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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中國改革開放，引入西方的科技與知識同時，也加強了中西

方的文化交流，西方的節日，諸如聖誕節、萬聖節和情人節等也廣

為中國人接受。但是，國民逐漸普及慶祝西方節日的同時，中國傳統的節日（例如

盂蘭節和元宵節）卻漸漸被淡忘。在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我們如何作出取

捨？到底多種文化可以互相包容、彼此融和，還是互不相容、彼此排拒？下文將一

一詳細探討。 ■林伯強老師 香港通識教育協會

作者簡介：

現任香港通識教育協會副主席，香港教

師中心諮詢管理委員會成員，曾獲西貢區

優秀教師獎。現職高中通識教育老師，畢

業於香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文學碩士，曾

協辦青年新世界通識教育模擬文憑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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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磨擦

2014 年 12 月 24
日，當全球各地的年
輕人都在慶祝聖誕

節，沉醉在平安夜濃烈氣氛的時候，中
國西北大學現代學院封校，禁止學生慶
祝平安夜。當夜全體學生都要觀看中華
傳統文化宣傳片，教室門口有老師把
守，誰慶祝聖誕就處分誰。校方並且在
校園內掛出了「抵禦西方文化擴張」、
「堅決維護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等宣傳
標語。另外，浙江溫州巿教育局也發文
要求各學校「不在校園內舉行任何與聖
誕有關的活動」。
這宗新聞引起網民廣泛討論，有人認

為有必要弘揚中國傳統文化，避免外來文化入侵，但亦有人認為西方文化有其
可取之處，不應加以禁止，反而要多加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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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VS學習 意見不一

■去年聖誕節，中國西北大學現代學院封校，禁止學生慶
祝平安夜。圖為湖南一所大學抵制聖誕。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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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學現代學院官方微博：「很多國人都開
始越來越重視西方節日，祖國傳統節日所蘊含的
文化正逐漸消失。我們不能忘記我們祖國的優良
傳統，應當發揚光大。」
西北大學現代學院學生：「是否過西方節日，

學生應有自主選擇權。」

網友甲：「過個洋節把娃們家過瘋了，街上全是
人。過春節的時候城裡大部分地方卻空蕩冷清。」
網友乙：「日本人早都接受聖誕節了，人家把

自己的文化也沒丟。」
網友丙：「聖誕節是群體無意識的羊群效應，

反聖誕同樣是。多讀書就兩頭都不會衝動了。」

正反皆「羊群」日接受聖誔沒丟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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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ife.mingpao.com/cfm/language3.cfm?File=20150109/language11/gfm1_er.txt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1. 根據上文，指出西北大為何禁止慶祝聖誕節。

2. 試指出各界對這件事的回響。

3. 試解釋何為「節日商品化」和「文化侵略」。

4. 有人認為「國人重視西方節日，導致中國傳統節日的文化內涵漸漸消失」，你同意嗎？為甚麼？

5. 承上題，你認為在香港，傳統節日是否面臨消失的危機？是的話，威脅來自哪裡、為甚麼會出現、
應如何解決或避免？不是的話，傳統節日的處境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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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去年聖誕節，中國西北大學現代學院封校，禁止學
生慶祝平安夜。當夜全體學生都要觀看中華傳統文
化宣傳片，教室門口有老師把守，誰慶祝聖誕就處
分誰。

從文化侵略的意義來看
1. 西方節日「消滅」中國節日
2.兩者並沒有關係。西方節日
較能用來賺錢，因此多宣傳較
受歡迎；中國節日反之。

1. 試就該校對中西方節日關係的理解作回答。
2. 不同持份者有不同意見，有的從個人自由角度理解，有人認為接受外來文化不代表會放棄本國文化，有人認為過
聖誕和反聖誕是一樣的。
3. 前者重「包裝」，後者重「消滅」。
4. 選擇型題目，同學應注意「導致」二字，即兩者有或沒有因果關係。
5. 開放型題目，同學可以從資本主義、文化產業全球化、價值觀全球化、文化單一化等角度舉例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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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右邊3組對比可見，從節日商品化的意義來
看，中國傳統的節日，除了春節以外，都比西方
節日「低調」——並不那麼受到商品化的衝擊。
對大部分市民來說，佛誕只是一個普通的放假
日；元宵節有人以為是元旦；盂蘭節更可能和
「不祥」、「恐怖」掛鈎。反觀聖誕、情人節、
萬聖節等，對於一般百姓而言除了消費還是消
費：吃聖誕大餐、情人互送禮物、萬聖節玩「恐
怖」遊戲。這些節日是否已經失去原來的紀念意
義，淪為資本家盈利的手段，實在需要讀者深
思。
從文化侵略的角度來看，事情更複雜。有人認
為西方節日比中國節日更受人歡迎和重視，變相
後者被漸漸忽視，甚至式微消失。
然而也有人認為，兩者並沒有「此消彼長」的

關係，甚至沒有直接關係。文化侵略只是表面現
象，底下是資本主義的橫行，商人只是打着節日
的幌子賺錢。因此，西方節日並沒有真正取代了
傳統節日，只不過因為商人能藉以獲利，便加之
渲染，使其能大行其道；反之傳統節日不賺錢，
自然不那麼受歡迎。換言之，並非西方文化侵略
中國文化，而是市場「主
導」了價值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戚鈺峰

中西節日對對碰
佛誕VS聖誕
佛誕是慶祝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佛誕生的日子。紀念的日期，在

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一般訂為農曆四月初八。香港在長洲、大嶼山
及屯門等地有大型慶祝活動，如飄色巡遊等，每每吸引數萬遊客夾
道觀賞。香港旅遊發展局舉辦的「傳統節慶巡禮」，亦重點推介佛
誕慶祝活動。
1998年，覺光法師為香港成功爭取佛誕日為假期，提高佛教文化

和中國傳統節日的影響。
2007年起，「金色蓮花表演坊」每年在香港舉辦千張佛誕卡大

展。2013年5月起，更規劃香港首屆「佛誕文化節」活動持續一整
個月，讓社會大眾參與。

聖誕節是紀念耶穌降生的節日，主要定於12月25日。身為基督教
禮儀年曆的重要節日，教會透過將臨期或降臨期來準備，並以8日慶
典與禮儀節期延續慶祝。
在香港，12月25日聖誕節和26日拆禮物日（坊間通常稱為Box-
ing Day）均屬公眾假期。聖誕節日氣氛相當濃厚，很多商場的內部
及外牆，早在11月中旬已有聖誕佈置和燈飾，維多利亞港兩岸、尖
沙咀和中環多幢著名建築物外牆均有大型聖誕燈飾。

元宵節VS情人節
元宵節起源自中國，又稱上元節。相傳漢惠帝劉盈駕崩後，呂后

一族控制了政權。呂后死後，眾元老奮起剿平「諸呂之亂」，擁立
劉恆登基，是為漢文帝。文帝採納眾臣建議，精心治國，使漢帝國
再次強盛起來。因掃除諸呂的日子為正月十五，所以在每年的這天
晚上，文帝微服出宮遊玩，與民同樂，以示紀念。
香港的元宵節緊隨農曆新年之後，沒有定為法定假期，沒有大型
慶祝活動，最多也只是在家中歡聚吃晚飯，一起吃湯圓，或到維園
賞花燈和猜燈謎。

古羅馬暴君尼祿為了徵召更多士兵，便禁止年輕男子結婚。一名
叫華倫泰（Valentine）的修士不理禁令，秘密替人主持婚禮，結果
被收監，最後被處死。而他死的那天就是2月14日。為紀念華倫泰
的勇敢精神，人們將每年這天定為華倫泰紀念日，成了後來的「情
人節」。
情人節的特色是情侶互相贈送禮物。時至今日，人們喜歡以情人

卡向愛人表達情意，而各大商場都布置得美輪美奐，各食肆推出情
人節套餐，目的旨在讓情侶盡情消費，賺取金錢。

盂蘭節VS萬聖節
中國盂蘭節又稱中元節、鬼節。
盂蘭節來自民間《目連救母》的傳說故事，孝子目連為救死後墮

入餓鬼道受苦的母親，破地獄，後得佛祖答允每年七月可為母親誦
經化解罪孽。
農曆七月因而演化成「鬼月」，陰司地府鬼門關大開，人們在這

期間誦經作法，以超度陰間的無主孤魂。
每年農曆七月在港九新界各區都會舉行盂蘭勝會。可分為佛教和

道教兩種儀式舉行，其主要活動包括「請神」、「神功戲」和「派
米」。

10月31日晚上開始的是萬鬼節前夕，真正的萬鬼節是11月1日，
這本來是慶祝死亡的節日，因為冬天即將來臨，而冬天是一切死亡
與毀滅的象徵。其間黑暗勢力被釋放，所有邪靈出來遊蕩，這日被
視為最容易與靈界相通。
公元九世紀，當時教宗為了對抗開始流行的萬鬼節，把本來定在5

月13日的萬聖節（All Saints' Day）改在11月1日。當時，天主教徒
也在10月31日晚上開始以聚會來紀念聖徒。
萬聖節的相關活動愈來愈多人參與，它的恐怖氣氛變成叫人刺
激、興奮的來源。除了藉着西方文化全球化的影響力，節日本身潛
藏的經濟商業元素亦是不可忽略的推動力。
一個節日的文化要進到其他地方去，似乎必須靠着經濟和商業的

力量，西方「鬼節」萬聖節在香港的流行，正好體現這一種說法。
香港的情況是，當我們走到大大小小的商場，臨近10月每個都有

萬聖節的布置。還有香港兩大主題公園迪士尼樂園和海洋公園每年
舉辦的萬聖節活動，投入的宣傳和製作巨大，投資回報高，兩大主
題公園為萬聖節活動增聘的人手也愈來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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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蘭真恐怖 萬聖「刺激」賺錢

■■聖誕老人和女郎只是為吸引顧客購物聖誕老人和女郎只是為吸引顧客購物，，並並
非傳達聖誕節的歷史文化意涵非傳達聖誕節的歷史文化意涵。。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節日商品化：
全世界的傳統節
日近年在商家的
促銷和包裝下，
變得愈來愈商品
化，令大眾覺得
必須以消費來慶
祝節日，使原有
的節日意義被消
費 文 化 「 騎
劫」，變質成一
個無限鼓吹消費
的日子。
文化侵略：兩

個文化接觸，一
方的文化消滅或
吞併另一方的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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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節日商品化的意義來看
1. 中國節日較少受商品化
2.中國節日較能保存「原汁
原味」

西北大禁慶聖誕

中西節日對對碰
1. 佛誕 VS聖誕
2.元宵節VS情人節
3.盂蘭節VS萬聖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中式的殭屍在海洋公園的萬聖節派對中出現，是「中西共融」還
是「消費主義」，值得讀者深思。 資料圖片

中西節日比較系列—專題篇
「中西節日比較系列—應試

篇」將於本周四(2 月 5 日)刊
登，敬希垂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