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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朋友介紹我看動漫片（也可
以稱動畫片、卡通片）。我樂意之極。
朋友介紹看的是Super Wings《超級飛
俠》。製作公司是廣州的奧飛娛樂。我
找了一兩集來看，發現效果很國際化。
卡通造型可愛之餘，主題曲也好聽。
Super Wings在YouTube有賬號，大
家可試看。如果不是朋友說明是中國內
地製作，真會以為是外國卡通片。

因為喜歡，找了些內地動漫資料來
看。原來十多年間變化很大。十月初，
杭州舉行了第十六屆中國國際動漫節。
杭州現在是內地動漫產業的重要基地。
一直以來，內地動畫的主要讀者對象是
低年齡段的小朋友，青少年和成年人都
不太看。原來內地及國際市場都發生了
很大變化，也反映在第十六屆中國國際
動漫節之上。

中央電視台辦了頒給動漫的 「金猴
獎」 ，金猴獎獎項類別很多，在國際動
漫節上舉行頒獎禮。金猴獎是開放給全
世界的，今屆參賽作品來自19個國家
，共800多部。原來，來自19個國家，
包括中國在內的作品都存在共通的特點
，就是以青少年和成人為主人翁的題材
多了，也以成年人的角度去說故事、塑
造角色人物的心理。有專家表示，創作
觀念的成人化，是世界及內地動漫產業
發展轉型升級的突出表現。內地動漫如
《西遊記之大聖歸來》、《姜子牙》、
《哪吒》，以及以現代城市生活為背景
的奇幻動漫《羅小黑戰記》等，都深受
歡迎。因為這些片都加入了成人化的視

角和表達方式，令它成為合家歡片種。
而要成年人都入場，在視覺和內容上都
必須高質量。有關方面的負責人說，由
國際動漫節的票房反映，入場看動漫電
影的，已是比較全年齡段了。市場大了
，日後發展空間也相應提升。

在國際動漫節上，入場者也玩
cosplay（角色裝扮）。至於受歡迎的
動漫，其角色或物品被製作成玩具，這
就是動漫的衍生產品、附加值。

內地動漫正在努力前行，既拓展國
內市場，也一併 「走出去」 。以央視的
熊貓系列為例，已有多國合作。它的作
用是當文化大使，會按當地文化和語言
製作當地的熊貓系列動畫片。此外，民
間商業原創作品《洛寶貝》系列，從
2018年開始在澳洲、英國等地播出，
兩年間已有23種語言版本，覆蓋200多
個國家和地區。此外，原創國產動漫短
片《衝破天際》（One Small Step）
，在2019年獲得第91界奧斯卡最佳動
畫短片獎提名，是內地在這獎項上零的
突破。此外《木奇靈》系列已在歐美幾
十個國家有播放。

最後跟大家說說數字。內地在
2004年開始將動漫作產業化發展。時
至今日，內地與動漫相關企業已達27
萬多家，原創動漫企業、即是有自己作
品的企業，約400多家。2019年動漫作
品產量約10萬分鐘。以杭州為例，現
在有動漫遊戲企業三百餘家，產生的年
度營業收入達兩百多個億人民幣，帶動
就業人口八萬多人，杭產動漫作品已遠
銷90多個國家和地區。

通 識

每年11月1日是西方的傳統節日──萬聖
節。而萬聖節前夕10月31日是這個節日最熱
鬧的時刻，香港年輕人不少都會外出，與朋友
共同歡度此西方的傳統節日。萬聖節，源自古
代愛爾蘭人。相傳當日鬼門關大開，鬼魂會到
凡間尋找替身。後來，萬聖節傳到美國後變成
了狂歡夜。中國也有一個類似萬聖節的 「鬼節
」 ──盂蘭節。盂蘭節源於佛教典故 「目連救
母」 。每年農曆7月14日晚打開鬼門關，放出
所有鬼魂到人間。後來人們習慣在當晚用香燭
祭品祭祀祖先之餘，也順道到街上燒 「街衣」
來祭祀孤魂野鬼。

然而，在現代的社會，一講到盂蘭節，不
少香港人會認為這是迷信和落後的節日；相反
，萬聖節這個被商品化了的西方節日，融合了
諸多元素，有恐怖，有調皮，有吃也有玩，愈
來愈受港人歡迎。各大商場及主題樂園每年在
這節日，都大力推廣相關主題活動，令市民在
節日期間增加消費。
（a）中國盂蘭節與西方萬聖節同是源於鬼神
的節日，萬聖節較受香港人歡迎。試分析此現
象產生的成因。

中國盂蘭節在民間漸漸被淡忘而西方萬聖
節則擁有不少支持者，此現象的產生與萬聖節
被成功地商品化有密切關係。

首先，商家在萬聖節前的大量宣傳活動，
鼓勵民眾消費，增加了整個城市的節日氣氛，
同時亦令市民受其影響而準備節日的來臨及慶
祝。由於西方的萬聖節成為了節日商品化的其
中一個節日，內含不少可以增加營業額的商機
，因此獲得了不少商家的支持，紛紛推出相關
的應節產品來提高其生意額。如有報刊介紹
2020年萬聖節的好去處，例如到主題樂園度
假區Staycation小旅行、萬聖節下午茶自助餐
住宿套餐，感受歡樂的節日氣氛。可見，商家
將這些消費活動與節日連繫上後，試圖吸引市
民增加消費，以歡樂的方式去慶祝節日。

但是，由於中國的盂蘭節並不能做到節日
商品化這一點。如在這個節日中，一些地方會
「做大戲」 慶祝，但是這些活動在今天的社會
，擁戴者不多，商家在難以製造到利潤的情況
下，自然不會鼓吹這些節日。結果，盂蘭節在
現代社會受歡迎程度較萬聖節為低。

此外，萬聖節變成為一個玩樂及享受的日
子，也是其成功吸引現代人支持的原因。現代
人的工作繁忙，日常生活中可能已承受着頗大
的壓力，因此節日對他們來說是一個玩樂及減
壓的好時機。同時，現代人生活質素提高，在
擁有空間與時間的情況下，他們都傾向追求刺
激、消費滿足社交需要的活動。萬聖節慶祝方

式就可以滿足現代人這方面的追求，能夠藉着
假日與朋友共聚玩樂。相反，中國的盂蘭節則
未能滿足一般人的玩樂及減壓的需要。在盂蘭
節當天，民眾會到街上燒衣紙來拜祭鬼魂會的
發展，這些習俗未能滿足現代人的需要，失去
了年輕一代的支持。
（b） 「傳統節日在商品化後會失去本來的意
義」 這說法？試加以解釋。

我在很大程度上同意 「傳統節日在商品化
後會失去本來的意義」 這說法，商品化使民眾
過分專注於節日的消費而忘卻了其本來真正的
意義。

中國不少傳統節日在經過商品化後，本來
的意義已漸被淡忘，取而代之的是節日成為了
民眾的消費活動。例如農曆新年就成為了購買
年貨的節日，互相祝賀的習俗成為商人賺錢的
商機。市民在消費的同時，沒有多少個市民會
意識到新年互相送禮背後的意義是什麼，也不
了解這種習俗的起源。另外，朱古力本身並不
是中國傳統春節的食物，可是卻被商人包裝成
送禮必備的禮品，成為新年中不可缺少的東西
。因此，節日在商品化後很容易會令市民大眾
的聚焦點放在商品的消費上，忽略了節日習俗
本來的真意，使傳統的習俗變質。

此外，節日商品化又會把節日本來的意義

扭曲。例如，中秋節時不少市民有互贈月餅的
習慣，很大程度上是月餅商用來鼓吹市民購買
月餅而隨之興起的 「節日習俗」 。為了鼓吹月
餅的消費，商家更推出了月餅券，以月餅券送
贈親友，省卻自己拿取月餅登門拜訪的麻煩。
由此可見，商家會透過宣傳等方法塑造一些新
的節日習俗來鼓吹市民消費。因此，節日商品
化扭曲了傳統習俗本來的意義。

節日商品化無疑為傳統節日的延續提供了
一種途徑，但這並不是唯一可行的辦法。當然
，在節日商品化之下，商人為了透過節日消費
來賺取更大的利潤，因此他們會積極在全城營
造節日的氣氛，使市民更熱衷於歡度節日的來
臨，不少西方的節日之所以在香港受到市民的
歡迎及擁戴，很大程度也是基於此緣故。

然而，節日的承傳如果單靠商品化的幫助
，很大機會使人民忽略節日本來的意義，只把
注意力放在消費之上，使傳統節日失去了內涵
。總括而言，節日商品化會令民眾在慶祝節日
時只集中於物質層面的消費而忽略了節日本身
精神方面的內涵，妨礙了市民對節日本來意義
的認識。

梁啟超（1922）曾經說過： 「天下最傷心的
事，莫過於看着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
壞路走。」 惟從2014年為期79天的 「佔中」 ，
2016年年初一的 「旺暴」 ，2019年中至今衝擊立
法會、政府總部、警察局、中聯辦，和拒絕法庭
命令、辱罵內地同胞、收取利益、叫囂 「港獨」
，乃至於每一場重大選舉、反對派每次發起的反
政府示威遊行，各大學學生會幹事都必然以勇武
者的姿態走在前頭。究竟，箇中的問題在哪裏，
出路又如何？

其一， 「必然會員制」 乃導致大學學生會失
去認受性。以政府開辦的八大院校為例，所有全
日制本科生一入學都會 「自動入會」 ，並有繳交
會費的 「義務」 ，部分院校如科大、浸大、理大
和城大雖有退會選擇，但大多數都要求同學主動
向學生會作出書面通知，而浸大則未有列明可以
如何退會。惟書面退會則意味着你將被禁止參加
學生會及眾屬會所舉辦的活動，變相是被剝削，
還要冒着被針對和打壓的風險。這種制度，導致
絕大部分學生對學生會缺乏認同感，故多年來各
大學學生會選舉的投票率都徘徊在10-20%左右
，支持度更是低於投票率。

其二，學生會被別有用心的人所操控，作為
政治跳板。2019年初，香港研究協會曾在11所大
學訪問了1128名全日制本科生，結果發現僅8%
的大學生滿意學生會的表現，主要原因是學生會
未能滿足同學需要及學生會過分政治化。事實上
，各學生會都已被反政府組織所滲透，或被別有
用心的人所操控，他們參選學生會，志不在服務
同學，而在於及早賺取政治本錢，以便將來投身
於 「港獨」 的政治陣營，前嶺大學生會會長羅冠
聰就是其中一例。

其三，大學對學生會缺乏監管導致幹事任意

妄為。學生入學時，大學當局代學生會收取會費
，並免費為學生會提供會所及各種方便，也讓學
生會使用大學名稱，惟在制度上學生會卻是透過
社團註冊的獨立組織，並不受大學監管，這是制
度上的缺陷。猶記得2017年中大學生會肆無忌憚
地在文化廣場懸掛起 「香港獨立」 的橫額多個星
期，大學當局卻無力處理，只是不停地發聲明勸
告學生會，最終則因受不住社會輿論壓力，才情
不得已地出手清拆橫額，惟事後也不敢向相關學
生追究責任。

行之正道，無懼風雨！欲要撥亂反正，消滅
當前各學生會囂張的 「港獨」 氣焰，大學當局、
各學生會和特區政府都有責任。就大學當局而言
，一方面應該修例廢除所有本科生自動成為學生
會會員的必然會員制度，並容許不同理念的學生
（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合憲、合法的情況
下，組織不同的學生會，透過良性競爭招收會員
；另一方面，大學要重新界定學生會與大學的從
屬關係，對使用大學名稱的學生組織加以規管和
監督。就學生會而言，更應該回歸本位，一方
面應切實回應絕大多數同學的需要，為同
學舉辦合適的課餘活動並爭取合理的權
益，過程中也豐富幹事自身的人生經
歷；另一方面應遠離政治，不能再挾
持全體同學，把學生會變成一個反社會
、反國家的政治組織。就特區政府而言，社
團註冊以至每年向警務處更新社團幹事名單時，
警方須對相關幹事的品格行為作深入審查
，不能再像以往那樣只走程序，讓一
些別有用心的 「港獨」 分子輕易地操
控學生會，用作破壞大學、社會和
國家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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