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句�：為了趕及在考試前完成課程，老師這
幾天都遲了下課。

句�：“倒是徐根寶下課有點“故事”。萬達的
沒落，除實力下滑外，主教練“愛憎分
明”的管理方式也使不少球員有想
法。”（《羊城晚報》1999年7月17日)

“下課”的意思，誰都知道。“下課”不就
是教師授課完畢，或學校課堂結束這麼簡單
嗎？根據《中文大辭典》，“下課”還可以解作
下班，即工作完畢，離開辦公的地方。那
麼，句�除可指教師誨人不倦，在課堂完
結後還為學生授課，也可說教師遲了下班。

在內地，“下課”近年卻添了個新解釋，
專用於教練身上。句�中的“徐根寶”是前
國腳，退役後轉職足球教練，後來執教大連
勁旅“萬達”。“萬達”戰績未如理想，徐根寶
就給撤職了。句�說的就是教練被撤換的
前因後果。這�的“課”，指的大概是教練為
球員主持的晨操晚練，可與學校扯不上半點
關係。

詞義的變化可真奇妙，
在學生的世界，“下課”是件
樂事；但對成年人來說，“下
課”成了“下崗”，丟了職位，
砸了飯碗，苦不堪言！

教練下課了! “染指”滋味最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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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支球隊今季銳意擴
軍，實力強勁，有力染指各
項錦標。”類似的句子，常
見於報章的體育版。“染
指”一詞，今天多解作奪取、獲得之意。
追源溯始，這個詞語卻原來與飲食有關。

“染指”語出《左傳‧宣公四年》：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
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
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
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
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春秋時代，鄭國大臣公子宋（字子
公）每逢食指動，就會吃到好東西。有一
次，楚國把罕有珍貴的黿（音“元”，即大甲
魚）獻給鄭靈公。靈公叫人把甲魚製羹，
打算賜給眾大臣分享，卻故意不給子公
吃。子公一氣之下，用指頭往鍋�一染，
也嘗到了一口。

“染指”後來引申作分取利益；又因子
公以下犯上，貪圖君主之食，故“染指”多
指分取不應得或非分的利益，帶有貶義色
彩。

句�：政府動用逾
千萬元，為
立法會選舉大
肆宣傳。

句�：政府動用逾千萬元，為立法會
選舉大事宣傳。

“大肆”和“大事”兩詞，讀音相
近，容易使人混淆。其實，兩詞不論
是讀音、用法，還是詞義的褒貶色彩，都不盡相
同。

“肆”音“試”，與“事”聲調迥然不同。句�中
的“大肆”是副詞，修飾動詞“宣傳”。句�中“大
事”的“事”，作動詞用，意即“從事”，相接的“宣
傳”則為名詞。

雖然“大肆”
和“大事”都是表示
程度或規模之大，但
兩詞的褒貶色彩卻明顯

不同。“大肆”解作毫無顧忌地進
行某種活動，強調胡作非為，不顧後
果，貶義極重，故多與含貶義的動詞
搭配。例如“那些暴徒罔顧法紀，在

城中大肆破壞。”“大事”則是中性詞，強調大規模
進行，多與具正面意義的名詞搭配，如“大事宣
傳”、“大事慶祝”等。立法會選舉用意在選舉賢能，
宣傳工作實屬正當事情，當用“大事”為合。

有一句成語叫“肆無忌憚”，語本《禮記‧中
庸》，意思是任意妄為，無所畏忌。緊記這句成
語，就可區分“大肆”和“大事”詞義上的差別了。

肆 事

大“肆”宣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