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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的概念在中國歷史中從未
缺席，甚至已漸轉為傳統文化的
一部分。「禮多人不怪」這類說話
更是在世人心裏漸漸扎根。但是
禮真是維繫人與人關係最不可或
缺的嗎？它真有如此重要？

不可否認，送禮作為一個表
達感謝的行為，作為一個維繫人
與人關係的行為，是重要的，它是
人類表達情感之媒介。

自懂事起，逢年過節，父母
總會拿大包小包去各親戚家串
門。為何？因為「送禮」是人民之
間表達美好心意最直接的方法，也
是最顯而易見的表達方式。一袋水
果，一封利市，所包含的不單只是
禮物這麼簡單，而是對親戚朋友許
久未見之掛念，對親戚朋友諸事
如意之祈願，蘊含了對他們千言萬
語之祝福。而禮物作為一個載體，
承載這些難以言喻的情感，交託
於親戚朋友之手，正如那句「千里
送鵝毛，禮輕情意重」所講，禮之
輕重與其中的情意往往不會畫上
等號。

但是現今愈來愈多人誤解送
禮的意義，他們認為只有對方送
的禮有一定的物質價值，才可
見到對方對自己的重視，才可見到
對方對自己的關懷。各類宴會上
那所謂的份子錢（編按︰即禮金）

不正如是？

在愛情裏，部分人總是覺得
只有對方送的禮物足夠貴重，如
鑽戒，才可見到對方的真心；在親
情裏，部分孩子總是認為只有父
母給予自己真正貴重的禮物，如
各類名牌商品，才可彰顯其對孩
子之愛；在友情裏，部分人總是
覺得只有朋友贈予自己貴重禮物，
才可體驗到所謂兩脇插刀之重情
重義。但，這真是為了傳達美好
的感情而送禮的嗎？禮物本身的
價值才是重點嗎？

這些人將「送禮」的重點聚
焦於禮，只重視了「禮」所代表的
價值，他們將這價值與「禮」後
的情感畫上等號，但是卻忽略了
「禮」前之「送」。「送禮」中的
「送」才是使送禮成為中國重要
的傳統文化的原因，「送」所代表
的，是一個人心甘情願地犧牲自
身的利益而為另一個人帶來的貢
獻，這才是送禮真正的意義。而
這「禮」不過是當中因損失自身利
益但為別人帶來貢獻的其中一個
媒介，遠遠不如「送」中之情。

綜上所言，我們可以看出
「禮」不過是一個媒介，而「禮」
不一定是物質上可視之物，更可
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貢獻，乃
至對整個人類社會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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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對孩子無微不至的關
懷，當作是父母之愛的載體，一
直環繞於孩子身邊，並不斷為孩
子帶來保護，為孩子帶來學習的
機會，這關懷則可視作「禮」。老
師對學生無私給予的知識，為學
生帶來了不斷的自我提升，不斷
增值的空間與機會，這對學生是
有益的，故「知識」可視為「禮」。
而每一個對世界對人類有重大
改變，並為人類帶來巨大貢獻的

革命、主義等，則都可以視作對
後代人之「禮」。例如歐洲的工
業革命，中國推翻封建主義的辛
亥革命，甚至是馬克思主義的誕
生，都可視作對人類之「禮」。無
形之禮遠別於物質，它們一開始
總是難以被察覺，以至於只有在
多年以後，經過時間的沉澱，人
們才漸漸發覺它們那無法估量的
價值，但這價值卻並非「禮」之
價值，而是「禮」所帶來的美好
轉變，偉大貢獻之價值，至於這
轉變與貢獻的根源，便源於「送」
之人內心寄託於「禮」中的情意
和美好憧憬，故此「送」才是「禮」
之根本。

「禮」雖重要，但並非必要。
如同文字的出現，使人與人間思
想的傳達更加便利，但在文字出
現前，人亦可通過圖畫傳達意思。
「禮」作為介質只是傳達「送」之
情意，間接地助人更易感受和理
解，但人仍可通過文字和其他方
式將情意展現。

「禮」之所至，情之所達。
「禮」的偉大因「送」出的情而偉
大，「禮」的珍貴，因「送」出的
意義而珍貴，它，讓情意到達每
個人的心中。

� （約 1368 字，文章經編輯修訂）

送禮之我見

雖說創意重要，但論說文的基本架構仍不可不建。例如︰

文章的層次便成形了，若按分量區分，則「我見」部分應約佔七成。

1   指出現象（古今中外，送禮皆普
遍？徒具形式？）

2   提出問題（如是否已氾濫成災，
捨本逐末？）

3    簡單分析問題成因（是自然而然

還是人性貪婪？）
4    然後緊扣「我的看法」（評價送

禮的行為，並提出改善之法？）
5   最後再次強調自己看法的正確，

作出呼籲（社會應建立正確風氣）

提升立意，簡言之，就是提升自
己文章的價值。說到價值，表示文章
宜有正確的價值觀。老套說，依然是

「文以載道」，同學的觀點，若能撥亂
反正，利己利他，對社群有正面影響，
會較為討好，易於發揮。這一點，我
仍然認為，應試與自由寫作有點不同。

回看同學文章，對送禮之現象
觀察入微，現象與見解交替出現，惟
是對論說文框架的理解仍有待加強。
文章過於集中指出送禮的各種現象，
「我見」的部分則較為柔弱，同學可
更大膽地多用「反思」、「我認為」
等關鍵詞語，以回應「我見」。

其實也不難處理，最重要是捉緊
「論說文」的題眼，鞏固「我見」（個
人觀點），層層遞進，援引例子，並以
提升「立意」作為中心思想。根據課
程精神，我們可以設想，這題是希望
同學反思「送禮」之意義，也想請同
學給給建議，如何通過對「送禮」之
理解和修訂，讓社會變得更好。

立意，指的是文章的主題、中
心思想。我們構思時要問自己，寫這
篇文章，有什麼目的（雖然考試很重
要，但請不要說是為了考試啊）？有
什麼價值？應當有足夠自信，社會上
的人，如果沒看過這篇文章，肯定有
損失！這樣去推敲立意，我認為雖不
中亦不遠。

以下提出一些「反思」建議，供
同學參考、思考。倘能對一般理解提
出質疑，或加以深化，同學的觀點，
自然得以強化。
1   禮多人不怪？人與人，國與國，看

似應然，實非必然。例如收禮的
人可能會感到壓力，或與收禮的
原則有牴觸。

2   物輕情意重。送禮只是表達一點

心意，彼此皆不宜過於重視禮物
的物質價值。

3   送禮已是普遍現象，甚至社會亦
已習非成是，同學依然可以提出
大膽想法，如建議切斷「送禮鏈」。
例如由自己做起，堅持不送禮亦
不收禮（當然亦歡迎其他好方
法），以求建設一個更純樸的社會。
當然，這可以只是其中一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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