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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曲文勇告诉记者，清明节引发的纷繁话
题由来已久，因为它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传统文化符号之一，当代人
可能难以想象，对过去的中国人来说记住家族中老人的祭日，要远远
比记住孩子的生日重要。随着我们的社会步入现代而日益多元，清
明节的意味已然比过去冲淡很多，尤其是我省作为近现代移民社会
的代表省份，对于清明节的讲究程度要比华东地区和华南地区还要
低一些。曲文勇举例说，在南方某省份清明节通常是一项家族活动，
尤其是家庭成员比较多的家族，通常是追溯祖先、扫墓、家族聚会一
气呵成。许多常年见不到的远亲，都要借此机会建立联系，几百人在
一起交流感情，甚至还有参加清明节祭扫活动顺便谈成生意项目的
亲属，这对于我省来说听起来都颇有些不可思议。但近些年，年轻人
不喜欢参加清明节祭扫活动的现象，在南方也逐渐增多，这其中年轻
人主要对固定仪式感有抵触和叛逆情绪。

曲文勇介绍说，同世界上其他古老的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有
鲜明的祖先崇拜特征。但是到了现代化的今天，留给人们追溯过
去的契机却不多了，清明节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通过这一节
日缅怀先人，了解家族历史、理清家族脉络，对于家族内部来讲具
有增强团结和提高凝聚力的作用，对于个人来讲也有利于培养尊
敬长辈、珍爱生命的情操，可以说清明节在当下依旧有着非常大的
积极作用。而当前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的不是清明节，而是如

何在清明节进行祭扫。很多人觉得条件好了，就大操大办，过去烧
纸钱现在烧“宝马”、“洋房”、“电视”甚至“保姆”，这不但对环境造
成了污染，而且有传递迷信思想的倾向，是社会一向所不提倡的。
但仔细分析这些人的心理需求，又不难发现，很多人在进行祭扫行
为的同时都伴有悔恨的心理，因此在祭奠时过度“补偿”，假如在
亲人生前多珍惜和照顾，也许之后的悔恨和难过就不会这么强烈
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也提出与其死后厚葬不如及时孝老。曲文勇
说，尽管我们的社会在清明节祭奠亲人上存在这么大的争议，但我
们还是应该以文明和包容的心态来看待，而不是采取强制禁止或
改变这样一刀切的方式。一个文化习惯的自觉改变是需要时间积
累的，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要有足够的耐心予以引导。当我们遇到
传统祭扫时，要有这样的自觉，只要其没有对他人、社会和环境造
成破坏我们就应该保持不提倡、不干预的态度尊重当前祭扫方式
的多元化。

就在这个刚刚过去的清明节，我们不自觉中发现文明祭扫的新
风悄然吹过。哈尔滨市哈平路殡仪馆树上挂着象征文明祭扫的黄丝
带，哈市部分街道组织辖区居民开展清明诗会，微信群中的文明节俭
低碳祭祀倡议书、公众号中发微寄语。每一种新的祭祀方式都在把
一缕缕清冷的怀念化作绿色的情思，安静地拂去心中不悦的尘埃，让
清明节这个节日变得愈发清澈明亮了。

祭扫新风 包容中培养文化自觉

□那可

“ 清 明 时 节 雨
纷 纷 ，路 上 行 人 欲
断魂”，这句脍炙人
口 的 诗 ，总 能 在 每
年的这个时节把我
们带回到古典式的
情 境 中 。 扫 墓 、祭
祀 、追 念 、远 行 ，深
藏的民族记忆总是
在 这 时 候 翻 腾 起
来 ，涌 上 心 头 。 从
古 至 今 ，这 种 深 沉
的、含蓄的抒情，总
是 与 固 有 仪 式 相
伴 ，形 成 了 我 国 特
有的清明节传统。

然 而 时 至 今
日 ，这 种 注 重 仪 式
的传统却在与现代
文明的碰撞中折射
出 前 所 未 有 的 分
歧 。 一 方 面 烧 纸
钱 ，依 旧 是 许 多 上
年纪居民最认可的
祭 扫 方 式 ，一 掷 千
金的富豪甚至将现
实 中 的 家 电 、豪 车
焚 烧 ；另 一 方 面 国
内某大型公墓隆重
推 出 “ 代 客 扫 墓 ”
服 务 ，博 得 众 人 眼
球 ，家 属 通 过 微 信
即可观看“代扫”全
程 ，有 的 网 店 还 适
时 推 出“ 敬 烟 、敬
酒、代哭” ，让那些

“ 虽 不 能 至 心 向 往
之 ”的 顾 客 有 了 充
足的表达空间。看
起 来 五 花 八 门 ，却
又 殊 途 同 归 ，在 当

前这个多元化时代，源自于农耕社
会的祭扫方式，随着生产生活方式
的 改 变 ，衍 生 出 了 多 种 多 样 的 形
式，选择哪种祭扫方式从目的上关
乎内心，但在方式上却与现实紧密
相连。

今 天 人 口 集 中 稠 密 的 城 市 和
城镇取代了空旷的乡村和山野，人
与 人 交 往 日 益 密 切 ，对 人 的 社 会
责 任 要 求 日 益 凸 显 。 因 此 在 清
明 节 进 行 祭 扫 活 动 中 只 要 不 对
他 人 、社 会 和 环 境 造 成 破 坏 或
潜 在 危 害 ，我 们 就 应 大 力 提
倡 。 焚 烧 纸 钱 、祭 品 ，燃 放 鞭 炮
因 其 对 环 境 危 害 巨 大 ，我 们 不
应 提 倡 。 而 海 葬 、树 葬 以 及 朗
诵 会 、网 上 祭 奠 等 不 仅 寄 托 了
哀 思 ，还 能 为 世 界 增 添 了 一 抹
绿 色 、一 缕 鲜 活 ，则 应 被 提 倡 。
我 们 积 极 引 导 移 风 易 俗 ，努 力
营 造 文 明 环 境 ，探 索 文 明 祭 祀 形
式 ，归 根 结 底 是 要 改 造我们的生
存环境，让我们每个人生活在更舒
适的环境里，因此提倡清明节绿色
祭扫意味深远。

而 且 清 明 节 的 意 义 还 不 止 于
此 ，它 既 是 现 实 的 又 分 明 指 向 内
心，无论是在家族长辈墓前，进行
追忆和思念，还是在烈士墓前庄严
地 宣 誓 ，总 会 让 人 多 一 些 对 孝 道
的反思，产生一些对生命的感悟，
增加一些家国的情怀。现代人生
活节奏快，生存压力大，似乎每个
人 都 憋 足 了 劲 儿 向 前 跑 ，清 明 节
恰恰给人一个驻足回头总结的机
会 ，在 沉 思 中 澄 清 和 净 化 内 心 里
一时的困惑与不安。从这个角度
看 ，选 择 一 个 合 适 的 方 式 过 清 明
节 ，无 论 是 对 外 部 世 界 还 是 自 己
的 内 在 世 界 ，都 可 以 变 得 更 加 清
爽而明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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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替代纸钱 微信寄托哀思

新风遍吹清明祭

清明节刚过。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身后
事”已经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之一，“生态安葬”也成为当前
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生态安葬”也称“绿色殡葬”，是一种
以树代碑、骨灰直接葬入树下或草坪中的新型葬法，具体又
可分为树葬、草坪葬、花盆葬、壁葬、海葬等形式。

2016年 2月 19日，民政部等 9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
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这是国家在殡葬领域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首个专门性文件。文件中指出，节地生态安
葬的内涵就是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价值导向，鼓励和引
导人们采用树葬、海葬、深埋、格位存放等不占或少占土地、
少耗资源、少使用不可降解材料的方式安葬骨灰或遗体，使
安葬活动更好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在新华网推出的一项有关生态安葬的网络调查中，
61.3%的网民听说过生态安葬，28%的人则没听说过，10.7%
的网民选择了“不太明白”；有 81.7%的人知道海葬，54.8%
的人知道树葬，对于其他例如花坛葬、草坪葬、壁葬等，知晓
率不高。

知晓率最高的海葬是将骨灰撒入大海的一种葬法。骨
灰撒海，打破了传统的“入土为安”观念。海葬有利于节约
土地、发展经济，有利于移风易俗。

树葬则是指人们以认养绿地的办法，种植一些树木，将
亲人的骨灰撒在树下。骨灰成为树的肥料，树身上挂死者
的名牌，而树木成为死者亲属对亡者思念的寄托。这种方
式改善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符合人们入土为安、落叶
归根的心理需求，因此逐渐被更多人接受。花坛葬与树葬
类似，是指把亲人的骨灰深埋在美丽花坛中的方式，让逝去
的亲人回归自然，与大地共存。

壁葬是将骨灰盒嵌在墙壁内的丧葬方式。壁葬墙和普
通的墙体高低相仿，略厚些，墙体正面分布着井字形的壁葬
格，大小可放入骨灰盒。一堵壁葬墙可安置几十乃至几百
个骨灰盒，存放量极大又节约土地。

□赵一诺 本报记者 那可 闫紫谦

“把纸锭加进去，看它给火焰吞食，一会儿变成白色的灰烬，仿佛有冬天拨弄炭火盆那种情味。”叶圣陶在《过节》一文中这样描述传统祭祖
先的情景。在清明节对故去亲人的供香、焚纸、斟酒、拜跪、叩头，这一系列颇具仪式感的祭奠已故亲人的思亲尽孝方式，在中华民族传统习俗
中已延续了几千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尤其是雾霾等环保问题的出现，火光冲天、烟雾弥漫、乌烟瘴气的清明节，也与众人眼中“万物皆洁
齐而清明”的节日气氛相差甚远，如何文明祭祀、生态祭扫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网络祭祀”、“鲜花祭祀”、“集体公祭”、“家书诵读”正从

“少数参与，多人围观”演变成文明、环保的祭祀新风尚。

生态安葬

清明节期间，在哈尔滨市向阳山革命公墓，许多市民用文明
的方式进行祭扫，用丝带和鲜花表达对逝者的思念。

本报记者 高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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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香烛，没有烧纸，家人们在大海面前静静地回忆着亲人，诉
说着对亲人的哀思……这是今年清明节前的一幕，伴随着悠扬的音
乐，主持人宣读了祭文，并为逝者家属颁发了海葬证书。自 2009 年
起，这是哈尔滨市第 19次为逝者在大连举行的骨灰撒海活动，海葬船
抵达距离海岸线 7海里的黄海海域，来自哈尔滨的 62位家属默默地
在心里告别亲人。

“终于圆了妻子生前的遗愿了。”52岁的王先生带着女儿特意从
大庆赶到哈尔滨，为了圆一个妻子留下的心愿。王先生的妻子 2015
年因病逝世，悲伤难过的他时常回忆夫妻二人共同度过的甜蜜岁月，

“妻子生前最喜欢大海，我们曾经多次去海边度假，对大海有着特殊
的眷恋之情。妻子在弥留之际，表述了逝后选择海葬的深切愿望。”
王先生悲伤地说。在今年清明节来临之际，王先生了解到哈尔滨开
展了海葬活动，通过殡葬服务专线办理了相应手续。王先生在女儿
和朋友的陪伴下，将鲜花插在骨灰罐上，缓缓送入大海，女儿挽着父
亲的臂膀一同送别母亲。王先生说：“虽然心情很难过，但是用这种
温馨环保的方式祭祀，圆了妻子生前的遗愿，心里很安慰。”他同时叮
嘱女儿，将来有一天自己离开这个世界时，也要选择这种方式与妻子
在大海中“相会”。

自 2009年我省第一次开展海葬活动，只有 6个家庭参加，今年的
骨灰撒海通知发出后，报名者十分踊跃，不到十日就达到了规定单次
人数。截至目前，已有 783位逝者的骨灰撒入大海，海葬作为一种生
态安葬方式文明节俭，既环保又节省土地，可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
土地资源。自 2016年开始，我省实施补贴政策，每户海葬骨灰家属补

贴标准 1000元。黑河市大力宣传落实全国《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
导意见》，对采取骨灰撒散、树葬、花葬、草坪葬、深埋不留坟头等生态
葬，发补贴 400元，倡导市民接受节地生态安葬法。

同样是在今年的清明节，高先生兄弟二人在礼仪师的主持下来
到牡丹江为父母举行江葬仪式。随着轮船汽笛的鸣响，轮船缓缓驶
出江滨码头开向江中，在生命礼仪师的指导下，高先生将父母的环保
骨灰降解罐缓缓放入江中，手中拿着的白色丝带久久不舍抽出，他
只要自己轻轻一抽，父母就将永远地离自己而去，而兄弟二人早已
泪流满面。高先生说：“父母生前非常热爱家乡，热爱生活，中华民
族自古就有‘以孝为先’、‘厚养薄葬’的传统，选择江葬的方式既圆
了父母生前的愿望，更是对‘文明节俭治丧、生态节地安葬、文明低
碳祭扫’新理念、新风尚的具体实践。”伴随着鲜花，在鸟儿的声声低
鸣中，骨灰罐越漂越远，看着亲人的骨灰渐渐消失在江水中，亲属们
对着江中默默祈祷，依依话别，默默地流下眼泪。为推广节地生态
安葬，2016年牡丹江市民政局主办了黑龙江首届“尊重生命、回归自
然”主题骨灰江葬活动，仪式隆重，效果震撼感人，被称之为“牡丹江
最美葬礼”。此次活动使得节地生态安葬理念渐入人心，开展骨灰
江葬，就是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安居乐业的净土，就是保护我们赖
以生存的环境。我省将根据气候特点，在牡丹江、佳木斯、黑河等地
于清明节后继续举办江葬活动。在传统与现代、习俗和生态的比较
中，越来越多的人在开始接受更文明、更绿色的祭扫方式。多样化
生态安葬选择为尊重传统、保护环境找到了平衡点，也提出了新的
发展方向。

生态安葬 文明祭扫倡环保

4月 2日，以“感恩亲情，播种文明”为主题的哈尔滨市第三届清明
诵读诗会在百年老街中央大街举行，千余名市民以清明诵诗的形式怀
念逝去的亲人，寄思卡片、系黄丝带、折千纸鹤。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
逛街的市民积极参与其中，短短几分钟，就有数十位群众选择用这样的
方式表达对故人的思念缅怀之情。诵读诗会现场一直观看的王静告诉
记者，自己刚从中央商城出来就被诵读诗会的气氛所吸引，伴随着舒缓
忧伤的背景音乐，追忆亲人的诗句从朗诵爱好者的口中读出，将自己对
已故亲人的多年思念之情一下子释放出来。当读到有关追忆母亲的诗
句时，王静热泪盈眶，她说，“借助诗歌的感染力，追忆亲人，我感受到的
是和平日烧纸完全不同的体会。从心底发出对故去者深深的怀念，也
开始对活着的意义进行反思，思念在诗歌中静下来了，沉下来了。”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少市民对于烧纸引发的环境污染等问题有
着明确的认识，但是因为观念问题，依然进行烧纸祭祀。哈市香坊区
湘江路与泰山路附近楼密人多，多年来，每逢清明节，这里的十字路
口几乎都有“纸钱摊”的“把守”。附近开了五年水果店的高大娘告诉
记者，每逢清明节晚上，位于十字路口的水果摊就必须早早撤回到室
内或者关门，因为天一黑，这里烧纸的人就络绎不绝，大风伴随着纸
钱烧尽的黑灰扑面而来，眼前尽是浓烟。“实在没法呆了，这几天都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晚上七点多一直烧到十点多，味道呛得人都
上不来气，纸灰乱飞睁不开眼睛，走过的人都得捂着鼻子小跑。”高大
娘抱怨说。记者随机走访了在这个十字路口卖纸钱的摊贩，他们告
诉记者，很多卖家已经意识到挣清明节烧纸钱不再是长久之计，年轻
消费者开始选择其他方式祭奠亲人。“今年货买的人不少，但大家都说，
现在空气质量问题这么严峻，为了哈尔滨能有蓝天，以后不烧，大家其
实也能接受。”一位摊主说。

4月 4日当天，黑龙江日报官方微信制作了《清明祭祖德厚家风》
H5。截至目前，超过 2000人次在该H5“献花寄哀思”的操作界面中送
出了自己的思念。参与者的哀思在手触屏幕的那一刻，怀念在“网”间
温暖地传递着。57 岁的邢女士将此条链接转发进了家庭群，想让哥
哥姐姐为故去的母亲送去思念。“年过半百的我们对‘子欲养而亲不
待’感触越来越深，工作的繁忙，家务的琐碎，让我们并未用尽全力
去照顾年迈的母亲。虽然母亲临终前大家也请假轮流陪护。但回
想起来，在母亲生前时常回家陪陪她，对待母亲的唠叨少几句顶嘴，
成为母亲故去后我最大的遗憾。母亲没读过书，也不识字，但她生
前总是说，‘老人活着就该好好孝顺，人要是没了，要那些形式有啥
用’。我总是想，如果母亲现在还活着该多好，人过中年的我现在才体
会到什么才是对双亲厚养薄葬，让老人在晚年生活中感受到子女的陪
伴，心情畅爽，颐养天年。这样的厚养才是真正的‘孝’，也是阴阳两隔
后无愧于心的‘念’。”

“父亲，您安息吧……”伴着忧伤的小提琴独奏《白桦林》，市民于女
士将父亲的骨灰埋在香樟树下，并撒上花瓣。于女士的父亲 82岁因病
逝世，生前就有树葬的意愿。“父亲认为在世的时候子女们好好孝顺就
足够了，死后不需要多余的仪式。”于女士说：“父亲生病后我放下了工
作在家守护照料了两年，直到父亲离世的那一刻，我心里已不留遗憾。
父亲生前在北京上海等地看到过不少树葬、海葬，认同这种文明环保的
生态安葬方式，我遵循父亲的遗愿，将其树葬。”树葬即将环保可降解骨
灰袋深埋树下，让骨灰自动分解、回归自然，不立墓碑，可节约大量的土
地森林资源，不但有利于生态环境建设，而且也迎合了人们传统意义上

“入土为安”的理念。于女士说，树葬让思念的绿树枝繁叶茂，眼前的大
树仿佛是父亲生命的再延伸。

感恩亲情 追寻内心真正的清明

哈尔滨市道里区斯大林街道办事处在江桥社区举行了清明集体祭
扫活动。200多名社区居民、机关干部、企业职工参加了此次祭扫。现
场，人们通过网上祭奠、粘贴寄语、敬献鲜花等方式表达了对已故亲人
的怀念。 本报记者 苏强摄

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社区的工作人员、居民、志愿者 80余人来到
松花江畔，举行“倡导文明祭祀，绿色环保度清明”主题活动。期间，志
愿者们还向过往行人发放近千份“文明祭扫”倡议书，号召大家采用文
明的方式进行清明祭扫活动。 本报记者 苏强摄

本报讯（赵一诺）自 2008 年清明节被纳
入国家法定假日以来，我省各地均建立了清
明节文明祭祀服务保障机制，大力开展以“文
明祭扫、平安清明”为主题的宣传活动，以及

“优质服务月”、“殡葬改革宣传月”、“殡葬行
风建设月”等活动，大力宣传“绿色、低碳、环
保、文明”的殡葬理念，文明祭扫新风尚日渐
形成。我省殡葬服务单位累计接待祭扫群众
3400余万人（次），年均 300余万人（次），有约
30%的群众主动选择文明绿色、低碳环保的
祭祀方式祭奠故人，社区公祭、网上祭扫等现
代祭祀方式逐步被越来越多的群众接受。清
明节工作已由政府主导、民政牵头、有关部门
配合的传统模式逐渐转变为群众广泛参与、
社会办清明的新格局。

为进一步推进节地生态安葬工作，2016
年，我省民政部门会同发改、财政等 9个厅局
出台《关于推进节地生态安葬的实施意见》，
大力推进绿色、生态安葬工作，在哈尔滨、牡
丹江、伊春、绥化、黑河等地公墓划定了草坪
葬、树葬等生态安葬区域，着力推进海葬、江
葬、骨灰撒散等生态葬法，目前已有近 3000
户群众选择了生态葬法。哈尔滨市已连续 9
年举办骨灰海葬活动 19次，已将海葬活动列
入常态化生态安葬工作，安排专人负责海葬
的组织和协调，根据群众需求常年组织海葬
活动。截至目前，已有近 800位逝者选择海
葬。2016年，我省出台了海葬补贴政策，按户
给予参加海葬的家属每户 1000 元的资金补
贴。牡丹江、黑河、绥化、伊春等地，因地制
宜，加强了生态安葬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黑
河市建立了骨灰撒施补贴制度，每户补贴 400
元。

下一步，我省民政部门将联合财政、发
改、科技、国土、环保、住建、农业、林业等有关
部门，研究制定符合我省实际情况的具体措
施和办法。一是在编制《全省民政事业“十三
五”规划》时，将推进骨灰撒散（海葬、江葬）、
树葬、草坪葬、壁葬等生态殡葬模式列入其
中，并积极推广，省里将研究采取以奖代补
的方式给予补贴，已选择在哈尔滨市组织、
实施发放全省海葬补贴。二是根据我省实
际，着力推进中心乡镇公益性骨灰寄存楼
（堂）建设，公益性骨灰楼（堂）市、县全覆
盖，这既满足一般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村群
众骨灰安放、祭奠的需求，又可节约土地，
符合我省殡葬生态安葬的实际情况，有效
解决散埋乱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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