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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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禮之我見 

6D(2019-2020) 陳安倢 

2020 年香港中學文憑試卷二答題(5*) 
 

  每逢佳節，我們都會送上不同的禮物予親朋戚友，亦會收到各式各樣的禮

物。你又有否想過，人們送禮的意義在哪？為什麼有些人收到禮物後興奮無比，有些

人卻冷淡回應？以下我將從送禮的目的、誤解及好處三方面論述我對送禮的看法。 

 

  送禮的原意是向受惠者表達心意。日常生活中，我們格外細心地挑選禮物的時

候，就是打算送禮予我們愛的人的時候。只有送給家人、知己、恩師才會精挑細選，

為求找到一份合符對方心意的禮物。這都是因為我們希望向他們真誠地表達友善的情

感，單純想送上祝福或謝意，並無其他非份之想。例如韓愈真心的欣賞李幡即使精通

六藝經書也不因跟從老師學習而羞恥的態度，才寫了《師說》送給他。韓愈只是嘉許

李蟠的態度，才寫下文章，可見他送禮的目的只是單純想表達欣賞之情。但是，隨著

時代的變遷，人們送禮的見的逐漸變得虛偽。現今社會上不少人為了權力、地位，以

送禮為討好別人的手段。例如是最常見的辦公室情況，第一天入職的員工為了打好關

係而送上西餅，甚至更名貴的東西，似乎已成「家常便飯」。在這個充滿競爭的社會，

人們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送上禮物，印證了「人逐利而為」的說法。人們送禮只是想滿

足自己的慾望，漸漸忘了送禮的原意是真誠表達心意。 

 

  另一方面，不少人對送禮產生了各種誤解。在物質化的社會中，人往往用金額來

衡量及判定一份禮物的價值。一則香港中文大學的調查指出，超過百分之五十的受訪

者認為五百元以上的禮物才算得上「珍貴」。可見，價錢成為了一份禮物的主要準則。

可是，「物輕情義重」。即使是便宜的禮物或細小的東西，都能盛載著滿滿的心意，就

像有「千字文」的心意卡、自製蛋糕等，雖然要花費的金額不多，大部份人都負擔得

起，但有時候送禮者的心意是無人能及、獨一無二的。因此，送禮時並不一定要揀選

價格高昂的東西，心意才是最重要。再者，現代人好像都忽略或不知道傳統禮節主張

的「禮尚往來」。我們每次收到心儀的禮物時，難免會有喜悅的心情。但卻很少人會思

考往後應送甚麼給對方。「來而不往非禮也」，收到禮物卻不回禮是不符合禮節的表

現。因此，我們應要有回禮的概念，以感激對方表示的心意，以維持和睦的關係。 

 

  自古以來，送禮似乎是一個習俗，而一個習俗當然會帶來正面的影響。對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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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而言，送禮能促進彼此聯繫，使雙方更了解對方，透過饋贈禮物，人與人之

間增加交流，觀察對方收到禮物的反應而更加了解對方的喜好，從而增進感情。雖說

「君子之交淡如水」，即君子之間的交情不會太深厚，但我認為偶爾送禮能維繫友誼，

因此君子即使不與人深交，也能互相送禮，保持穩定的距離。另外，送禮亦能促進社

會和諧。尤其在社會狀況不佳時，若有能力的人可送贈一些生活用品予基層人士，社

會上的氣氛會變得和睦融洽。例如近日新型冠狀病毒在社會上擴散，有些企業家和大

型公司都到區內派發口罩予基層人士，在疫情之下送上一點心意。此舉發揮了社會的

互助互愛精神，使有需要的人能夠受惠，社會各階層人士變得和諧。可見，送贈禮物

除了可促進人際關係，亦可使社會更加和睦融洽。因此，送禮其實有深遠的好處。 

 

  即使時代急速地變遷，送贈禮物的重大意義及好處是不能改變的。當我們打算送

禮時，若能深思送禮的意義及解除誤解，必能改善生活，使送禮的過程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