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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新年，一心收到親戚送來的禮物， 

一心說：「每年都送來不合用的東西，不送也罷。」 

一心的姐姐說：「禮多人不怪。」  

一心的弟弟說：「千里送鵝毛，禮輕情意重。」 

各人對送禮都有自己的看法。試以「送禮之我見」為題，寫作文章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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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是在生日、聖誕或是農曆新年這些特別節日，我們總會互相贈送禮物給

身邊的親朋好友。我們總覺得在節日中送禮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即使有時我們認為

收到的禮物不合用亦會繼續參與這個「送禮活動」，到底為什麼要繼續送禮呢？ 

 

  送禮一般是代表表達謝意或是禮貌的一種。古代兩國結交或互相拜訪時，送禮都

是必須的，用作表達善意，以及對他國的尊重。因此送出數量越多，價值越高的禮

物，便代表越重視這一段友誼。現在人們亦保留了這種觀念。每逢過節日，人們都會

購買平日自己不捨得購買的鮑魚，花膠送贈他人，為求顯得大方得體。但亦因為這個

觀念令現在許多人過份重視收到禮物的價格，送禮對人們亦變成負擔。而有誰還記得

送禮的意義呢？ 

 

  常言道，「千里送鵝毛，禮輕情意重。」送禮的本意是向對方表達謝意，或祝福之

意。送禮其實只是一種形式，如果我們過份著重物質，而忘記了贈禮人的心意，那麼

送禮便會變得公式化，只是一種虛榮心。近年經常爆出新聞指出有新娘新郎要求客人

的禮金必需超過一定金額才可以參與婚禮，又有因為客人贈送的金額太少而當眾羞辱

客人。舉辦婚禮是希望藉著儀式以及在親朋好友的祝福下，見證著兩人的喜事，人們

送禮贈禮金亦只是希望可以藉著送禮表達祝福，如刻意著重金額，最後只可能不歡而

散，悲劇收場。 

 

  既然送禮講求的只是希望向對方表達謝意，那如果對方每年都送來不合用的東

西，其實我們亦明白對方的心意，那麼我們可以要求他們不送嗎？在日本卡通《我們

這一家》的其中一集有這樣的情景︰「遠房親戚因為誤以為花家一家人都十分喜歡當

地出產的果凍，因此每一年都會寄一箱給花家。但其實果凍味道十分難食，而因為花

家不想破壞親戚的善意亦只好接受。」明明禮物對於自己是不合用的，為什麼就不能

向送禮人反映呢？當我們需要送贈禮物給我們不熟悉的人的時候，我們通常都會選擇

自己認為合用的禮物送給他人，因此當收禮人收到不合用的禮物亦會礙於禮物而不提

出。加上在選擇贈送的禮物時，我們通常不便直接詢問當時人，因此我們只能用自己

的直覺選擇禮物，無奈地便產生出不合用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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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送禮這個方法需要留意和壞處這麼多，為什麼我們仍然要堅持這個習俗呢？

因為對於陌生的親戚或另一伴的親人而言，送禮可以直接簡單的表現出你對他們重

視。雖然常言「物輕情意重」，但無奈地這個社會已經習慣以送禮來表現心意，加上雖

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表達自己的心意，敬重之情，但在這個世代，千言萬語都可以用一

件禮物來表達，簡單快速，人們何樂而不為呢？ 

 

  不論是用甚麼形式送禮，回歸初心，送禮亦只是希望表達祝福，感謝之情，我們

不應將它變成理所當然，而過分物化送禮，最重要的是能夠收到贈禮人的心意。謹記

「千里送鵝毛，禮輕情意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