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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題 指 引

想 一 想

剛剛過去的中秋節剛剛過去的中秋節，，不少市民會購買月餅作送禮之不少市民會購買月餅作送禮之

用用，，有環保團體調查香港市民的消費習慣有環保團體調查香港市民的消費習慣，，發現受訪發現受訪

者家庭去年平均丟棄者家庭去年平均丟棄00..7676個月餅個月餅，，推算去年全港家庭合共推算去年全港家庭合共

丟棄近丟棄近185185萬個月餅萬個月餅。。香港人普遍接受西方可持續發展的觀念香港人普遍接受西方可持續發展的觀念，，

重視環保重視環保，，減少浪費減少浪費。。面對世界的大氣候面對世界的大氣候，，中國傳統習俗應否保中國傳統習俗應否保

留留？？本篇作者將以應試形式本篇作者將以應試形式，，和大家一一探討和大家一一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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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上文，指出中秋節吃送月餅的爭議點。
2. 承上題，指出該爭議中不同持份者的意見和理據。
3. 有意見指，「中西文化不是互相對立的，反而可以彼此共
融，互補不足。」你同意嗎？試舉例說明。

1.可指出綠色力量就月餅進行的《中秋節消費及慶祝習慣》的調查結果。

2. 可指出「取消吃送月餅」的支持者和反對者的觀點。支持：浪費食
物、不健康、有其他食品和贈送選擇等；反對：維繫感情、推動經
濟、可適量贈送等。

3. 選擇型題目，同學宜先把題目分成兩部分，「是否互相對立」和「可
否彼此共融」，以月餅為例，同意可指出冰皮月餅正正是「不互相對
立」和「可共融」的結果。

延 伸 閱 讀

請先閱讀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贊成
●香港人每年佳節過後，往往剩下很多月餅未吃便已到達食用限期，最後
當作廢物丟棄，嚴重浪費食物。有見及此，我認為應要取消中秋節吃月餅的
習俗，防止浪費食物。
●根據以上調查，發現受訪者家庭丟棄月餅情況頗為嚴重，
平均丟棄0.76個月餅，由此估計2014年全港家庭共丟棄
185萬個月餅。另外，該調查近七成受訪者並不喜歡獲贈月
餅，其中更有兩成人表示非常不喜歡。由此可見，親友之
間互贈月餅只是約定俗成，並非真實需要。
●另外，月餅並非健康食品，熱量甚高，容易致

肥。現代人重視飲食健康，對於垃圾食物敬而遠之，
不少人丟棄月餅。我認為應取消中秋節吃月餅的習
俗，便能夠減少浪費食物。
●雖然取消吃月餅有不少影響，如淡

化節日氣氛，巿民少了一個食品的選擇，
但是吃月餅只是中秋節眾多傳統習俗的其
中一個，其他習俗還有賞月、玩
燈籠等活動。這些活動既環保又
富有節日氣氛。根據以上資料，
不少受訪者認為陪伴賞月或請吃
飯比送贈月餅更好。
●最後，隨着科技的進步，中
秋節送贈月餅並不是親友互送祝
福的惟一選項，其實大家可以用
電子賀卡，或者手機通訊軟件互
傳心意。這種做法不但環保，又
能達到聯繫感情的目的，可謂一
舉兩得。
●總括而言，中秋節吃月餅的習俗只
會浪費大量食物，不符合香港人現時重視環保
的價值觀，所以我們應取消中秋節吃月餅的習俗。

反對
●香港人重視中國習俗，每年中秋節都會慶祝。吃月餅是中國人很重要

的傳統習慣，有必要保留。有見及此，我認為傳統不可放棄，必須保留吃
送月餅的習俗。
●首先在文化層面，中秋節當日滿月掛高天，一家人在圓月之下聚首一

堂，有着「人月兩團圓」的意思。在這種情景下，吃一口圓圓的月餅，能
夠增添節日氣氛，讓人沉醉於月色下，跟家人共享天倫之樂。
●月餅又可當作禮物，送贈親朋戚友，聯繫感情。月餅能夠
培養現今社會人們重視家庭和親情的思想，改善現代家庭
關係淡薄和冷漠的弊病，建立現代家庭關愛和融洽的道德
價值觀。
●在經濟層面，月餅是中秋節應節必備食品，連帶相關
的附屬產品，例如月餅廣告、月餅券、月餅禮品包等
等，為各大餅店每年賺取龐大的收益。所以，吃月餅

這個傳統習俗帶動本土經濟，推動本地商業發
展。
●雖然在環境層面，吃剩月餅會造成浪費，
但是根據以上資料，發現受訪者家庭在
2014年平均只丟棄0.76個月餅，比對2004

年調查以來，仍屬低水平，顯見巿
民近年丟棄月餅情況已有改善。其
實只要我們改變送贈月餅的習慣，
便能減少浪費食物。送贈月餅前，
先了解對方需要，再購買適當數
量。這種做法既不浪費，又能保留
傳統中國良好的傳統習俗，可謂一
舉兩得。
●總括而言，中秋節吃月餅是香

港人十分重視的中國傳統習俗，我們
有必要加以保留，不能取消中秋節吃
月餅的習慣。

模 擬 試 題

香港環保團體綠色力量就月餅進行《中秋節消費及
慶祝習慣》調查，以了解巿民慶祝中秋節習慣。調查發現

受訪者家庭去年平均食用約8個月餅，丟棄0.76個月餅，丟棄月
餅數量雖較前一年調查輕微上升，但比對2004年調查以來，仍屬低

水平，顯見巿民近年丟棄月餅情況已有改善。
調查指出，近七成人偏向不喜歡獲贈月餅，當中更有兩成受訪者表示非

常不喜歡，不少受訪者認為陪伴賞月或請吃飯比送贈月餅更好；受訪者家
庭預計今年將平均購買約兩盒半月餅，當中仍以送禮為主。
綠色力量高級保育經理呂德恒表示，推算去年全港家庭合共丟棄近185萬

個月餅計，浪費情況仍有待改善。而且在調查中可見，送贈月餅只是傳統
習俗，並非實際需要，結果是送贈愈多，丟棄愈多，提醒巿民改變中秋送
贈月餅的習慣，宜送贈前先了解對方需要，否則只會造成浪費。

想 一 想
有人認為，為了減少
浪費，應要取消中秋
節吃送月餅的習俗；
但有人卻認為，傳統
不可放棄，必須保留
吃送月餅的習俗。你
較認同哪個觀點？試
參考以上資料加以解
釋。

參 考 答 案

每年農曆8月15日，是傳統的中秋佳節。這時是一年秋季的
中期，所以被稱為中秋。此夜，人們仰望天空如玉如盤的朗朗
明月，自然會期盼家人團聚。遠在他鄉的遊子，也借此寄託自
己對故鄉和親人的思念之情。所以，中秋又稱「團圓節」。到
了今天，中秋節的習俗很多，形式也各不相同，但主要離不開
賞月、祭月、猜燈謎、玩燈籠和吃月餅，寓意家人團圓。

概 念 連 結
傳統習俗：文明演化而匯集成的一種反映民族特質和
風貌的社會風俗、禮節、習慣、禁忌等的總和。傳統習
俗的範圍很廣，可以包括衣、食、住、行、娛樂、社
交、戀愛、婚姻、喪葬、宗教、歲時和藝術等。

小 知 識 意重「團圓」

中國歷史悠久，文化源遠流長，擁有多個傳統節日，
例如農曆新年、端午節、中秋節等等，而部分節日更被
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內。中國節慶附帶許多習俗，
而每個習俗都承載着濃厚的中國文化。但是，隨着中國
面向世界，中西文化流通，西方的價值觀便湧進來，使
不少傳統文化受到衝擊，傳統習俗也有可能被淘汰。
在面對傳統文化習俗被取代的時候，我們需要考慮該
項習俗的重要性和取代後帶來的損失。中秋節吃月餅的
習俗包含了家庭團聚的意思，親友之間互相送贈月餅又
可聯繫感情，各大餅店又可趁此機會賺取收益。如果取
消了這個習俗，以上各項好處會隨之消失，難以彌補。
我們也要正視吃剩月餅可能造成浪費的事實，並且提
出相應的改善方法。例如巿民可以先了解親友的真實需
要，才送贈適當數量的月餅，減少浪費食物的機會。

冰皮月餅 中西合璧
其實中西文化不是互相對立的，反而可以彼此共融，
互補不足。傳統月餅熱量較高，一個雙黃蓮蓉月餅等於4
碗飯的熱量，吃過量不健康。香港餅家多年前引入西方
製造凍餅的技術，創造出冰皮月餅，不但熱量較低，並
且款式眾多，貼近年輕人口味。自從冰皮月餅的出現，
月餅銷售額逐年上升，各間餅店爭相仿效，形成良性競
爭，更令中國傳統有效地在年輕一代傳承下去。因此，
傳統文化習俗只要加以融合改造，或者中西合璧，便能
創造出新形式，為香港年輕一代所接納。

正視浪費 擇量贈送

環保團體調查市民消
費習慣，發現受訪者家
庭去年平均丟棄0.76個
月餅，推算去年全港家
庭合共丟棄近185萬個
月餅。

背景

支持
浪費食物、不
健康、有其他
食品和贈送選

擇等

爭議
應否「取消吃送月餅」

反對
維繫感情、推
動經濟、可適
量贈送等

VS

中西文化是否互相對
立？可否共融？事例？

思考

月餅與環保

■有人認為中秋節不一定要吃月餅，可以賞月、玩燈籠。
資料圖片

月餅月餅月餅惜食惜食惜食 中秋中秋中秋環保環保環保

■大嘥鬼 設計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