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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兩大主題公園在每年萬聖

節均會推出迎合主題的節目，而

多個大型商場也在此節日大展拳腳，透過維肖維

妙的裝飾，希望吸引更多客人。時至今日，萬聖

節已成為一個跨宗教、跨文化的節日，世界各地

的人都一同參與慶祝，無論膚色、國籍，普天同

慶。何謂文化全球化？消費主義又對包括香港在

內的現代化社會帶來甚麼影響？接上期的「中西

節日比較系列-專題篇」，作者將以應試形式，和

大家一一探討。

■林伯強老師 香港通識教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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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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主義（Consumerism）：
一種反映人們價值觀與心態
的文化現象，其主導思想意
識 是 藝 術 家 克 魯 格
（Barbara Krueger）所謂的
「我消費，故我在」（I

shop，therefore I am）。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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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桂坊，打扮得鬼模鬼樣的人

們，在詭異氣氛中狂歡。
資料圖片

全球化+現代中國+今日香港




















  談到「中西文化節日比較」這個題

目，牽涉了3個通識的單元。中西節
日最不同的地方，同學可以從「傳統
民俗節日」與「宗教節日」兩個方向
作思考。中國節日中比較重要的有春
節、中秋節、清明節等，這些都與家
人團圓、祭祖等主題有關，可見中國

強調人倫關係。西方節日則有濃厚宗教色彩，例如聖誕節
是基督教徒紀念耶穌誕生的一個重要節日。而慶祝方法
上，中國重與家人一起度過，而西方傾向與朋友一起度
過。

節日重點變消費假期
如果談到「今日香港」，有以下幾方面的問題值得同學

思考：某些傳統節日在香港是否已沒落，例如：天后誕、
長洲太平清醮、譚公誕？相比西方節日，某些節日是否愈
來愈不受年輕人重視，例如：清明節、重陽節？是否因為
西方節日興起，所以很多中國節日原來的意義是否已經被
淡忘？節日的重點是否已變成消費和假期？

物質主義盛行量化心意
在消費主義方面，香港慶祝新年的情況和西方慶祝聖誕

時的情況也很類似，就是花費不少金錢購買大量禮物互
送。背後可能反映物質主義盛行，將「心意」用「物質」
和「金錢」量化。這亦反映了節日當中加入了不少商業元
素。又如西方情人節，不少廣告都會宣傳要以花束、巧克
力表達心意，推出情人節套餐等。相比傳統中國情人節
（元宵節或七夕節），西方情人節的消費主義色彩在港頗
濃厚。除此以外，最近亦新興了不少另類的「慶祝」方
法，例如清明節不再親身去掃墓，而是付費去進行模擬網
上掃墓。這些方法究竟是否可以接受呢？同學也可以多從
文化、家庭、經驗等角度分析。
如果不從「今日香港」及「現代中國」的主題作討論，

另一個相關議題就是「全球化」。在全球化之下，西方的
節日逐漸在中國興起，香港的情況尤為明顯，例如：聖誕
節、萬聖節、母親節、情人節等。另一方面，在吸納外來
文化時，會出現篩選及本地化的情況。以香港為例，非基
督徒也會慶祝聖誕節和復活節，但對他們而言，聖誕節只
是有關聖誕老人傳說及互贈禮物的活動。宗教色彩不算十
分濃厚。而萬聖節更成為兩大主題公園作招徠的噱頭。
「中西文化節日比較」這個題目看似簡單，但實際上可

以討論的方向很多。「中西節日」這個主題在通識課程中
也有提及，同學不宜忽視這些課題。 ■劉穎珊

中文科5**狀元、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三年級生

a.
在萬聖節，美國的小孩子喜歡周圍敲門問鄰居TrickorTreat，藉以討糖果來吃。如果

鄰居給予糖果，小孩便平靜離開。但如果鄰居不予理會，小孩會趁機搗蛋生事。因此，在
萬聖節期間，大人們都樂意把早早預備好的糖果送給小孩子。
另外，物質主義是全心沉迷於追求物質的需求與慾望，導致忽視精神層面的生活方式，

對物質的興趣完全表現在生活方式、意見及行為上。
我在很大程度認為資料A反映了社會上的物質主義。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建立物質和消費主義，以慾望行先，忽

略物質主義所帶來的後果。例如，美國小孩在萬聖節討糖果吃，為了滿足口腹之慾，而不
顧多吃糖沒有益處，甚至會引致蛀牙的後果。這種行為反映社會充斥物質主義。
另外，根據資料A，美國牙醫為了減少小孩因多吃糖果導致壞牙的風險，利用萬聖節糖

果回收計劃，用金錢或禮物，例如玩具、貼紙等，換取小孩的糖果。小孩為了金錢或禮
物，把討來的糖果作為交換。這個計劃也反映社會充斥物質主義。
然而，有人認為在這個計劃之中，孩子把討來的糖果送給牙醫，再透過派駐外國美軍部

隊轉送給當地小孩，讓戰亂地區的孩子也可以分享糖果，反映美國不是物質主義的社會，
而是重視精神層面，關懷弱勢社群的社會。
但是，糖果轉贈給外國小孩只是個副產品，如果沒有金錢和禮物的利誘，美國小孩也不

會慷慨至無條件把辛辛苦苦討來的糖果轉送給他人。
總括而言，資料A反映了社會上的物質主義。

b.
文化是指人類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步積累起來跟自身生活相關的知識或經驗，具體表現在衣

着、飲食、節慶活動等項目之上。有人說：「在香港，萬聖節較盂蘭節更為普及，是因為香港
人認同西方文化多於中國文化。」我很大程度上同意這個說法。
首先，在衣着文化方面，西方萬聖節流行化妝派對，參加者通常會穿着奇裝異服，打扮成

為各種鬼怪，例如女巫、吸血殭屍、南瓜鬼等等，務求在化妝派對中突出自己，達到嚇人的效
果。不少香港人都會參加這類化妝派對，感受西方萬聖節的氣氛。相反，香港盂蘭勝會多數在
露天場地舉行，參加者多是專業的道士或和尚，一般巿民只是旁觀，不需穿上另類服飾，故此
未能因為特別服飾而感受到節日的氣氛。在香港，參加盂蘭勝會只有少數的長者，沒有太多年
輕人，並且人數日漸下降。因此，在衣文化方面，香港人較認同西方文化，所以萬聖節較盂
蘭節更為普及。
其次，在飲食文化方面，香港酒店在萬聖節期間推出特色自助餐，例如蟲茄蓉肉醬意粉、

香辣茄汁肉眼球等驚嚇造型食物，吸引了大批香港年輕人光顧，感受濃烈的節日氣氛。相反，
香港盂蘭勝會在吉日派發「平安米」，排隊領取的人多數是老人家。他們領了「平安米」之
後，便回家做飯，給一家大細吃。但是，「平安米」在外表上和味道上跟普通的白米沒有分
別，只是多了一個好意頭的名字。人們就算吃了「平安米」而做的白飯，也不會感受到節日氣
氛。因此，在飲食文化方面，香港人較認同西方文化，所以萬聖節較盂蘭節更為普及。
再者，在節慶活動文化方面，西方萬聖節流行派對，香港人對此十分熱衷。另外，香港

兩個主題樂園在萬聖節期間設置「驚嚇鬼屋」，例如海洋公園的「哈囉喂」與迪士尼樂園
的「黑色世界」。在主題公園的鬼屋之中，充滿了扮演各色鬼怪的演員。他們藉着奇裝異
服與特別的化妝，務求把進入鬼屋的遊客嚇個半死。香港年輕人存在「又要怕、又要睇」
的心態，每年蜂擁而至。根據資料B，2014年海洋公園「哈囉喂」入場人次按年上升
10%至15%，參加人數逐年增加。相反，香港盂蘭勝會的活動包括「請神」，全程由專業
的道士或和尚主持，一般巿民只能旁觀，未能親身參加。人們最多只能排隊領取「平安
米」或觀賞「神功戲」。然而，盂蘭勝會之目的是為了超度陰間的無主孤魂，以致在活動
期間彌漫陰森恐怖的氣氛。一般的年輕人都被這種氣氛嚇怕，所以參加者多是老人家，
甚少年輕人，並且人數也逐漸下跌。因此，在節慶活動文化方面，香港人較認同西方文
化，所以萬聖節較盂蘭節更為普及。
然而，有人認為香港現時主題公園的鬼屋除了有傳統西方鬼怪之外，近年也增設了一些

中國鬼怪，例如黑白無常、鍾馗捉鬼大師等，由此推斷香港人同時認同
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但是，鬼屋裡面的中國鬼怪只是點綴，而活動載
體仍然是西方萬聖節。相反，如果香港在盂蘭節引入西方鬼怪，例如女
巫與吸血殭屍，人們只會覺得格格不入，不會被接納。
總括而言，香港人在衣着、飲食、節慶活動等方面，認同西方文化多

於中國文化，導致在香港，萬聖節較盂蘭節更為普及。

1. 《 大 學 禁 慶 平 安 夜 傳 統 節 日 被 「 騎
劫」？》，香港文匯報，2015-02-02，http:
//paper.wenweipo.com/2015/02/02/
ED1502020028.htm

2. 《萬聖爭商機Trick or Treat?》，香港文匯
報 ， 2014-11-04， http://paper.wenweipo.
com/2014/11/04/ED1411040028.htm

3. 《反思節日消費建良好價值觀》，香港文匯報，2014-07-14，
http://paper.wenweipo.com/2014/07/14/ED1407140025.htm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a.參考以上資料，你在
多大程度上認為資料
A反映了社會上的物
質主義？解釋你的答
案。(10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在香港，萬聖節較盂蘭節（一般
視為中國鬼節）更為普及，是因為
香港人認同西方文化多於中國文
化。」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此說
法？解釋你的答案。(10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先閱讀以下資料，
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A：
萬聖節是他們名正言順

吃糖果的日子。美國的小
孩子往往喜歡周圍敲門問鄰居 Trick or
Treat。但小孩子多吃糖果對身體沒有益處。
於是，有家長參加了一個名為萬聖節糖果回
收計劃。
家長可以到已參加計劃的牙醫診所，以糖
果交換金錢，一磅糖果換1美元，最多可以換
5美元。他們亦可以參加大抽獎，有機會換取
ipods、禮物卡等禮品。
該計劃不但可以替父母省下買糖果的金
錢，更可以幫助生活在戰亂的小孩子。該組
織表示，他們會將糖果分發送往派駐外國的
美軍部隊，給他們再分發予當地的小孩子，
令他們即使在戰亂的陰霾下，仍然可享受一
分甜味。組織去年12月共運送了1,000,000份
糖果到海外。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章

資料B：
每年10月31日便是一年一度的萬聖節，有

別於東方鬼節的陰森，萬聖節的「傳統」是
人人穿上奇裝異服到街上狂歡。在萬聖節期
間，中環原本售賣日常衣飾的攤檔改為出售
鬼怪服裝。部分以年輕人為主的餐聽，在節
日期間舉辦萬聖節化妝派對。其次，一些酒
店提供萬聖節自助晚餐，例如蟲茄蓉肉醬意
粉、香辣茄汁肉眼球等驚嚇造型食物。而最
受年輕人歡迎的活動是兩大主題公園的「驚

嚇鬼屋」。其中，
海洋公園表示，
「哈囉喂」門票銷
情理想，多個周末
的「哈囉喂優越門
票」已售罄，本年
度（2014年）入場
人次按年上升10%
至15%。

■資料來源：綜
合各大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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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聖節特色的飲萬聖節特色的飲
品品綠怪魔血及蟲出綠怪魔血及蟲出
生天生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南瓜是萬聖節的
標誌。 資料圖片

■不少人在
萬聖節的打
扮有中國元
素。

資料圖片

文化全球化
（Cultural
Globalization）：
本身也是一
個充滿矛盾
的過程。一

方面，文化全球化促進了
不同民族文化在統一，讓文
化間互相交流與互補，使各
民族文化不斷突破本身民族
文化的地域和模式的局限走

向世界，推動人類文化普遍性的增強。文化全球化趨
向全球文化同化的傾向。另一方面，文化全球化又是
以承認各民族文化差異為前提和基礎的，離開了民
族文化的個性，人類文化的共性也就無從談起。同
時，在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中，多元文化又使自身民
族性的某些因素由於吸收外來因素而得以豐富與強
化，文化全球化又表現出游離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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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單元四：：全球化全球化
（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主題：全球化帶來的影響與
回應
探討問題：為甚麼世界各地
的人對全球化帶來的機遇與

挑戰有不同的回應？
．全球化使文化和價值觀趨向單一抑或多元？
帶來相互排拒還是融和、演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