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晓星

融
合

2013年4月4日 星期四清明特刊
责编：王连伟 邮箱：gtbhwb@peopledaily.com.cn

题记：人皆有死，中西相同。但也有不同，不同在于殡葬、祭祀的方式习俗有异。

国人号啕筑墓，烧纸祭拜；西人默默送葬，有碑无坟。本无关高低，但当今世界，东风

劲吹，也西风东渐，互相打量之下，各有借鉴融合，港澳台地区早沐欧风美雨，在传承

中华民族传统祭祀习俗的同时，也最早领略西方的祭祀文化。

试举一例。一位台湾教授告诉记者，他上世纪 !"年代赴德求学，教授邀请他到家中

做客，没想到教授的豪华之家居然与一处墓园相去不远，教授在晚饭后还带他到墓园散

步，偶尔给他“介绍”一下石碑下的朋友。当他看到一块碑上的刻字：“我们住在彼此

的心里，死亡并未把我们分离”时，他一扫心中的别扭感，开始欣赏墓园的鲜花、月光

和安祥的气氛，“原来死亡可以如此艺术！”他说。

无论有意引导还是自然演变，土地的限制、
生活方式的改变都在影响着人们对殡葬和祭拜
礼仪的认识与选择。一位长居海外的“绿卡”
人士告诉记者，早期华侨华人在海外多为劳工
底层，融不进当地社会，死后也“住进”华人
圈的专有墓园，一切依中华传统葬俗行事。而
现在一般不再有新设的华人墓地，华侨华人也

大多选择入境随俗，生前身后都“华洋并处”，
一切从简。

记者在澳门参加过一个长辈的追思会，家
属租用了一个社区会所，亲友鱼贯而来，在登
记簿上留下对逝者或家属的话，到遗像前鞠躬
献花，然后像茶话会一样围桌而坐，在家属哀
而不伤地介绍完逝者生命的最后一程后，大家
像聊天一样追忆生者的往事。我坐在角落里聆
听，对于这位长辈有了更多的了解，也从形式
上的吊唁变成内心的不舍与告别。

现在的澳门，清明已从扫墓扩展到家庭聚
会、行（登）山，一家老少往往在扫墓后到酒
楼聚餐。

祭祀在中华传统中无论对国家还是家庭都

是大事，因此才有一个祭祀的节日———清明，
形成了一套繁复的规制。但这些传统已经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从“火葬起于西域，惨者
不仁”，到现在的中国人普遍接受了火葬的方
式。

现在港澳台和海外华侨华人的祭祀融合了
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

方式变了，但祭祀中慎终追远的精神没有
变，仁、孝的传统道德仍然被当代中国人奉为
圭臬。就像英国人罗素所说：“中国人没有因
为佛教而变成印度人，也没有因为科技而变为
西方人。”虽然港澳台和海外的中华儿女在殡
葬与祭祀上吸收了西方的观念，但清明还是
“大日子”，中国人还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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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

可以如此环保

祭祀———

可以如此艺术

祭祀———

可以如此多样

中国人的伦理以儒家为本，奉孝
为至善。晚辈对长辈“养之以礼、葬
之以礼、祭之以礼”。而葬与祭都离
不开土地，入土为安是大事，“死无
葬身之地”是对一个人最恶毒的诅
咒。其次，修坟造墓也彰显着孝德与
地位，比占地比豪华在港澳台地区也
曾风行。

但是，当传统的殡葬祭祀文化遇
到土地的瓶颈时，别说造墓早已无
地，现在香港已有的骨灰瓮位都需
“轮候”，按照中华传统，这样的“无
礼”难以让生者心安。此时，“西
风”中的简葬甚至树葬、海葬以及以
公园化的“纪念”代替上坟的“祭
祀”，转化了以土地为本的祭祀方式。
香港特区政府在 #""! 年简化海葬手
续，指定专门水域供市民举行海葬仪式，据官方数字显示，过去几年间，香港
选择海上撒骨灰的人数增长了 $ 倍，由 #%"! 年的 &'% 宗升至现在的超过 '%%

宗。撒骨灰时大部分家属使用食环署提供的免费渡船服务，也有部分家属自行
出海。

今年 &月，香港特区政府继续提升“海上撒骨灰渡轮服务”，雇用可接载
(%%多名乘客的大型渡轮，免费接载市民进行骨灰撒海仪式。渡轮上有专业礼
仪师协助家属举行海葬仪式，也可按家属要求举行宗教仪式。仪式结束后，家
属亲友让海风和鲜花伴随着亲人的骨灰回归自然。

从入土为安、上坟祭拜到随风而逝，一念之变需要媒体、政府、环保组织
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比如香港媒体刊文指出，有一项研究显示，无论中
西，墓地和骨灰瓮的祭扫时间最长的也就 )*+年，一般在百年之内便成无主之
墓，荒废潦倒。香港食环署发布数字表明，高温火化后的骨灰是无毒无害的，
不会对水域造成污染。

而传统墓园的祭拜方式也在悄然变革，香港人在清明上坟清除坟前杂草
时，传统上相信“火烧旺地”，以火除草，曾经引发多起严重山林大火，香港
环保组织长春社为此连续数年举办“清明无山火”活动，发动“清明无山火誓
师大会”，呼吁市民改变传统的祭扫方式。他们每逢清明还在墓地免费发放鲜
花，引导以西式的鲜花代替纸钱和祭品，既安全又环保。长春社向媒体表示，
几年的努力已经取得明显成效，近两年香港已实现了清明无山火，也有越来越
多的港人接受了以鲜花代替烧纸，虽然有些老人仍然延续烧纸的习俗，但统计
显示，各墓园的冥纸量都在大幅减少。

四面环海的台湾岛也在推行海
葬，今年一开年，台北市、新北市、
桃园县跨县市办理海葬活动，活动通
知指出：殡葬改革目标为“节葬”与
“简葬”，鼓励民众采用海葬、树葬及
花葬等多元环保自然葬法。在台湾地
狭人稠、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台
北市、新北市及桃园县今年再次携手
合作，办理联合海葬活动。

据此项活动的主办者介绍，台湾
自 (%%&年由县市出面开始办理海葬，
颇受家属响应，已经为近 ,%%位家属
完成海葬心愿。选择海葬，通常是往
生者的心愿，家属尊嘱办理。

目前，台湾因为墓地饱和而实行
骨灰塔存放骨灰，家人每到清明便到
骨灰塔祭拜，祭扫祖墓的传统仪式自

然改变。离台北市区不远的关渡龙园生命纪念馆便是一座骨灰塔，它已经像西
方的墓园一样公园化，除怀恩楼、怀亲楼塔位区外，还设有祭拜大厅、祭祀大
厅，纪念馆还举办春、秋、清明法会，家属参加法会后可在花草繁茂的庭院散
步、留影、聊天，纪念馆还设计了周边的景点路线，比如关渡宫、红树林、十三
行博物馆等，把清明祭扫与赏春踏青结合起来。

在实行了千年厚葬的基础上，“简葬”的推行大不易，它首先需要理论的
解释和观念的转变。台湾近年来兴起了一门新学科———生死学，南华大学还设
立了生死学研究所，推出了殡葬管理学班，参加者学习期满可完成 ,%个学分；
除学分课程外，研究所还广设教育推广中心，讲解殡葬政策规定、各宗教的生
死观、各式葬礼、祭文写作及各种告别仪式。没想到此举大受欢迎，每次开课
都座无虚席。

新的观念带动新的殡葬方式，又引发新的祭祀方式，现在的台湾，殡葬与
祭祀也越来越远离铺张、喧嚣与哭天喊地的形式。骨灰塔园区摆脱传统墓地的
阴森荒芜，绿草如茵，水面、天鹅点缀其间，居然还吸引了新人前去拍摄婚纱照。

台湾播放过一则电视新闻，宜兰福园骨灰塔园区举办露天音乐会，丝竹悠
扬，令听者安慰，也是对死者最大的敬意。祭祀可以如此艺术，开启了人们全
新的对殡葬、祭祀的认识。
“选择一棵自己喜欢的大树，让尸骨如落花一般化为春泥，回归大地，既

不与活人争地，也可让后人在大树之下追忆先人。或者更潇洒地将骨灰撒在特
定的区域内，随风飘向远方，不留一点痕迹……”这样的文字越来越多地见诸
台湾媒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传统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