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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盤古開天闢地，女媧造人有記載起，禮物就存在了——是對天地神仙讚美的高歌，是

天子祭神祈福的祭品。當中，禮物顧名思義就是有禮的物品，禮的核心是源於對騰雲駕霧的

眾神的敬畏，更是對開創世間的祂們的仁愛。中國禮物之文化裏挾著敬與愛，如滾滾長河般

連綿至今，但送禮美好的本意卻被人們扭曲破壞，可謂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也。 

禮物即是表達禮的物品，自然是人們一種表達對他人情感與心意的方式——送禮往往送

的是愛，送的是情意，這樣方能體現出禮物真正的價值。有了愛，才可以推己及人，方可知

道對方心儀之物。還記得魯迅在《朝花夕拾》裏，寫到過他至今都最為心愛的寶書——一本

《山海經》，那是長媽媽送他的一份禮物。這份禮物之所以讓魯迅久久不忘，我想便是因為

字裏行間都沾滿了長媽媽濃濃的愛意，是她會關注並重視小魯迅心中對《山海經》渴求的愛

意，是她願意以微薄的工錢去換以當年相對昂貴的書畫的愛意。所以才讓這本如今簡陋不堪

的《山海經》有了雋永而厚重的價值啊。又想起《呼蘭河傳》裏，每年舉辦野台子戲時，久別

重逢的阿姊阿妹送給對方的雲子卷。我想很多年後，她們仍會偶然拿起這卷布來緩緩地輕拂，

只因布上的色彩染的是她們對彼此分離的無盡思念，是她們重逢的喜悅激動，上面體現的是

姐妹彼此一生的牽掛啊。還望如今，新冠疫情肆虐，百姓們也送給防疫人員一面面的錦旗。

我想，那掛在牆壁的寥寥片語，當防疫人員每每看去時，心中都會燃起不懈抗疫的鬥志與信

念，只因那是百姓們寫下對他們的努力最真摯的感激，是對他們的犧牲最純樸的讚美，旗上

體現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愛與相惜啊。所以，懷揣著濃厚的情思，滿腔的愛意送出的禮物，

或許並不奢侈厚重，但卻是總是送得稱心如意，叫人念念不忘——因為當中有對對方喜好切

身處地的思量，有映射出送禮人的情意，這才是雋永的價值。 

而往往這種有情的送禮才可以發揮「禮」的作用：「禮之用，和為貴。」讓人與人之間的

關係變得更加融洽——是小魯迅和長媽媽的冰釋前嫌；是姐妹們縱然久別也仍緊扣著的心；

是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尊重。這種家庭、社會的和睦固然重要，殊不知卻也因送禮而毀。 



不知何時，當送禮有了一種特定的形式，成為了一種習俗時，當中的情意會日漸淡漠。

西方的情人節總愛送女方玫瑰，許多情愛關係以花開始，也以花結束。當男方僅僅是寄給了

女生一朵朵紅花，卻憑工作之忙而不作陪伴，那花又有什麼情意呢？不過只是個讓人尤覺敷

衍的，不假思索的例行公事罷了，那感情自然如花般凋零枯萎。而到了農曆新年，家家戶戶

各相走訪必備的禮物莫不是藍罐曲奇餅與蛋捲，是親亦送，是疏亦送，那是讓尤為親密的親

友如何看待？或許是看著一大堆鐵盒「望而生畏」、膩煩不已吧，或許是認為你與他的關係

也不過似另家般疏遠陌生吧。於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便停留在一個個冰冷無情的鐵罐子上

了。 

哎，無情的、統一化的送禮會叫收禮者心有不悅，離間人的關係，也破壞了禮本身「定

親疏」的價值。但有些送禮，是叫人欲罷不能，滿心歡喜——那便是送厚禮，可這有時卻比

送無情禮要更讓人痛恨糟心。 

厚重之禮固然會討得人們的心悅，畢竟這俗人啊總離不開錢利，但這種送禮有時講究的

便不是一份情味，而是一筆交易。清代時，便抓出了一個史上最大的貪官——和珅，家中竟

被搜刮出整整九億兩的巨財。天下數以萬計的官員送以和珅無數的金銀財寶，美其名曰「送

禮」，實則是偽君子們一筆筆巴結的交易。這種交易式的送禮固然討得和珅心悅，卻是最破

壞「禮」本身的價值的。這是讓朝廷裏的和睦被破壞，讓人與人之間充斥了小人的虛偽關係，

結為黨羽互相排斥；更是讓道德的準則被毀，貪官污吏比比皆是，物欲瘋漲便讓人無惡不作，

啃食窮苦百姓之血肉充作自身之利。還說到今人，內地許多家長都有送禮予老師的行為，雖

說古有送肉乾一說，但今日卻變了味兒。是從肉乾表達對師長的恭敬感激，再到贈與紅包、

補品表達對老師的賄賂。將交易賄賂名為送禮，必會讓世界變得瘡痍滿目。人民教師變得貪

圖小利，受賂而偏袒包庇學生，小至開班私補，大至對這些學生的惡行視若無睹。更有甚者

以針對、挑撥離間作威脅，逼迫家長學生送禮。這些不但嚴重破壞了師生情，更讓學校與家

長之間充滿了不正歪風，以「送禮」去制定規矩，那麼學校必然變得無章可循，學生也自然

無法學到正確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我想這些用送禮的美名去盡幹醜惡之事的就是鄉愿君子，



「鄉愿，德之賊也。」他們不單止讓人的關係裏充斥了混濁的慾望，各種的算計謀害，更是

讓由禮樹立的道德標準被毀壞殆盡，喚起一股歪風邪氣，好比是那些貪官壓榨一個個平民的

財富，是那些為人師者吸食一個個家庭的血汗錢，真是讓人唾棄啊！ 

所以，送禮歸根究底秉著的還要是對神般的愛意和敬意，中國禮之文化我們絕不可忘卻。

是以設身處地的誠意去送禮，以欲想表達的情感去送禮，而絕非把送禮當作一件例行公事，

更非將送禮包裝作一個個名利的交易。這樣，送禮才可以體現出儒家「禮」的價值——讓人

際關係與社會變得更為友善和諧，讓道德的根本準則得以樹立維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