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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转变不容易

台湾人常说“清明不回厝无祖”，
意指清明节不回家扫墓就等于没有祖
先。不过由于地狭人稠，土地资源有
限，台湾近年来不再过多兴建公墓，而
是持续推广环保自然葬法——火化后改
用树葬、花葬、海葬等形式，不造坟、
不立碑、没有花圈香火骨灰盒，节省土
地资源的同时，也符合世界环保潮流。

起初，想让民众接受环保葬可不太
容易。毕竟同为中国人社会，深受儒家
孝道和道教鬼神文化影响，台湾人在办
丧事时也迷信风水、讲究时辰，强调入
土为安，必须要土葬、必须要有排场、
必须要繁文缛节……死人与活人争地，

劳民伤财，反而肥了殡葬业者的腰包。
最先打破旧观念的力量来自于台湾

民间。1997年，由佛光山星云法师所创
办 的 南 华 大 学 成 立 了 “ 生 死 学 研 究
所”，开启了大众对殡葬礼俗的关注。
星云法师公开表示他偏好火葬，并认为
身体就像一杯水，死就等同杯子被打
破。法鼓山圣严法师也认为，对遗体的
最好处理方式就是不留一点痕迹。

与此同时，2002年起，台湾当局也
积极倡导树葬、海葬等环保自然葬，并
补助地方政府实际推行。在社会各方努
力之下，“简丧薄葬”渐成风尚，吹吹
打打等习俗被尽量美化、简化、净化。
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至2016年，台
湾 逝 者 的 遗 体 火 化 率 由 45.4% 增 至
96.2%，环保自然葬也从无增至数千件。

名人示范领风潮

2004 年，著名导演李安的父亲病
逝。按照父亲遗愿，李安在告别式后出
海举行了海葬。李安说，父亲生前交代
要将骨灰撒至海中，以完成其遥望大陆
故乡，守护台南之心愿。“海好美，水
好清，这一切都很美。父亲走得很干
净，我也不掉泪了。”

2005 年，台湾舞蹈家罗曼菲辞世，
她生前也公开表示要以最简单、洁净的
方式完成身后事。最后她的遗体火化
后，撒在她父亲墓旁的松树下。

2009年，圣严法师圆寂。他留下遗
嘱：“不发讣闻、不筑墓、不建塔、不立碑、
不竖像……”按照他的遗愿，骨灰植存

（将骨灰埋撒于普通林园） 于金山园
区。当时，各行各业 3 万信众上山观
礼，很多是从中南部包车而来，各大媒
体广为报道。经此，环保葬的方式得到
很好传播，不仅获得许多台湾民众认
同，甚至有外籍人士、基督教徒甚至伊
斯兰教徒选择在这片草地植存。

在社会名流的示范带动下，民众观
念禁忌逐渐打开，树葬、海葬、花葬等
自然葬渐成风尚。目前，全台湾已设立
29 处树葬园区、2 处植存园区。树葬、
花葬园区环境都非常优美，台北富德公
墓的咏爱园树葬区，松柏青翠，绿草如
茵；阳明山臻善园花葬区，种植了樱
花、流苏、罗汉松、杜鹃、茶花、桂花
等，如同一座大花园。

台北、新北、桃园三县市合办的海
葬，最初每年 1 场，至 2013 年增加到 4

场，2016 年则达到 9 场。光是在台北采
用树葬、花葬、海葬 3 种形式的殡葬业
务，在2017年2月底就累计达13068件。

只留清香在人间

在台湾各县市中，人口稠密、寸土
寸金的台北市最早推行环保自然葬，民
众接受度也最高。然而，由于对死亡的
未知仍存禁忌，在台湾南部和乡下，环
保葬则没有这么成熟。

即使逝者认同树葬、花葬，家人也
可能会不接受。不设墓碑、不办法会、
不设贡品，是否意味着对逝去的亲人不
敬？一位名叫“克利斯”的网友就坦
言，父亲去世前提到想要树葬，但他和
母亲都不敢下定决心，最后用在灵位前

“掷筊”的方式，还是否定了树葬。
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台湾相关部

门2002年特别修法，允许预立遗嘱或以
意愿书的形式，选择环保自然葬，而家
属要尊重逝者的选择。事实上，选择环
保自然葬有利于环境永续，也就是让逝
者得到了最好的安排。

圣严法师生前曾说，骨灰跟精神生
命毫无关系，只是肉身生命最后的一分
碳，并不代表什么。如果老是执著于遗
骸、骨灰的落脚处，就像是想把每天梳
头掉落的头发或身上褪下的皮屑收拢带
走一般，好累啊！事实上，往生者留存
的身教行谊，才是我们要学习与缅怀
的。“生命过程如同花开花落，是一种
自然的变迁。当我们在人生最后的阶
段，选择回归自然大地，就是让生命圆
满，无限地延伸。”

说起香港长洲岛，不少人首
先联想到每年太平清醮期间在这
里热闹上演的抢包山比赛和飘色
巡游。其实，在这座面积不到2.5
平方公里的离岛上，还坐落着一
座历史超过百年却仍在使用的警
署——长洲警署。

作为庆祝香港警队成立 175
周年的重点活动之一，长洲警署
日前举办公众开放日，邀请市民
走进这座兼具历史价值和建筑特
色的古老警署，近距离了解香港
水警的历史。

据史料记载，长洲岛在 100
多年前就有警员驻守，以防海盗
骚扰。1912 年一群海盗洗劫长洲
岛并杀害驻守在这里的 3 名警员
后，当时的港英政府在山岗上建
起一座新的警署。新警署 1913 年
11 月 9 日投入使用，沿用至今。
后虽经过多次翻新，用途始终未
变，成为香港现存仍作原本用途

的最古老建筑之一，并于 2009 年
被列为香港二级历史建筑。

长洲警署作为香港警务处水
警总区水警海港区长洲分区的办
公场所，平日并不对外开放。难
得的公众开放日，自然吸引了不
少市民。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
参观，一些孩子手里还拿着玩具
警车，一看就是“小警迷”。

渡轮在长洲码头靠岸，上岸
没走多远就看到一个围满人的广
场，由警察及长洲居民共同参与
的“快闪”表演正在这里举行。
在警察银乐队伴奏下，香港警察
学院的 16名学员手持步枪，迈着
整齐的步子不断变换着队形，赢
得围观市民阵阵掌声。

沿着山坡往上走，便来到长
洲警署的白色两层小楼前。参观
者可在警署楼内参观今昔水警船
模型、警员服饰、警用设备等，
了解警队历史和水警工作，也可

在楼旁的草坪上观看各类表演，
参加互动游戏，与身穿不同年代
制服的警员合影，或以水警船立
体画为背景拍照留念。

草坪上的互动游戏区搭起多
个摊位，有的展示数十年前水警使
用的气压计、水平夹角仪、电讯发
报机等设备，有的让参观者亲身尝
试水警自卫和救援训练、水手结的
多种打法等，还有的供参观者选购
香港警察相关的各式纪念品。

除了警察散打队、警察流行
乐队、警察合唱团等警察表演单
位的演出，长洲岛上多所学校的
师生及居民也参与了表演。

香港警务处水警总区副指挥
官何伟康表示，良好的治安离不开
警民紧密合作。本次开放日活动在
介绍警队和水警的同时，也融入不
少长洲历史和民俗元素，象征警民
合作共创更美好社区，帮助香港继
续成为全球最安全城市之一。

长洲警署举办公众开放日

讲述香港水警百年历史
郜 婕

零落成泥零落成泥 清香如故清香如故

台湾环保葬渐成风尚台湾环保葬渐成风尚
本报记者 汪灵犀

清明节是中华传统节日。与大陆一样，在台

湾，清明返乡祭祖是一年之中的大事。不过与大陆

不同的是，台湾最近几年流行环保自然葬，很多人

扫墓不再到墓园，而是到环境清幽的树葬公园，或

者是到风景优美的海边，心香一瓣，追思先人。

本报电 （雷蕾） 四川省广汉市三星
堆博物馆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三星堆博
物馆将对港澳台游客实行免门票政策。

据三星堆博物馆负责人朱家可介
绍，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同时也
是三星堆遗址发现 90周年，澳门回归祖
国 20周年。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澳门基
金会援助三星堆博物馆及三星堆遗址灾
后恢复重建项目，总投资1.2亿元，为三
星堆文博事业健康、持续、快速发展提
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为了感谢汶川地震后港澳台地区对
四川的援建，使更多港澳台同胞认识了
解中国悠久历史文化，今年4月1日至12
月 31日期间，香港、澳门、台湾入境游
客凭《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
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等有效身份证
明，享受门票优惠政策，办理免票入园
入馆手续。据悉，此次免门票有两种办
理方式：一是通过各大知名互联网旅游
电商开通的三星堆博物馆港澳台免票预
约通道，二是通过三星堆博物馆现场开
辟的港澳台同胞服务窗口。

三星堆是长江文明之源、天府文化
之根、连接世界之窗，至今已代表古蜀
文明走进美国、意大利等 50多个国家和
地区。作为中意深化文化交流合作的重
点项目之一，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
物展“三星堆：人与神的世界——四川
古蜀文明特展”3 月 25 日在罗马图拉真
市场及帝国广场博物馆揭幕，作为四川
乃至中国的“文化名片”，吸引着全世界
的目光。

▼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资料图片）

▲▲ 台湾一幕海葬情景台湾一幕海葬情景。。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台湾农创园“长出”巨型迷宫
阳春三月，草木葱茏。在浙江省仙居县台湾农民创业园，一幅用苗木种出的巨型迷宫和八卦

图格外引人注目，从空中俯瞰，有种强烈的视觉冲击。
陈月明摄 （人民视觉）

本报广州电（钟欣）“粤港澳粤
语相声小品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日
前在广州举行，澳门代表队在团体赛
中拔得头筹。

据悉，此次大赛报名参赛人数众

多，包括团体组 33 队、个人成人组
26 队、个人少儿组 59 队共计 310 人
参赛，选手年龄跨度老、中、青、幼
4代人，年纪最大的 87岁、最小的 5
岁，还有高校组队参赛。

值得一提的是，在少儿组中，女
孩参赛的比例达50%，打破了相声一
般由男性表演为主的局面。

大赛收到 30 件原创作品，经过
复赛评定，《有趣澳门街》《奇遇》和

《父子卖药》 获得最佳创作作品奖。
组委会还将挑选优秀作品，于6月赴
澳门进行文化交流演出。

颁奖典礼当晚，84 岁高龄的粤
语相声艺术大师黄俊英与徒弟们上台
表演了两个节目，赢得满场喝彩。本
次大赛由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
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

粤港澳相声小品大赛落幕
澳门获团体赛金奖

港澳台游客

可免费参观三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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