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通識科考試中，單元四「全球
化」是其中一個熱門的出題方向，而
常見的考問模式，便是「影響題」。
當同學面對這類題目時，當中所談及
的全球化現象屬於何種範疇，是首要
考慮的因素，即經濟、政治、文化，
以及資訊等，繼而進一步因應議題的

性質，選取適合的答題框架，以作出分析，展現多角
度思考，如持份者、正負和時間性等等。
比方說，若要探討中國傳統節日如何受到全球化的

影響，首先，我們可以將其判定為文化全球化的範
疇，而針對這個議題，相對較難去劃分出有關持份
者，同時在時間性上，亦未見長短期的明確分野，因
此，以正面與負面影響作為切入點，是較為合適的做
法。

助建身份認同也促文化交流
在正面影響方面，文化全球化的出現，或使本土意

識與文化認同感有所提高，一些國家及城市更有自覺
性地保護傳統文化，維持文化獨特性，而近年來中國
政府則積極提倡保育一些傳統節慶的習俗，如北京由
2005年起解除在春節期間燃放鞭炮及煙花的禁令，更
有商家推出環保煙花，減少煙霧產生，以免加劇霧
霾；以及自2008年將中秋節、清明節及端午節列為國
家法定假日。
另外，文化全球化亦有助對外宣揚傳統文化，如端

午節的「賽龍舟」習俗，逐漸作為體育項目在歐美國
家流行，而每年由香港所舉辦的國際龍舟邀請賽，就
有世界各地不同的隊伍專程來港參與賽事。

華節日欠包裝 易受冷待
在負面影響方面，西方節日愈來愈受年輕人追捧，

但中國傳統節慶卻備受冷待。在文化全球化的衝擊
下，許多西方節日藉着商業營銷的推廣，如聖誕節、
情人節，吸引了不少年輕一代的興趣；而中國傳統節
日則欠缺宣傳，年輕人不了解當中的文化意涵，故有
所式微，導致近年便不時出現一些抵制西方節日，以
捍衛傳統節慶的聲音，如內地就有高校禁止學生慶祝
聖誕節。
總括而言，通識絕非一門「吹水」的學科，當中所
着重的是，同學對於一些時事新聞、恆常議題的理
解，以及能否做到多角度思考與批判性思維，故同學
在應考時，宜清晰展現自己的思考框架，使答案更具
條理。 ■馬燕雯

文憑試通識科5**狀元、中文大學中文系三年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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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參考資料A及就你所
知，試指出中國傳統習俗
的特性。

b. 參考資料B及就你所知，試分析中國
傳統習俗與現代社會之間的矛盾。

c. 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傳統習俗
在何等程度上對中國人的現代社會具有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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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閱讀以下資料，然後
回答問題：
資料A：
傳統習俗是指自古至今，一些社

會活動或行為因不斷重複進行而成
為了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習慣和風俗，這些習慣和風俗
因為獲得大眾的普遍認可和接受，約定俗成地成為社
會行為的規範和指引，普羅大眾都接受並集體進行這
些習俗，令它們能一代又一代地延續下去。中國地緣
廣闊、民族眾多，傳統習俗隨着各個民族的生活而逐
漸形成，並在歷史上沿襲及演進。
以春節為例，一個很重要的習俗就是拜年。拜年這

個習俗據說是從正旦朝會中演變而來。最早是大臣們
初一跑到金鑾殿給皇上朝拜，高喊「皇上吉祥」之
類。後來大家覺得這種祝福方式不錯，下殿之後，大
臣們之間也互相拜個年，再後來就變成了全民共拜。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章

資料B：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逐步走向現代化，

並與世界接軌。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仍承載着過
去中華民族的傳統習俗。很多人誤解中國傳統習俗僅
是指傳統節日，其實不然。傳統習俗包羅萬有，從用
筷子吃飯，到婚禮要下聘書和預備嫁妝，以至各種宗
教儀式，傳統習俗其實涵蓋了整個社會生活。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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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節和復活節剛過，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身邊

人對兩個節日的反應，是否截然不同？中

式節日常予人嚴肅、有歷史之感，而西方節

日則較為輕鬆，加上懂得包裝，似乎更受年

輕人愛戴——誰又沒吃過聖誕大餐，或在萬

聖節到海洋公園「受驚」呢！那麼，在社會

日趨現代化的情況下，傳統習俗正面對什麼

挑戰？傳統習俗和國民身份認同感又有何關

係？它將走向何方？作者將於下文一一詳述。

■李偉雄 福建中學（小西灣）助理校長

節日習俗：節日是人
們在長期的歷史生活
過程中形成的風俗，
一般而言會在特定的
時間內紀念特定的主
題。中國傳統節日大

都具有宗教、祈福、消災、休息及團圓的
意涵，中國在古代是農業社會，農業生產
令人們長年忙碌，需要節日作出調節和休
息。

從正月十二開始從正月十二開始，，人們開始準備慶祝元宵佳節人們開始準備慶祝元宵佳節，，吃湯圓吃湯圓，，看煙花看煙花，，熱鬧熱鬧
非凡非凡。。中國人的春節習俗中國人的春節習俗，，除了年三十看春晚這一現代化氣息較濃的事除了年三十看春晚這一現代化氣息較濃的事
情情，，大多都是經歷了數百年甚至兩千多年的歲月沉澱大多都是經歷了數百年甚至兩千多年的歲月沉澱。。很多習俗或可追很多習俗或可追

溯到三皇五帝時期溯到三皇五帝時期，，儘管有些會有點牽強附會儘管有些會有點牽強附會，，但仍可見其歷但仍可見其歷
史漫長史漫長。。漢代之前漢代之前，，由於曆法等原因由於曆法等原因，，春節的日期並不統春節的日期並不統
一一。。一直到漢武帝太初元年一直到漢武帝太初元年，，才開始把農曆正月定為歲才開始把農曆正月定為歲
首首，，年節的日期由此固定下來年節的日期由此固定下來。。辛亥革命以後辛亥革命以後，，開開
始採用公曆紀年始採用公曆紀年，，於是把公曆於是把公曆11月月11日定為日定為「「元元
旦旦」，」，把農曆正月初一稱為把農曆正月初一稱為「「春節春節」。」。

單元三：現代中國
（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主題2：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為甚麼部分傳統習俗能夠在中國人的
現代社會中延續和發展下去？為甚麼部
分不能？

●在何等程度上，傳統習俗對中國人的現代社會具有意
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習俗慶典

吃湯圓吃湯圓看煙花看煙花今古同今古同

習俗 起來潮潮

a.中國傳統習俗與社會生活關係密切，其特性如下：
獨特性：由於中國各民族的居住地域、資源及氣候均有差異，營造了不同的生活習

慣及社會文化，致令各民族的習俗有所不同，各有其獨特性。
普遍性：中國傳統習俗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而這種普遍性可體現於以下兩個層

面：首先，一些共同習俗會普遍地存在於各個族群間，而因着族群的不同，習俗的進
行方式亦略有差異。其次，一個族群的傳統習俗，在其族群內會存在普遍性，民族中
不論年齡和階級，均視習俗為族群內的重要行為規範，不跟從習俗可能會被社會或家
中長輩視為不合群及不尊重傳統。
延續性：傳統習俗亦具有延續性，透過社教化的過程，習俗得以一代一代地維持。

人們在年紀小時，透過長輩演示習俗，由此了解習俗的內涵及進行方式，此後隨着年
紀成長，再教育下一代，令習俗得以相傳下去。

道德教化作用：傳統習俗在中華文化的道德教化上擔當了重要的角色，它的教育功
能可分為兩個層面：首先是宗教方面的道德教化，通過進行各類有關宗教的習俗儀
式，人們相信只要不行惡事，並對神明敬虔便可得到祝福。其次，各類傳統習俗均強
調須尊重家族的長輩，建立長幼有序的觀念。

b.精神相對於物質：在現代的城市化社會，部分傳統習俗被物質化，精神內涵因而
被逐漸淡忘。由於城市生活緊張，工作忙碌，現代中國人更着重節日所帶來的閒暇享
樂氣氛，在追求熱鬧及歡樂之餘，卻忽略了節日的文化內涵。一切能夠被物質化的節
日習俗，都變成了推動經濟的商機，節日因此被扭曲、商品化。
形式主義相對於實用主義：中國不少傳統習俗講究形式，有既定的禮儀和程序，但

隨着時代進步，社會大眾的各類活動趨向講求實用主義，逐漸質疑一些傳統習俗的繁
文縟節存在形式主義問題，不少程序繁複的傳統習俗因而被簡化，並在適合現代生活
的原則下，保留了大眾認為具有價值的部分。

保守性相對於潮流性：隨着現代社會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加上受西方文化的影響，
現代中國人追求時尚和品味的生活；不少傳統習俗富有保守性，既追不上社會潮流，
又要面對西方節日習俗的衝擊，因而在社會的受歡迎程度日減，甚至逐漸被忘卻。反
過來說，西方節日對現代人而言則較具吸引力，雖然不少西方節日亦是由神話故事演
變而成，可是西方商人卻善於將它們包裝，並注入體貼現代人生活的元素，因而比傳
統習俗更具吸引力。
迷信相對於科學：不少傳統習俗均源於民間宗教信仰及神話傳說，但在以科學為基

礎的現代社會下，不少傳統習俗因為其神話和神秘內涵而被視為迷信及落後。

c.中國傳統習俗在很大程度上對中國人的現代社會具有意義：
社教化：我們並不是一出生便懂得各種社會規範和價值觀，而是需透過不同的媒介

去學習如何待人處事。通過傳統習俗，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可在觀察和實踐的過程
中，學習到不少中華民族普遍認同的道德規範和價值觀。

文化身份的認同：對個人或群體而言，確立及認同自我身份均有着重要的意義。學
者指出，身份認同是建基於個人對自身文化的認同。傳統習俗包涵中華民族悠久的文
化，人們在進行傳統習俗時，將可認識及學習民族文化，藉此建立「中國人」的身份
認同。

開發文化產業：從文化角度來看，傳統習俗是重要的文化遺產，它不僅能提升民族
認同、促進社會和諧，而且憑藉其豐富的文化資源，傳統習俗亦可發展為文化產業，
為社會帶來新的商機。事實上，在全球化的潮流下，各個國家均有了解別國文化的意
慾，旅遊業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途徑。傳統習俗是一個國家重要的文化資源，將傳統習
俗包裝成別具特色的文化產業，將可吸引各地旅客遊覽，為國家創造龐大的商機，同
時亦無形中促進了各國的文化交流。
然而，隨着社會生活水平的提高，及西方文化的傳入，部分中國

人追求全球化的生活。他們視傳統習俗為保守，追不上潮流。然
而，這些習慣和風俗仍獲得大眾的普遍認可和接受，約定俗成地成
為社會行為的規範，令它們能延續下去，對中國人的現代社會仍具
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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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國現代中國++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責任編輯：戚鈺峰 ■版面設計：邱少聰 2015年4月23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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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舟也可以富
有現代氣息，圖為花
蓮第七屆環保龍舟創意
賽中的奪冠環保龍
舟。資料圖片

■■重慶有微信
二維碼祭掃活動，
既環保又不失祭掃精

神。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