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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未見雨紛紛 孝子賢孫曬欲暈
撞正復活假外遊增 正日人流減 紙祭品貴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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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公祭慰安婦
籲增歷史通識教育

警方昨晨開始於各區實施特別交通安排及改道措
施，巴士公司加開特別班次疏導前往掃墓的市

民，昨日柴灣港鐵站及墳場一帶的巴士站有大批市民
候車，需要警方於現場架起鐵馬劃出隊形。鑽石山港
鐵站外昨晨亦現候車人龍，不過中午時分起前往墳場
人流明顯減少，來往鑽石山火葬場與墳場的沿路亦未
如去年般塞車。

張先生：「正清」人流減更舒適
張氏一家廿口購入乳豬、燒肉及傳統祭品拜祭祖父
輩及過世的父親，總花費約2,000元，比去年大約貴
5%，張先生表示，其實價格與去年差不多，未覺太大
差距。他續指，「家族一向拜開『正清』（清明節正
日），今年可能是長假期，感覺上人流疏落了，比以
往舒適。」他笑言，買給長輩的紙紮品仍以金銀衣
紙、衫褲鞋襪等傳統日常物品為主，並未順應潮流購
買智能電話等新潮用品，「老人家不認識新科技，不
懂得使用。」

林太：屋贈亡母他日可「自住」
與家人一同前往祭祖的林太則表示，今年購買祭品
的成本明顯增加，去年約600元可以買齊的東西，今
年花費了約800元，當中以紙祭品的加幅特別明顯，
「數百元的紙品貴了百多二百元。」她續稱，連花亦
貴了，一紮90元的花束今年漲價至百多元才有交易，
升幅約兩成，「向相熟檔買花都要加價！」她特別買
了一棟紙紮三層的小型別墅予母親，價值30多元，附
送兩個工人，「我打算將來（去世後）去環保公園，
宜家買定間屋畀阿媽，咁佢第日可以招呼我嘛！」她
補充，因有家庭成員選擇長假期去旅行，今年少了三
人同行祭祖。

梁婆婆嘆祭品愈來愈貴
與兒孫一起去拜山的梁婆婆則指，今年的祭品「貴
好多」，而且年年加價，以買雞為例，往日一隻約70
元，節日價貴4元；至於燒肉亦要86元一斤。她指自
己會分三個地方拜三次山，總花費亦要1,200多元，平
均每次都要300元至400元，「總之祭品愈來愈貴。」
前來拜祭亡妻的歐陽先生亦指，今年祭品貴了一成。
不過祭祖費用豐儉由人，賴先生與家人只花二百多
元便買到雞、燒肉及紙紮品供奉先人，他表示以往會
與家人夾期拜山，今年無法配合兄弟姊妹唯有分開拜
山，「以往不一定正日來，不過今年自己一家正日有
空，而且今天人流也合乎預期之內，會較少人。」
業界人士指出，紙紮祭品主要來自內地供應，內地
缺乏勞動人口從事紙紮工業，令人工上升，是令到價
格上漲的主要原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昨日清明

時節未見「雨紛紛」，一整天艷陽高照令不

少人寧願中午前拜山，避過午後難耐的高溫

天氣。適逢復活節長假期，部分市民提早拜

山方便出門遠遊，雖然多個墳場昨日人頭湧

湧，但人潮未算太擠擁。孝子賢孫大汗淋漓

頂着大太陽手持香燭冥鏹與三牲祭品供奉先

人，順便共度天倫，有市民一擲2,000元購

入祭祖用品，亦有市民指祭品價格隨物價通

脹上升，當中尤以紙祭品升幅較明顯，漲價

達兩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團體「歷史監察網
民自發」昨日藉着清明節，發起向二戰期間的慰安婦
公開拜祭，希望透過此行動引起港人關注慰安婦問
題。團體召集人李美娜又以個人身份，向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發公開信，呼籲教育局訂定指引，建議受聘的
通識科教師須具備歷史及相關培訓，以免學生獲取不
準確知識。
「歷史監察網民自發」召集人李美娜連同約十名網
民，昨日趁清明節在灣仔公開拜祭慰安婦，向已故慰
安婦獻花，並高叫「慰安婦不是日本聲稱的妓女，她
們是良家婦女。」團體不滿早前有傳媒引述日本一群
歷史學家及學者，聯署要求修改美國高中通用教科
書，指有關二戰時期的「慰安婦只係妓女」，認為此
描述嚴重破壞受害婦女聲譽。
團體召集人李美娜指，日軍曾在佔領期間於灣仔駱
克道一帶設立多間「慰安所」，強迫婦女提供性服
務，希望透過行動引起港人關注。她並以個人身份，
向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發公開信，呼籲教育局訂定指
引，建議教育材料應增加教育戰爭罪行，受聘的通識
科教師亦須具備歷史及相關培訓，而非單從網上引用
新聞資料，以免學生獲取不準確知識。

■團體「歷史監察網民自發」昨日清明節，發起向二
戰期間受害的慰安婦公開拜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由聖賢教育
學會主辦的乙末年清明祭祖大典昨日在香港
機場博覽館舉行。今屆祭祖大典已是連續第
四年舉行，吸引近8,000名來自港澳、台灣、
內地及海外賢達，共同在香江祭祀中華民族
的萬姓先祖。主禮嘉賓新民黨立法會議員葉
劉淑儀指出，定期舉辦祭祖盛會，進行傳統
文化的講座，對於彌合社會撕裂，團結香
港、以及凝聚全球華人，有着重要的意義。
祭祖儀式依照孔廟祭祖的古禮進行，包括

「啟扉、鳴炮、迎神、進饌、主祭官上香、
三次獻禮、恭讀祝文、飲福受胙、撤饌、送
神、望燎、闔扉」等，以顯示出後人不忘祖
先、不忘返本報始，以感恩的心，將最美好

的食物，供奉祖先、略表孝思的赤子之心。
祭祖儀式昨早10時正開始，當鐘鼓、古樂、
演奏出「咸和、甯和、安和、景和之曲」
時，全場鴉雀無聲、肅穆莊嚴，8,000名與
會者共同感受到孝心、恭敬心帶來的心靈淨
化。
本次祭祖的主辦方香港聖賢教育學會表

示，祭祖這個傳統在中國已繼承數千年，
可謂活化石，是十分珍貴的文化遺產。恢
復祭祖傳統的倡導人淨空老教授亦表示，
中國人的祖先最懂得教育，祭祖就是倫理
道德教育的具體展現。「若大家對久遠的
祖先都會念念不忘、恭恭敬敬，對眼前的
父母，能不孝順嗎？」

80008000人古禮祭祖人古禮祭祖 盼彌合社會撕裂盼彌合社會撕裂

■■祭祖儀式依照孔廟祭祖的古禮進行祭祖儀式依照孔廟祭祖的古禮進行。。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鮑旻珊 )民建聯
的一項調查顯示，有七成七紅磡區居民
認為，區內骨灰龕場帶來環境衛生問
題，七成一認為龕場會帶來心理壓力，
更有近九成人認為若骨灰龕場搬離紅
磡，可改善其生活環境。民建聯要求政
府當局加快審議立法，縮短龕場免責期
限，並即時取締違規的骨灰龕場，減低
對當區居民的影響。
民建聯在今年1月期間訪問103名紅磡

區居民，七成七受訪居民認為，骨灰龕
場帶來環境衛生問題，如燃燒香燭冥鏹
時所產生的灰燼；七成一受訪者認為有
心理壓力，令人聯想起死亡；以及有近
九成人認為，若骨灰龕場搬離紅磡區，

可以改善其生活環境。六成七人則要求
骨灰龕場應遷去新界郊區。
負責調查的民建聯九龍城區區議員吳

寶強批評，政府去年6月提出的《私營骨
灰安置所條例草案》，當中建議，1990
年後開設的骨灰龕場在法例生效後，龕
場可有最長6年的暫免法律責任的時間太
長及不合理，認為居民不應容忍違規的
龕場。
吳寶強促請政府當局加快審議立法，

並審視紅磡現時的骨灰龕場，不論是
1990前或後已存在的龕場，包括不符合
消防條例、地契的要求及屬違規建築，
就要即時取締；亦要求不獲發牌的龕場
亦應於1至2年內撤離。

另外，為了方便掃墓者化寶及減低對
附近居民的影響，食物及環境衛生署在
紅磡區貼出告示和懸掛橫額，指示市民

到先人靈位拜祭後，可拿着香燭冥鏹到
署方指定的化寶場，等候免費化寶服
務。

民記促速立法縮龕場免責期民記促速立法縮龕場免責期

■民建聯要求政府縮短龕場免責期限，並即時取締違規的骨灰龕場。 莫雪芝攝

傳統一輩對死亡有執着，要求「留全
屍」（土葬）或至少有龕位置放骨灰供
奉先人。食環署早於上世紀60年代開
始提供紀念花園撒灰服務，至今慢慢普
及，有前往祭祖的家屬認為，龕位供應

短缺以致價錢偏貴，環境也未及紀念花園清
幽；亦有家屬慢慢改變心態接受撒灰儀式。

歐陽先生：將來我都撒灰
歐陽先生的太太數年前過世，是家族中首
名使用紀念花園撒灰服務的成員。歐陽先生
指，當初輪候公營骨灰龕位的時間很長，
「主要是沒有期，一等要超過一年。」他曾
周圍打聽過私人骨灰龕位的價格，但兩年多
前問到的價格亦要三萬至四萬元一個，「位
置不太好，一係置頂，一係貼近地下。」至
於部分著名的私人龕場如寶福山等更要十多
萬元，「放咁多錢，但地方（指龕場）卻沒
有紀念花園乾淨，空氣亦不流通。」他指剛
剛拜祭完亡母後被焚燒物的煙霧燻至雙眼不
適，反而紀念花園禁止燃燒香燭冥鏹，更加
「乾淨企理」。於紀念公園撒灰及訂造紀念
碑全套手續僅一千多元，他坦言：「我自己
將來都會咁做（在公園撒灰）。」

顏女士：比困在室內龕場好
顏女士的亡夫亦使用紀念花園撒灰服務，

她指丈夫生前熱愛大自然，將骨灰撒在草地
回歸自然是其志願，她直指自己當初對撒灰
形式不能接受，但之後發現紀念花園環境清
幽，比較舒適，亦慢慢改變其觀念，「花園
環境不錯，總比困在室內（龕場）好。」
食環署早於1960年代開始提供紀念花園撒
灰服務，隨着時移世易，該類可持續的殯葬
服務愈來愈普遍，紀念花園撒灰及海上撒骨
灰等環保殯葬服務由2010年全年約一千宗，
2013年增加至逾三千宗個案。於紀念花園內
撒放骨灰需要事先向署方申請許可證，獲批
後免費於食環署轄下八個紀念花園將骨灰撒
在園內草地，申請者繳付指定費用後可在紀
念花園的牆壁上裝置牌匾以紀念先人。

■記者 袁楚雙

觀
念
漸
轉

■紀念花園環境清幽，並禁止燃燒香燭冥鏹。 劉國權攝

受惠最熱清明受惠最熱清明「「雪糕仔雪糕仔」」忙不停忙不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本港昨日天晴炎

熱，下午天文台錄得最高氣溫攝氏30.6度，為今年
以來的最高紀錄，亦是有記錄以來最炎熱的清明節。
市民不敵高溫光顧路邊雪糕車消消暑，帶動雪糕車小
販生意；拜山者紛紛指今年比較熱，所幸長假分散拜
山人潮，人流較疏落故尚算舒適。
昨日的清明節出現初夏般的氣溫，上水昨午一時

錄得33.8度高溫，為各區高溫之最。「雪糕仔」小
販林先生每年均會在鑽石山殯儀館外擺賣雪糕冷飲，
記者昨晨 11時所見，他開檔不消十分鐘已「開
齋」，前來購買冷飲及雪糕、冰條的市民絡繹不絕。

林先生笑言，剛開檔無法預期生意升幅，但天氣熱有
利飲品銷情，亦預留了較多飲料供應，他準備了約三
箱存貨應付清明節拜山人潮。
多名拜山市民均指，天氣炎熱，但「山就年年都
要拜」，故不會計較天氣，惟不少人手持大量祭品，
未開始上山已經汗流浹背。天文台公布，昨日下午錄
得最高氣溫30.6度，是今年最高紀錄，亦是有記錄
以來最炎熱的清明節，打破2002年及1950年清明正
日最高氣溫28.6度的紀錄。天文台預測今日部分時
間有陽光，天氣炎熱，市區最高氣溫約30度，新界
再高一兩度。展望隨後數天天氣較涼及有幾陣雨。

■多個墳場昨日人頭湧湧，但人潮未見十分擠擁。 劉國權攝

▲林太表示，今年購買祭
品的成本明顯增加。

劉國權攝

■梁婆婆指，祭品年年
加價。 劉國權攝

◀賴先生表示，今年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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