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之道

A04 2014年4月3日 星期四

编辑：申慧凯 美编：牛长婧 组版：洛菁壹读

生育政策、城乡变迁、墓地买卖改变传统祭祀文化

祭祭祖祖礼礼仪仪少少了了，，家家族族味味道道淡淡了了
清明整治违规燃香

每次进香数
不宜超3支

本报济南4月2日讯 (记者 乔
显佳 ) 2日记者从省旅游局获悉，
根据上级有关精神，清明节前后，省
旅游局等五单位将联合在全省宗教
场所开展对违规燃香现象的联合整
治，不符合规范者将被责令整改。

省旅游局、省工商局、省质监
局、省民宗局、省文物局在联合下发
的通知中，要求各市相关部门认真
贯彻此前由国家旅游局等六局委下
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国宗教旅
游场所燃香活动的意见》，保障群众
合法权益和文物安全，保护生态环
境，规范燃香的地点和进香的数量、
规格和形式，加强对旅行社以及导
游人员的规范引导，采取有效措施
严禁以任何名义和借口胁迫、诱导
和欺骗游客烧香许愿、捐款捐物，谋
取不正当利益。根据香类产品技术
要求，香体可燃部分长度不应大于
50厘米且直径不应大于1厘米；每次
进香数量不宜超过3支。

村民祭祀烧纸

两山头过火

本报临沂4月2日讯 (记者 高
祥 通讯员 陈健 麻博 ) 清明
前夕，临沂莒南县城北面的扁山突
发山火，火借风势，很快蔓延了两个
山头，当地消防、公安及群众迅速灭
火，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急扑救，最
终将山火扑灭。知情人介绍，火灾为
附近村民在山上祭祀烧纸引起。

4月1日15时22分，临沂市公安
消防支队十字路中队接到火警报
警，称位于莒南县北外环中段的扁
山发生山火。此时正值春初，山上的
枯草被火引燃后火苗蹿起老高，加
上山里风大，火借风势，大火很快蔓
延到两个山头。

在当地有关部门的调度下，附
近多个村庄的群众参与灭火，经过
两个多小时的奋战，才将山火扑灭。

据参与救援的人员介绍，清
明节来临，近期到山上陵墓祭祀
的人很多，火灾为附近村民祭祀
烧纸时不小心引燃了枯草所致。
目前，火灾具体情况还在进一步
调查中。

网络环保祭扫

遭遇安全瓶颈

近年来，网络祭奠因绿色环保
逐渐被人们接受，不过叫好不叫座
的尴尬也让很多网友“很受伤”。“今
年打算用网祭，所以在网上搜了搜，
有几个大的网站还行，小网站隔几
天就没了，能不能对个人隐私保密
非常重要。”网友毛伟说。

网站的稳定和隐私保密成了使
用者的担忧。记者拨打了某祭奠网
站的客服电话，客服人员一再强调
只要在该网站注册，信息永久有效，
网站也不会随时“失踪”，但一些附
加使用项例如上香等需要充值付费
实现。客服人员表示，由于网站的严
肃性不投放广告，这些收费的附加
项是网站的收入来源。

“对于一些鱼龙混杂的网站，应
及时进行监管，以免破坏祭拜的严
肃和神圣，伤害逝者家属的情感。”
青海省社科院鄂崇荣认为，相关民
政部门最好能设立一个公益网站，
给愿意网祭的人提供可靠的平台，
有意识引导大家根据个人情况，采
取自愿的形式参与，还可以把管理
责任分配到家族成员，实现自我管
理。 据新华社

济南动物园一处公墓内，一些墓地已联系不上主人。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摄

“一到清明节，我们会在
大门口制作两个牌子，一个是
倡导文明祭扫的，一个是寻找
过期墓地家属的。”3月31日，
在济南市玉函山公墓管理所，
副所长孙建军说，从2007年公
墓迎来第一批过期墓地以来，
不少墓碑很久都无人祭扫了。

孙建军感慨，每个清明
节，墓地4万多个逝者会迎来

30多万亲属和朋友祭拜，绝大
多数逝者都有几家人来扫墓，
但一想到有些墓碑无人祭扫，
他心里就不是个滋味。

济南的玉顶山公墓、历城
区劳动人民安息园等公墓管理
方也有这样的担忧。历城区劳
动人民安息园工作人员李先生
说，随着时间推移，部分墓地的
祭拜次数越来越少，“有些是老

两口买的，本身就没有孩子，亲
属还在外地，这样的墓地清明
就没人祭拜了。”

而在济南动物园内一处
建 国 前 设 立 的 公 墓 ，部 分
1950年前后建的墓碑早就年
久失修。动物园管理处有关
负责人说，这个公墓曾考虑
迁建，但是不少逝者家属已
经联系不上。

想迁建公墓，逝者家属已联系不上

“现代墓园不同于传统
墓地，传统墓地是祖坟，还有
合葬的，相对固定。现代墓园
则是谁需要谁购买，位置相
对随意。”历城区劳动人民安
息园的李先生打比方说，他
们那里的墓地饱和了，逝者
的亲属就要去别的地方购
买，来这边祭拜的人就越来
越少。

34岁的陈女士对此深有
体会。在济南从事家装行业

的她，奶奶葬于老家黑龙江
省牡丹江市，母亲葬于安徽，
父亲葬于哈尔滨，这个清明
节她赶上客户要装修房子，
可能不会在墓前祭奠了。

“如果一年轮一个地方，
也要三年时间才能都走遍，
每年我都很惦记他们，但都
去不了。”陈女士说，当初安
葬长辈，并没有家族坟地的
概念，都是当年生活在哪儿
就安葬在哪儿。作为独生女，

分散于三地的长辈墓地，让
她既为难又难过。

环球殡葬研究所所长鲍
元分析说，“城市墓地的相对
固定和人群迁移的不确定
性，让很多人扫墓时面临矛
盾。有时间来，没时间就不
来。加上独生子女政策影响，
第一代、第二代人的墓地，第
三代、第四代人因为感情和
时间因素，有可能不去祭奠，
墓地也就荒凉了。”

一个独生女，亲人葬在三个地方

随着人们与亲人“墓地”
之间的距离增加，晚辈对长
辈的印象，甚至家族留下的
遗训也悄然淡化。

在聊城古城城南，清朝
第一位状元傅以渐的后人告
诉记者，过去每年正月初四，
各家各户炉灶里飘出香气的
时候，傅家族人都会聚集在
城南的傅氏先茔里，举行一
个隆重的仪式，祭拜祖先，诵
读祭文，孩子们还会专门磕
头，以期学业有成。

“先要摆上供品，然后一
位长者站在前头，高喊‘一叩
首、再叩首、三叩首’，再燃放
鞭炮。”傅家后人傅尚奎说，
祭祀时会告诉孩子们祖先如
何勤奋好学，为官清正廉洁，
受到百姓爱戴。而到了现在，
家族祭祀隆重的仪式没有
了，聊城傅家的后人都是各
家去祖坟祭奠，已经没有了
家族的感觉，人心也不像以
前那么齐了。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
研究院教授程奇立表示，在传
统中国，祭祀祖先的礼仪甚至
是高于婚礼的。“《礼记》里关
于祭祀的章节有十几篇，关于
结婚的只有两三篇。”

程奇立说，古代人之所
以重视对祖先的祭拜，主要
是让整个家族成员了解家族
的过去，也就是“我从哪里

来”，并且通过对祖先的敬畏
产生家族的凝聚力、荣誉感。

不过，这种家族带来的
凝聚力正在渐渐消失，陈女
士就表示，因为时间久远，她
甚至已经记不清姥爷埋在什
么地方，姥姥家的祖籍是哪
里了。“有一次孩子问我祖辈
都是干什么的，很多我都答
不上来了。”

“孩子问祖辈是干什么的，我却答不上来”

清明将至，省城最大的玉函山公墓又将迎来一轮扫墓高峰。在迎接祭扫者的同时，公墓管理方正在寻
找一些常年无人祭拜的墓主人家属。

这些无主墓地的增加，受社会变迁、人口流动等多种因素影响很大，与此相关的，还有传统祭祀文化的
逐渐消失。有关专家表示，祭祀文化对维护家庭伦理、增强家族归属感有着重要作用，无论祭奠形式如何变
化，当中蕴含的尊祖重道都应传承下去。

与鲍元担心“无主墓”将给
城市管理带来难题不同，程奇立
忧虑的是，一些家族优良的道德
传统，会随着人们不再祭奠祖先
而被遗忘。

“家庭是国家的一个小单
元，道德的传承由于有了家庭的
约束而得到实现，这是国家机器
的推动所替代不了的。”程奇立
表示，现在社会的家庭伦理问题
突出的一个原因便是缺乏这种
家族道德的约束。

“比如在祭祀时，孩子们会
学会尊敬、孝顺老人，长辈，如
果家里有不孝顺老人的子女，
他会受到整个家族和邻里的责
备和训斥，甚至祖先‘蒙羞’，因
此过去不孝顺老人的现象很少
见。”程奇立说，相反，当代人认
为只要与法律不冲突就无所谓，
这就是家庭伦理观念淡化的结
果。

“现在倡导家庭伦理的一
个 重 要 场 合 就 是 对 祖 先 的 祭
拜，所以人们不能因为时间和
环 境 的 推 移 ，忽 视 和 淡 化 祭
拜。”程奇立认为。

鲍元建议，虽然受到时间
和空间的限制，但是祭奠祖先
却不能停止。“比如人们可以利
用虚拟空间对家人祭奠，在网
上写上家人的经历、故事，这样
可以缅怀亲人，关键是这样保
持的习惯还能教育子女，让家
族之风传下去。”

祭奠方式可以变

缅怀尊敬不能减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实习生 高晴

济南玉函山公墓不少墓碑很久都无人祭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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