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解釋民間組織推廣漢服時可能會遇到的困難。 （10分）
（b）「全球化導致中國傳統文化日漸式微。」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說

法？解釋你答案。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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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街格格不入 重要場合顯文化
每個地方、民族、國家，都有屬於自己

的特色服裝。大眾對漢服的理解較為廣
泛，不只是僅僅指漢朝的服飾，而是借指
中國傳統服飾，例如：旗袍、宮廷服……
涵蓋範圍非常大。

借衫拍照有錢賺
文化方面，漢服代表中國文化，漢服若
能於本地或外國引起熱潮，中國文化能透
過時裝推廣至外國，並建立國際形象。近
年，不少中國女明星參加外國電影節時，
都穿着旗袍或極具中國特色的服飾（例

如：龍圖案、仿剪紙圖案、青花瓷圖案
等），一度引起國際熱話，留意到中國風
的時裝魅力。
經濟方面，漢服得以復興和推廣，會帶

來無限商機。在旅遊方面，租借當地民族
服飾是一熱門的生意。鄰近地方如韓國、
日本，租借韓服、和服的公司為數不少，
非常方便。租借服裝都鄰近自由景觀或古
蹟旁，方便遊客拍照，成為不少旅客的行
程之一。
香港是一個中西文化交匯的地方，穿着

漢服於這個現代化城市穿梭，實有格格不

入的感覺。惟內地可考慮相關商機。例
如：武夷山朱子學校，為推廣朱子文化，
會安排參觀學校的客人穿着漢服，模擬拜
師的儀式。

增加民族身份認同
社會方面，漢服倘能成為熱潮，能增加

身份認同。漢服的意義並不只是一類衣
服，而是象徵着一個民族，以及中國文化
內涵。當中國人自身都不欣賞漢服，其實
難以將這種文化推廣至外國。相反，穿着
漢服出席重要場合，是對自己國家的民

族、文化的一種認同。
隨着中國宮廷電視劇的興起，不少人留

意到中國服飾的華麗和典雅。惟要成為熱
潮，甚至流行於生活，尚有一段距離。
不過，其實傳統中國服飾並未真的在華人
社會衰落。旗袍經過改良後，成為華人女
性出席宴會深受歡迎的服飾；香港有不少
學校的校服為旗袍設計。中國人的婚禮，
亦會有穿着裙褂的慣例。

■劉穎珊
文憑試通識科5**狀元、中大中文系畢業
生、中大中學中文教育文憑在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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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 代 中 國 -
近年來，內地的青年人流行穿着「漢服」，形成一股漢服復

興熱潮，目的是承傳與復興中華傳統衣着文化，鼓勵人們穿着

漢服、宣揚漢族文化。所謂「漢服」，並無統一定義，泛指宋

明兩朝，一般所流行的漢人服飾，並加以改良與現代化。2003

年，鄭州人王樂天自製漢服並穿着上街，後仿效者日眾。然

而，推廣漢服是否真的有利應對全球化挑戰、承傳中華文化？

本議題將探討如下。 ■林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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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A：

2003年，河南鄭州人王樂天以「復興漢
服」為目的，穿具有典型交領右衽特徵服
裝上街，被宣傳為當代漢服復興第一人。
各地「漢服復興者」組織了多次身着漢
服的聚會，主要活動形式有：於公眾場所
穿着漢服、祭拜先烈、傳統成人禮（笄
禮、冠禮）、舉辦知識競賽、進行宣傳活
動等。
該民間組織指出，在中國內地，中式傳

統服裝普遍式微，重要場合以西裝為主，
漢服運動可以抗衡過度追趕西方時尚；

「漢服」為華夏族從上古至明朝漢人所穿
着的漢族服飾。可是現在年輕一代以為西
方就是潮流，卻不知道中國五千年底蘊多
麼珍貴。
不過，亦有大學教授指出，西裝成為世
界各國人民認可接受的衣着，主因是簡單
和高效率，非常適合現代商業社會節奏。
加上，因可大量生產，售價便宜。相反，
中國漢族傳統的闊袍長袖，穿戴繁複，而
且售價非一般人可以負擔，故在中國還未
流行起來。

想 一 想

（a）解釋困難的形成
根據中國現時的情況，能充分運用有關知識及

概念，例如：達成共識、宣傳教育、認受性，深
入及全面分析。
論點推論，需要扣緊及處理「民間組織」、
「推廣漢服」及「困難」等重要字眼，例如民間
組織所推動的活動，屬自下而上的組織力量，面
對資源緊張、人手不足、影響力有限等弱點，對
漢服的推廣構成負面影響；推廣漢服的內容需要
具體化，當中可以包括人手製作衣服，大型宣傳
及推廣活動，營運資金籌集及引起關注等。
「困難」即落實漢服運動之時可能面對的阻

力，需要概念化，成為不同的困難類別。

（b）立場判斷
根據資料，運用個人所知和概念延伸，如全球

化、文化取代、文化在地化、文化霸權等，清楚
有理及合乎邏輯地解釋自己的立場。並就正反兩
方面，提供全面及具批判性的論證。
回應有關論述，需要扣緊「全球化」及「中國

傳統文化日漸式微」等重心概念。前後兩者均屬
客觀存在的獨立現象，但可能存在因果關係；全
球化需要延伸至不同層面，例如文化全球化，經
濟全球化及政治全球化；中國傳統文化式微的特
徵包括邊沿化、弱勢化、同質化及消亡等結果。
要注意，文化互動的結果不一定是弱勢文化的

消失，可以是兩者並存或融合。
同意的論點，主要說明不同層面全球化如何導

致中國傳統文化日漸式微的結果；相反，不同意
的論點，則要弱化兩者關係，並嘗試提出其他導
致式微的原因，淡化兩者的因果關係。
卷二延伸回應題，除概念外，更看重同學個人

所知的廣度和深度。配合目前中國社會的情況，
提出適合的例子輔助說明，有助提高分數。

（a）難以在不同的持份者之間達成共識：
中國社會，包括各族人民、政府、學者等
對國服的式樣並無共識。漢服的代表性及式
樣會成為議論的焦點，達成共識很困難和需
要很長時間；
文化推廣困難：中國年輕群眾深受西方文
化影響，對傳統服飾難有認同感；
活動持續的困難：西方服裝品牌擁國際生

產分工，人手製作的中國傳統服飾缺乏競爭
力難以傳承；

適應時代變遷的困難：全球化下國際商業
社會講求效率，中國傳統服飾穿戴繁複無法
適應新時代的步伐。
（b）同意
文化霸權：文化全球化下，文化霸權國的

文化，被視為較高層次及時尚，在多方面主
導中國文化，例如快餐、衣服，削弱傳統文
化對年輕人的吸引力；
遵從國際慣例：因中國採取改革開放政

策，與世界接軌，加入國際組織，遵守外來
規條與價值觀。西方文化正在削弱中國傳統
文化的影響力；

強勢外來文化商品：經濟全球化讓跨國企
業輸出西方文化產品到中國。由於西方國家
及商業擁有較多的資源，競爭力強，因此西
方流行文化得以取代中國傳統文化等。
不同意
文化互動結果：中國文化並非、也不能只

由西方文化所主導，而是中西文化混合的產
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影響；
激發保護意識：本土文化獲得學校和家庭

保存及捍衛；
均等地位：文化輸出讓西方和中國本土文

化均獲得更多人認識及尊重等。

參 考 答 案

資料B：

文化霸權
「文化霸權」是指一個國家
從本身的利益和戰略目標出
發，強行把自身的思想、價值
觀及生活方式，以一種普世價
值的姿態推行至其他國家，從
而在世界文化上建立支配地
位。一個國家的文化若成為世
界主流文化，其價值觀就會支
配了國際政治秩序，有助該國
高踞國際領導地位。

文化帝國主義
西方國家為建立文化霸權，
將其文化產物大量向外傾銷，
這除了賺取龐大的經濟利益

外，還藉此向全球推廣西方的
政經制度、生活模式及價值觀
念。西方文化的入侵，使一些
國家的文化市場被大規模佔
領，同時削弱人民對自身文化
的歸屬感，形成日益嚴重的
「文化帝國主義」。

民間組織
又稱為非政府組織，泛指由

民間人士所建立並獨立於政
府，以解決各社會問題作為主
要目的的組織。其工作範疇廣
泛，包括環境保護、人道援
助、消滅貧窮、監察人權狀況
等不同範疇。

漢服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
民族服飾之一，《史記》中記
載，華夏衣裳為黃帝所製。
漢族的這一服飾制度自周代
至明代，漢人服裝的基本特徵
是沒有大的改變。明朝滅亡
後，清在與南明的戰爭中，清
朝統治者推行滿族髮型和滿族
服裝，並禁止人民穿戴漢族服

飾，史稱「剃髮易服」，使漢
服日漸式微。
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統治後，

人們的思想趨於西化，改穿西
式服裝，沒有恢復漢服。
在21世紀初，隨着中國國力

的發展，人們開始審視自己的
傳統文化，有些人又重新倡導
恢復傳統漢服。

「漢服」即漢族衣服

■■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舉行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舉行
古典詩詞創作大賽古典詩詞創作大賽，，參賽的參賽的
大學生身着漢服大學生身着漢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有指西式服裝簡單和有指西式服裝簡單和
高效率高效率，，適合現代商業適合現代商業
社會節奏社會節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