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統節日是歷史文化重要載體

一帶一路的背景、路線及合作重點
居民身份知多少

日前有行政會議成
員表示，移民到外國的
港人未必會適應當地的
生活習慣，要有做二
等、三等市民的心理準
備。他的言論惹起社會
上的一番熱議，但其實
不同地方的居民，在法

律上又是否有等次之分呢？
居民分永久非永久 選舉權兩者存差異

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香港居民可
分為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兩大類
別。在香港出生或在港居住連續七年以上
的中國公民，及他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
國籍子女，都會被視為永久性居民。至於
那些持有效旅行證件進入香港、在港居住
連續七年以上、並視香港為永久居住地的
非中國籍的人，也被列入永久性居民之
列，而他們在港所生的未滿21周歲的子
女，也享有同等身份。

至於非永久性居民，絕大部分都是持
單程證來港的內地新移民，在香港連續住
滿七年後，便可獲得永久性居民身份。無
論是永久抑或非永久性居民，都可在港定
居、工作、接受教育及公營醫療服務。然
而，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六條，只有永久性
居民才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而根據基
本法第九十九條，也只有永久性居民才可
在政府各部門任職公務員。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沒有人獲得特權

基本法第三章清楚指出香港居民享有
的權利和義務，當中包括享有言論、出

版、集會、遊行、通訊、境內遷
徙、旅行、出入境、信仰、婚姻、

選擇職業及學術研究的自由等，基本法也
保障了居民人身自由及其住宅和房屋不受
侵犯，法律也保護自願生育的權利、勞工
的福利待遇和退休保障，以至有權為自己
選擇律師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甚至有權
對行政部門和行政人員的行為向法院提起
訴訟。環顧基本法的所有條文，只有第四
十二條清楚列出香港居民和在香港的其他
人有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的義
務。

基本法第二十五條指出，在法律面前
一律平等，是保障香港居民權利的其中一
項主要法治原則，這跟 「天子犯法與庶民
同罪」 一脈相承。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曾被
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在刑滿出獄
後提出上訴，最終獲終審法院一致裁定上
訴得直，正反映出法律面前沒有人能獲得
特權，而任何人在基本法下所獲得的合法
權利也不會被剝奪。

香港只有永久及非永久性居民之別，
沒有不同等次居民之分，那麼放眼國際又
是否有所謂二等、三等市民呢？其實外國
不少國家在區分不同居民的制度上都跟香
港類似，例如加拿大會將居民分為永久居
民及公民兩個類別，兩者都享有政府提供
的社會福利，只是後者能有選舉的投票權
及持有加拿大護照。

「物離鄉貴，人離鄉賤。」 相信行政
會議成員提到移民海外的港人有可能淪為
二等、三等市民，並不是法律的定義，只
是擔心他們不適應外國生活，甚至在日常
遭到不平等的待遇而已。
思考問題：

1.除了奉公守法，香港居民應履行什
麼責任？（提示：可從選舉時投
票、尊重他人及不濫用自由等角度
考慮）

2.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外，奉行普通
法的香港還有什麼法治原則？（提
示：可從無罪推定原則、疑點利益
歸被告及保持緘默權等原則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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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A
在傳統節日實踐相關習俗，可弘揚節日背

後的傳統價值觀，也是推行道德教化的方法。
如在清明節和重陽節，後人以掃墓和祭祀活動
表達對先人的懷念，彰顯孝道。傳統節日不僅
是節日及假期，更是歷史文化的重要載體，甚
至是 「精神圖騰」 ，對在異鄉打拚的人，有着
回鄉的強大感召力。

此外，慶祝傳統節日可彰顯及傳播國家文
化軟實力，不少傳統節日的慶典不但是香港本
地盛事，亦吸引世界各地的遊客，成為本港的
文化特色。例如中秋節大坑舞火龍活動，每年
吸引大量遊客圍觀。部分傳統節慶活動如香港
潮人盂蘭勝會及大澳端午龍舟遊涌亦列入《國
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價值獲國際肯
定。

（資料取材自2017年的新聞報道）

可提高文化凝聚力
資料B

在文化同質化影響下，民眾的生活方式及
習慣漸漸受外來文化所影響。例如各國的飲食
文化（特別是快餐文化）、消費主義主導的生
活模式等，重視西方節日如聖誕節、萬聖節
等，導致民眾，特別是年輕一代對中華文化及
傳統習俗有所忽略。

不但如此，在市場消費佔主導的社會，商
品化代表一切。從新年到聖誕，商家全年無休
地進行促銷活動，部分傳統節日的意義亦逐漸
被淡忘。長洲太平清醮原意是屬於宗教活動，
用作驅除瘟疫，潔淨社區。今日在香港市民心
目中卻變成 「包山節」 ，活動以搶包山、飄色
巡遊為重心。售賣平安包及其相關產品的店舖
亦門庭若市，至於打醮的儀式則乏人關注。

（資料取材自中國文化研究院網站）

（a）解釋保留傳統節日的重要性。（6分）
首先，保留傳統節日能加強文化凝聚力、

建立民族的身份認同。無論是中方西方，節日
均是與家人共聚的日子。在中國每逢過冬、新
年等大節日，不只是同住的家人，就連在外打
工的農民工，也會不怕奔波回鄉與家人共度佳
節。根據資料A，節日對在異鄉打拚的人，有
着回鄉的強大感召力。這些節日的親友聚會可
以維繫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增加人們對自身文
化的歸屬感，對提高文化凝聚力和身份認同有
着莫大的重要性。

第二，傳統節日能發揮社教化的作用，保
留傳統節日能把民族的思想與智慧延續到下一
代，達至文化傳承。傳統節日承載着族群流傳
下來的文化與精神。例如中國傳統節日中，端
午節記載了愛國詩人屈原的事跡。在資料A亦
提及在清明節和重陽節，後人以掃墓和祭祀活
動表達對先人的懷念，彰顯孝道。可見節日是
文化的載體，憑着保留節日的傳統習俗，能讓
往後的世世代代認識歷史文化以及其道德倫
理，發揮社教化的作用。

最後，保留傳統節日能增加國家的軟實
力。本地的特色節日蘊涵着本地獨有的文化。

當中的習俗儀式更吸引很多外國遊客專程來參
觀。例如資料A所提及的中秋節大坑舞火龍活
動，每年吸引大量遊客圍觀。這些節日習俗是
推廣本地文化的助力。因此，保留傳統節日文
化能提升文化吸引力，帶動旅遊業，為國家增
加文化軟實力。

（b） 「全球化為中國傳統文化帶來威脅。」 你
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看法？解釋你的答案。
（12分）
大程度同意
我在大程度上同意 「全球化為中國傳統文

化帶來威脅」 ，因為西方的文化霸權讓本地傳
統文化沒落。由於早期西方的文化和經濟實力
較強，在全球化下西方文化壟斷了全球的文化
市場。根據資料B，在文化同質化影響下，市
民的生活方式及習慣漸漸受外來文化所影響。
例如咖啡文化取代中國傳統茶道。人們認為西
方文化才是潮流，便忽略了本地的傳統習俗，
導致本地文化慢慢消失。因此，由於全球化下
的西方文化霸權正威脅着中國傳統文化，我大
程度上同意這看法。

節日商品化失本義
另外，我在大程度上同意 「全球化為中國

傳統文化帶來威脅」 ，因為節日商品化使其失
去真正的意義。在全球化下，中國傳統習俗以
商品化的形式去對抗西方霸權。商品化雖然能
推廣傳統文化至更多不同的人群，但卻不能全
面地保留傳統文化的意義。如資料B所述，長
洲太平清醮原意是屬於宗教活動，用作驅除瘟
疫，潔淨社區。今日在香港市民心目中卻變成
「包山節」 ，打醮的儀式則乏人關注。中國的

文化底蘊深厚，將文化轉化成商品，會使習俗
的意義流於表面，失去傳統文化的精髓。故
此，因商品化正削弱着中國傳統文化的意義，
我大程度上同意這看法。
小程度同意
我在小程度上同意 「全球化為中國傳統文

化帶來威脅」 ，因為全球化的資訊流通和人口
流動能有效推廣本地傳統文化。全球化下，資
訊能突破地域限制，透過電視、電話、互聯網
等通訊科技，傳送到地球的另一面。例如中國的
電 視 台 外 語 頻 道 CGTN（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能讓外地人更了解中國
的狀況，令他們認識中國文化。而且，全球化
下的人口流動，促進中國的旅遊業，也能有效
將中國的傳統文化推廣至各地的遊客。全球化
的資訊和人口流動正為中國傳統文化帶來機
遇，故此我小程度同意此看法。

此外，我在小程度上同意 「全球化為中國
傳統文化帶來威脅」 ，因為全球在地化能令年
輕人更接受中國傳統文化。在全球化下，跨國
企業會將本地文化融入至其商品當中，以符合
本地人的需求，是為全球在地化。此舉能為本
地文化注入新的力量，吸引年輕人的關注。例
如在旺角洗衣街的星巴克以香港老電影為主
題，讓年輕一代重新認識李小龍等經典香港電
影明星及作品。由此可見，全球在地化能借助
星巴克等跨國企業的力量，宣揚本地文化的特
色，所以我小程度同意 「全球化為中國傳統文
化帶來威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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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中秋節舞火龍
大澳端午龍舟遊涌

香港潮人盂蘭勝會

「一帶一路」 是國
家主席習近平親自謀
劃、親自部署、親自推
動的重大國際合作倡
議。 「一帶一路」 是對
中國古代形成的陸上絲
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

的繼承和發展。 「一帶」 是指 「絲綢之路
經濟帶」 ； 「一路」 是指 「21世紀海上絲
綢之路」 。 「一帶一路」 貫穿亞歐非大
陸，一頭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一頭是發
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是發展潛力巨大的
腹地國家。在《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
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中列明，學生
需要學習 「一帶一路」 倡議的背景、路線
及合作重點。老師在教學時可嘗試從以下
三方面入手分析，幫助學生全面地了解
「一帶一路」 此一重要課題。
1. 「一帶一路」 倡議的路線

從秦漢時期起，中國在對外貿易和交
往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兩條對外通道：一
條是以長安為起點，經甘肅、新疆，並連
接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另一條是從東
南沿海的廣州和泉州出發，經中南半島和
南海諸國，穿過印度洋，抵達東非和歐洲
等國的海上通道。這兩條商業貿易路線，
最初的作用是運輸古代中國出產的絲綢等
商品，因此被稱為 「絲綢之路」 和 「海上
絲綢之路」 ，後來發展成為東方與西方在
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方面進行交流的
大通道。
2. 「一帶一路」 倡議的背景

踏入21世紀，國際上各種問題不斷
顯現：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仍然存
在，世界經濟緩慢復甦、發展分化，國際
投資貿易格局和多邊投資貿易規則正在調
整，各國面臨的發展問題依然嚴峻。因

此，繼續推動世界各國團結、合作，深化
經濟、政治、文化交流交往，才能實現全
人類共同發展。正是基於以上考慮，習近
平主席於2013年提出了構建 「一帶一
路」 倡議。2014年時，習主席又提出以
亞洲國家為重點方向、以經濟走廊為依
託、以交通基礎設施為突破、以建設融資
平台為抓手、以人文交流為紐帶的合作建
議，指明了 「一帶一路」 建設的方向和路
徑。
3. 「一帶一路」 倡議的合作重點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對推進
「一帶一路」 建設做出了新部署，要求以
「一帶一路」 建設為重點，打造國際合作
新平台，努力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
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五
通），增添共同發展新動力。 「一帶一
路」 建設的核心內容是促進基礎建設和互
聯互通，對接各國政策和發展戰略，深化
務實合作，促進協調聯動發展，實現共同
繁榮。推動 「一帶一路」 建設，必須秉持
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打造利益共同體和命
運共同體。

「一帶一路」 建設是中國擴大開放的
重大戰略舉措和經濟外交的頂層設計。共
建 「一帶一路」 不僅有利於中國對外開放
和經濟發展，而且符合國際的根本利益，
彰顯了人類社會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