3 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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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he man in the s甘'eetJ是也) ，而是特指在社會上有影響力的人物;能夠稱得上是「人物」

的，當然不是泛泛之輩。然而，本地傳媒卻慣用「人士j泛指某類人，例如電視台或電台

新聞報導員報導交通消息時口頭常說的「駕駛人士J (其實應說「駕車人士心因為駕駛的

可以是飛機也可以是輪船) ; I駕車j 而能贏得「人士j 之稱，令人對本地有車階級或靠開

車謀生的人不禁肅然起敬。但轉念一想，同在路上的行人又為何至今仍未爭取到「步行

人士」的雅號呢?尚幸「行人J一詞巳深入民心，才不致于「人士J 以可乘之機。「人士J這

頂帽于所以滿天飛，究其原因，除了歸咎於把中英文詞語對號入座的積習以外，當中尚

有英語人稱後綴(佔s咄x封) (喇例如.吋耐e叮r 、 -1也剖18閻s仗t之類)在移植到漢語的過種中難以消化的間題。英

語構詞靈活多變，只消在動詞或名詞之後加上後綴如“九er

稱代名吉詞司，例如“九teach" 11對加日“er" 就變成“九tea缸cher" ，“lov吋e正"加“er" 就變成“"lov問erJ"' 方便得

很。漢語卻從來沒有這個方便，即如英語可以用動詞加後綴的方法變出“driver"一詞，漢

語要稱呼這類人還得另想辦法一一「駕車人士J (動賓結構+後綴)只是張冠李戴的掩眼

法。漢語人稱表達方式不一而足，例于不勝枝舉，應不至於淪落至此;既然“teacher" 叫

「教師J 、“lover" 叫「愛人J '“driver"也毋須冠以「人士J 的雅號:內地電台廣播就曾聽說

過「司機」的說法一一這其實是由來已久的用法;但本地人似有把「司機」與“chauffeur"掛

鉤的習慣;由車主而淪為受僱於人的司機，難怪本地人心有不甘，以致對「司機J一詞心

生抗拒之感，寧願稱之為「駕車者J (只宜作書面語用)或「開車的朋友J (不避囉陵之嫌)

了。至於最近隨著本地經濟不景出現的「失業人士J (連失業的也配稱「人士J) 一類奇異的

詞語拼湊，就更不足為訓了。這大概可以視為詞語掛鉤積習所引起的又一種嚴重的詞語

錯配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