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 擬 試 題

年份 死亡人數 火化宗數 紀念花園撒灰宗數 海上撒灰宗數
（佔火化比率） （佔火化比率）

2010 42,705 38,006 1,171（3.08%） 804（2.12%）

2011 42,188 37,916 1,648（4.35%） 661（1.74%）

2012 43,672 39,494 2,023（5.12%） 791（2.00%）

2013 43,399 38,914 2,354（6.05%） 797（2.05%）

2014 45,710 41,244 2,697（6.54%） 856（2.08%）

資料B：骨灰龕商業

(a) 根據資料B，解釋導致資料A香港處理遺體方法轉變的兩個因素。（6分）

(b) 有指「網絡祭祀較傳統的祭祀模式更能配合香港的情況」，你是否同意這個
說法？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加以說明。（8分）

a題拆解：
學生需要先指出資料A中處理遺體方法轉

變情況，並需要從資料B中歸納出導致轉變的
因素；學生亦應要留意「原因」和「因素」
之別，如只可引用資料或指出原因，整題最
多只可得3分。

b題拆解：
題目屬於立場題，學生需就題目建立自己
的立場，並利用不少於三個論點以比較網絡
祭祀較傳統的祭祀何者較配合香港情況，而
要取得高分，亦需於末段進行駁論。學生亦
需留意題目中的關鍵字詞，回答時需要緊扣
「香港的情況」，不止於比較網絡祭祀較傳
統的祭祀模式。

資料A：過去5年死亡人數及處理遺體方法

模 擬 試 題

香港雖然是華人為主的社會，但隨着時
代變遷，一些喪葬禮儀如「守孝三年」、
「素顏」、「素服」等已漸被淡化。雖然
中國人亦有保留全屍的傳統觀念，認為先
人應「入土為安」，埋在土地底下才會得
到安息，不過時移世易，香港市民對保留
全屍的觀念沒有從前般執着，普遍採用火
葬方式。
基於政府的土地規劃問題，本港的墓地

及骨灰龕位長期短缺，目前香港每年死亡
的人數約是4萬多人，但政府提供的墓地
早在2003年或以前已經額滿，而每年輪
候公共骨灰龕的申請多達3萬個，預計未

來10年料最少欠30多萬個骨灰龕位。
鑑於連骨灰龕位都供不應求之故，近年

選擇撒灰服務的宗數有上升的情況。
食環署自2010年1月23日起逢星期六
提供免費渡船服務，配合宣傳下鼓勵市民
把先人骨灰撒進大海，每年約處理500宗
申請。
有社工表示，部分家屬因為本港骨灰龕

不足而選用「撒灰服務」，亦有因為先人
喜歡大海或曾當海員，生前要求將自己的
骨灰撒進大海；亦有部分獨身又無兒無女
的老人家因為不想死後麻煩親友以及不想
霸佔靈位，故選擇「撒灰服務」。

資料C：撒灰服務及網祭
香港政府近年大力宣傳「撒灰服務」，
配合「無盡思念」網上追思平台，方便市
民隨時隨地透過互聯網悼念摯愛逝者。雖
然有指網祭未能令「孝子賢孫」身體力行
地表達慎終追遠的傳統思想，亦減少了掃
墓期間與家人一起走進大自然的家庭活動
時間，有損慎終追遠的傳統，但事實上心
意遠比形式更為重要，傳統的習俗禮儀亦
不應被規範於形式之上。
有新一代表示，網祭便於工作繁忙、外

出未歸、學子遊人等特殊群體，而且互聯
網的永續性和跨越地域性有效幫助人們永
恒延續對先人的悼念。另一方面，網祭亦
帶來不少好處，例如綠色、環保，節約能
源，是一種配合科技發展及人類進步的新
意念，同時亦可回應香港土地不足的局
限。不過，網祭的興起對傳統祭祀服務
（如紙紮業）帶來打擊，而且網祭的虛擬
感或會令人形成一種娛樂或遊戲態度，嚴
重削弱傳統家庭宗族傳承的功能。

題 目 拆 解

參 考 答 案

政策問題 墓地及骨灰龕位的數量
供不應求

傳統思想的沒落 隨着時代變遷，一些喪
葬 禮 儀 如 「 守 孝 三
年」、「素顏」、「素
服」等已漸被淡化；香
港市民對保留全屍的觀
念沒有從前般執，普
遍採用火葬方式。

先人意願 個人喜歡：先人喜歡大
海或曾當海員，生前要
求將自己的骨灰撒進大
海；無兒無女：不想死
後麻煩親友以及不想霸
佔靈位。

政府配套／宣傳有力 食環署自2010年1月23
日起逢星期六提供免費
渡船服務，配合宣傳下
鼓勵市民把先人骨灰撒
進大海。

(b) 傳承傳統文化本質

網祭
．內心尊重較儀式行為更為重要，
加上跨越地域性的網絡可以幫助
人們在遙遠的地方悼念故人，能
有效鞏固傳統文化。
．現今家庭成員人數少，網祭簡單
易處理。
．傳統中國的喪葬禮儀有一定的要
求和程序，有些程序甚至很嚴謹
和繁複，不易處理。

傳統
．掃墓祭祀過程具體表現孝道（身
體力行）；
．掃墓期間能與家人一起走進大自
然，有助增進家庭關係。
．網祭的虛擬感讓人形成一種娛樂
心理，遊戲態度，而且削弱傳統
家庭宗族傳承的功能。

經濟
網祭

．傳統安葬需要不少土地空間，耗
用不少土地資源，不利整體經濟

發展。
傳統

．傳統的祭祀服務需求能提供相當
的生產力（如傳統祭祀品手工
藝、紙紮業），貢獻社會經濟。

文化
網祭

．互聯網是新一代的文化體現，它
的永續性和跨越地域性幫助人們
永恒延續對先人的悼念。

傳統
．傳承傳統中國重孝道及宗族為本
位的文化精神。
．能傳承一些傳統祭祀品手工藝，
如紙紮業。

環境
網祭

．潔淨環保。
傳統

．祭祀過程消耗不少資源、祭品，
而焚燒冥鏹亦會造成環境污染或
釀成意外。

綠色葬禮顯社會多元化
中國人對「家」的概念根深蒂固，家的組

成不僅是一起生活的人，更是指一個容身之
所，一個屬於自己的地方。活在人世，人們
窮盡一生的青春和金錢「上車」；離開塵
世，人們也希望有一個魂歸之所。

海葬環保「網祭」兒戲？
由傳統木棺葬禮轉成火化骨灰罐對人們
而言已經是一大讓步，土地問題迫使人們
不得不妥協，而在這之後有人提出一個更
「過分」的建議—「綠色殯葬」。意思

就是人們用最自然的方式回到自然，即使
未能為環境帶來益處，至少減低對環境的
傷害，例如用較環保的火化方式並把骨灰
撒在花園或海裡，而墓碑則是由一個網站
代替。 一個網站、一份虛擬祭品，有人
認為如此莊嚴認真的事顯得太過兒戲。中
國人重生亦重死，希望親人往生可以入土
為安，有個好歸宿，把骨灰隨便撒開，似
乎顯得不太尊重。
而在外國，亦有其他形式的綠色葬禮，

例如把骨灰混合成魚礁，讓親人安息於深

海，而且更可容納其他骨灰魚礁，讓往生
者死後能重聚。

新舊觀念碰撞
對於新一代的人而言，他們對安葬的觀

念較為開放，自然較容易接受這種安葬儀
式，但是對於老一輩的人而言，他們亦有
自己一套的價值觀和信念。可以做的是讓
他們知道還有其他方法以及它們的好處，
然後尊重他們的決定。遺體器官捐贈亦一
樣，親人願意捐出自然是好事，但是亦不

能強求或批評。在網上經常看到不少批評
拒絕捐贈是自私的行為，應該讓往生者遺
愛人間。
對於我而言，器官捐贈是行善性質大於

社會責任，但其他人或會持相反的意見。
在這多元文化的社會中，互相尊重是大家
一起生活的前提，社會觀念會隨着時間而
改變，人們會變得更open-minded。而我
們可以做的就只是宣傳和教育而已。
■陳潔珊 文憑試通識科5**狀元、科大

商學院四年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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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日 香 港 + 現 代 中 國 -

20162016年年99月月88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不少香港人仍保留着傳統的中國觀

念，認為需要將先人「入土為安」。然

而，香港一直地少人多，墓地甚至骨灰

龕位都長期短缺，於供不應求的情況

下，先人又如何入土為安？政府一直大

力宣傳「撒灰服務」，以減少安放先人

對土地的需求，此法又是否得到香港市

民的接受？以下將會用不同的角度，分

析近年香港人對「入土為安」的看法。

■李文靖

青松侯寶垣中學通識科副科主任

單元三 現代中國（按教育局指引）
探討問題：
．為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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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部分不能？

．在何等程度上，傳統習俗對中國人的現代社會
具有意義？家庭觀念的演變，顯示傳統文化和
現代生活有什麼關係？

清明祭祀：中國傳統文化注重慎終追遠，認為
子孫應謹慎處理先人的喪事，並要定時供奉、拜
祭，因為這能表現對親情和血緣關係的維繫，體
現傳統孝道，傳承「事死如生」的態度。

網絡祭祀：利用網絡進行祭祀，後人可利用網
頁為先人建立墓地、紀念堂或祠堂，並隨時於網
絡進行拜祭或獻花。

議 題 探 索

概 念 鏈 接「避鄰」阻建龕位 民居改裝恐違法
新 聞 背 景 本港每年約4萬

5千人死亡，近九
成會選用火葬形式

處理先人遺體，然而香港的墓地和骨灰龕位嚴重
供不應求，由於厭惡性設施的避鄰效應，興建公
營骨灰龕位的計劃仍未能進行。雖然地政總署指
出，若將民居改裝成私營骨灰龕場，可能違反地

契，不過，早前食環署就私人骨灰龕場的規管問
題表示，若私營骨灰龕場僅用作存放骨灰，不屬
違法，毋須領牌都可經營。
私人骨灰龕場的規管問題複雜，政府執法存在

困難，而墓地又因城市的發展而有所不足，那政
府近年力推的「撒灰服務」又是不是可取的出路
呢？

難有葬身地難有葬身地
「「撒灰撒灰」」亦心安亦心安

■本港的墓地和骨灰龕位嚴重供不應求。 資料圖片

■■海葬日漸普及海葬日漸普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政府為推廣綠色政府為推廣綠色
祭祀而設立的祭祀而設立的「「無無
盡思念盡思念」」網站網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a) 資料A中處理遺體方法轉變：
「火化」及「撒灰」宗數上升+「撒灰」所

佔的比例亦有上升情況（需要引用數值）
根據資料B進行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