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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推行行火火葬葬，，腾腾出出好好地地种种庄庄稼稼

陈莹，笔名莺歌。生肖兔，性别男；大学文化，中共党员；曾任教书匠，现为公务员。业余时间笔耕为乐，作品散见于于省
内外多家报刊，入选过多种文集。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济南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出版有有散
文集《醉人的微笑》、《春天对秋天的致意》等，曾获济南文学奖。

□陈莹

我小的时候，咱们这一片
兴起了扒坟运动，此举惊世骇
俗，震古烁今。

那几年，无论大人还是孩
子，跑去坡地坟场看热闹，成了
一项新鲜而刺激的娱乐节目。
与从事其他劳动有所不同，扒
坟的社员因为工作场地固定，
所以能够“一心二用”，可以边
干活边听“戏匣子”(半导体收
音机)。有个细节我记忆犹新：
一大群灰头土脸的半大小子，
围拢在坟坑四周，瞪大滴溜乱
转的眼睛，期待着宝贝出土；同
时又支棱起耳朵，津津有味地
听侯宝林的相声《夜行记》。侯
宝林在“文革”中备受折腾，其
作品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刚刚
解禁。这是我第一次听侯大师
的相声，乐不可支。如此算来，
扒坟的具体时间，应该是上世
纪七十年代中后期。

扒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
行火葬，腾出好地种庄稼，不让

死人争活人的口粮田。殡葬改
革初始，一般人难以接受，阻力
重重。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传统
观念是寿终正寝，入土为安。别
说是普通百姓，连那些声名显
赫的高官，也希望“活着尽忠，
死了尽孝”，全身入土。掘人祖
坟的做法，古往今来都是见不
得人的阴招，不仅是对死者的
大不敬，对后人亦属奇耻大辱。
然而历史洪流滚滚向前，扒坟
的调子起得很高，上升到“破旧
立新，移风易俗”的革命需要。
尽管众人对扒坟之举存有抵触
情绪，然而又有哪个“花岗岩头
脑”敢螳臂当车呢？

那些有名有姓的坟堆，比
如张家林、李家林，由于子孙繁
衍、香火旺盛，家族中有人操心，
在山沟或高坡处选好了“风水宝
地”，将列祖列宗整体挪移，乔迁
新居。剩余的皆为无名之坟，要
么身后无嗣，要么后人失联。

于是，一双双粗壮的大手，
操起钢钎、铁锹、撬棍、斧锤，肆
无忌惮地向无名之坟掘进，长
驱直入。“阴曹地府”的光景，让
土包子们眼界大开。有的墓室
豪华如宫殿，石门铁锁，厚棺细

椁，陪葬丰厚；有的坟穴寒酸如
菜窖，薄板破席，淤泥覆没，四
壁空空。一个个不知安睡了几
世几载的阴魂，忽然被莫名其
妙地暴力搅扰，无论贵贱尊卑，
赤贫豪富，结局别无二致：骷髅
七零八落，骨殖随处可见，金戒
指、银耳环、土陶罐、铜制钱、烟
袋锅子、梳妆镜子等只要一露
头，一律被哄抢洗劫。

整齐方正的墓石被逐一起
出，垒猪圈，盖牛棚。优质硬木
的棺材板子，改成粪车、牛槽、
库房门；粗劣散架的棺材则随
地丢弃，被胆大的社员捡回家
去填炉膛。俺村有个小名儿叫

“大和尚”的老汉，在当街的官
井旁边，糊个泥巴炉子，长期劈
棺材板烧水泡茶，难闻的气味
满大街飘荡。有人吓唬他，你夜
里睡觉小心点儿，提防那些死
鬼把你抬了去。“大和尚”不管
这一套，依旧噼里啪啦地烧火，
稀里呼噜地喝茶。

都说虎死如羊，人死如虎，
然而面对那些标本一般的骷
髅，谁还会心存敬畏呢？套改一
首咏石灰的名诗，正好对应此
情此景：“千凿万撬出阴间，烈

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无
影，功名利禄化云烟。”

活生生的现实，教育了曾
经冥顽不化的老乡。火葬在乡
间逐渐推行，短短几年迅速普
及。

我曾问过许多人，谁能说
出自己曾祖父的名讳，结果少
有人知。三代之后，谁知你乃何
方神圣？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
不带去，占多何用？人生苦短，
孝在当下。孝老爱亲，胜过烧香

拜佛；厚养薄葬，理当蔚然成
风。扒坟旧事，可作警钟，敲醒
贪婪者的痴梦。

再奢华的墓穴，再丰厚的
陪葬，迟早灰飞烟灭，何必枉费
心机？“人生在世屈指算，一共
三万六千天。家有房屋千万座，
睡觉就需三尺宽。房子修得再
好，那只是个临时住所，这个小
盒子才是你永久的家啊！”此话
虽出自小品调侃，却一针见血，

“刨到了祖坟上”。

□冯哲元

中华民族向来讲究“死者
为大”、“入土为安”的乡土情
怀，因此在“事死如事生”的朴
素理念，抑或是封建糟粕中，世
世代代沿袭着那种虔诚的古老
仪式。旧社会乡村的“白事”程
序繁琐，规模庞大，现在想想纯
粹是以逝者的名义折腾活人，
但既然是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
礼仪规范，乡亲们无论认可与
否都只能照章执行。不然，稍有
差池，就会被长辈和乡邻扣上

“不孝”的帽子。
笔者如今已经八十高龄，

历经诸多亲朋好友的离世，各
种各样形式繁杂的丧礼见过的
实在不少。我简要回顾一下家
乡孝里一带的“白事”风俗：

解放前，如果村里某家有
亲人亡故，主家要立即召集亲
朋好友成立安排丧事的“班
子”。一般是两个班子，分为“男
班子”和“女班子”。男班子分设

“内柜”及“外柜”，内柜负责安
排丧事程序，给远处的亲朋送
信、送帖等，便于不知情的死者
亲朋及时得到消息，赶来吊唁

（旧社会特别重视老亲戚，即使
多年不联络的，也要郑重其事
地写帖传帖，否则就是严重的
失礼）；外柜负责在安置灵棚的
大门外接待来客，登账（我们孝
里一带红事登账叫随礼，白事
登账叫付礼），照顾来客吃喝等

一系列问题。女班子一般要找
村里有经验的妇女，我们村里
叫“支客”（孝里乡间读 z hī
kēi），据老人说女支客必须是
儿女双全的人；女支客承担安
排前来吊唁的女客的就餐、破
孝等任务（破孝就是根据来客
的辈分与死者关系的亲疏，来
分发不同的孝衣、孝帽、徽章等
哭丧必备的服装标志）。

老人亡故后尸身一般要在
家停放三天，除非老人死在本
年旧历最后一天，明天就是新
年第一天，如此特殊的时刻就
要特事特办，停灵一天即刻发
丧，尽量速战速决，否则就成了
两年的丧事，对生者不吉利。当
然，这样特殊的丧事时间概率
比较小。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
就是家中有年轻人先于长者去
世，为区别于长辈以及表达痛
惜之情，也是当天或者停灵两
天就出殡。家中老人去世，尤其
是七十以上高寿的（旧社会人
的平均寿龄都比较低，人生七
十古来稀确实不虚，村里有老
人能够活到七十以上就算是稀
罕的啦），家中生活比较殷实
的，就会花大笔的钱财雇“吹
打”的（解放前专门从事红白喜
事的民间戏曲音乐艺人）。

我的家乡孝里庞道口村，
旧社会有日子过得好的，选在
夜晚起丧，雇戏班子闹个通宵。
那个时候乡村娱乐生活严重贫
乏，四乡八邻不但不会觉得吵
闹扰民，还会从四处汇聚而来
看热闹。请来的戏班子变成了
十里八乡的文化盛宴，哭丧出
殡俨然变成了乡邻消遣娱乐的
一道风景。孝子要穿孝衣、戴孝

帽（如果家中有一个老人去世，
孝帽子上一边耳朵旁系一个棉
花球，两个老人都去世了系两
个棉花球。所以当时的群众一
看孝帽子上的棉花球就知道有
几个老人没了），还要腰扎青
绳，粗布鞋白帮黑面，而且不能
提上脚后跟，像现在人们穿拖
鞋一样，趿拉着。一天要分“早
中晚”三个时辰出殡的队伍出
去“泼汤”（我们这里叫huō
汤），由专门的人抬着小米汤沿
路泼过去，表示给逝者在阳间
的餐饭即将结束了）。如果家族
大的，出殡的队伍浩浩荡荡哭
声震天，也是蔚为大观。

亲朋前来吊唁，女的一到
村口就要高声大哭，一直哭到
灵堂。男客来到灵堂门口，有执
事敲鼓三下，女客来了敲鼓两
下，里面的孝子贤孙就知道是
男客还是女客前来悼念了。第
三天出殡，按照棺材的轻重确
定抬棺材的人数，较好的棺材
一般是柏木的（时称“柏木六
子”，就是全套的柏木），棺材板
的厚度有四寸、五寸不等。一具
大的棺木非常沉重，需要近20
个人才能抬起来，条件好的还
会给棺材披上价值不菲的“棺
罩”。很多老人在生前就会把自
己的棺材板准备好，存放在家
里隐秘的角落，如果棺材太大
有时候无法从停灵的正房屋内
抬出来，还需要专门的青壮年
拿锯将碍事儿的门框锯掉。如
果是夏天出殡，为了驱晦气辟
邪气，还会有人拿着一瓶白酒，
从口中向抬棺材的人喷洒。哭
丧的孝子在棺前给人叩头，棺
不动孝子磕头也原地不动。管

事的人高声喊喝：“磕头，谢客
（kēi）——— ”声音悠长。

棺材抬出院子停放好，棺
前方摆上方桌，祭奠的重要的
礼仪依次展开，这也是旧社会
出丧的重头戏，甚至成为孝子
自我展示的平台。前来观瞻的
乡里乡亲都会对其中的祭奠礼
节评头论足，多少年后依然津
津乐道。所以，这个棺前祭奠的
仪式主家都很重视。孝子跪在
棺材两边磕头，有资格在老人
棺 前 祭 奠 的 客 人 叫 奠 客

（kēi），按顺序次第祭拜。一般
是贵客（kēi）在前，（贵客就是
各辈分的女婿，闺女女婿依照
女儿的长幼排序依次出列，还
有孙女女婿等），其他人的祭奠
仪式放在之后。磕头祭奠的流
派众多，孝里黄河边上一般流
行二十四拜，叩24个头，也叫

“君臣大礼”，取“三拜九叩”的
讲法，但老百姓不能僭越封建
礼制，否则会招来杀头之罪，所
以只取三拜，叩头24个。24拜是
乡村最大的礼节，给最亲近的
长辈，例如岳父岳母，或者学生
给老师等，一般关系不予使用。
还有12拜、五拜（俗称锥子舞）。
祭拜完毕，桌前的丧事大总管
高喊“谢客（kēi）——— ”，孝子
磕头，然后家中长子（长子既
殁，长孙代替）将一瓦盆在地上
摔碎，俗称摔老盆，表示老人在
阳间吃饭的机会没有了。旧社
会，群众由此也能看出家族的
财产由谁继承，因为按照农村
及习俗，只有真正的继承者才
有资格“摔老盆”。老盆摔完了，
出殡的人就要拉着孝子贤孙和
其他亲朋祭献在老人灵前的纸

牛纸马、用纸和竹篾扎的家具
一类的用具、花圈火纸等众多
的祭品，带到家族墓地，让老人
入土为安后，一并焚烧，希望老
人在地下的阴间一样过着尘世
的日子。

另外，如果女方老人去世，
以舅爷为代表的娘家人在当时
是具有崇高地位的，一个个孝
子贤孙和丧事上管事的，谁都
不敢怠慢。如果娘家人有什么
地方不满意，拒不就餐，或者阻
挠丧礼进行，孝子就只有原地
磕头的份儿。娘家人发话后，大
总管说“谢客（kēi）”，孝子才
敢动。若有不孝父母的事实，舅
爷在丧局上发作，那可就有孝
子受的了。其实，对待那些不孝
顺的所谓“孝子”，村民心里自
有一本账，过去哭丧，孝子手里
要拄一根柳木的“哭丧棒”，最
后插在老人的坟头，慢慢就会
长成柳树。乡民为了惩罚不孝
之子，故意把“哭丧棒”截得很
短，孝子哭丧时拄着这样一根
被人精心打造的棍子，就别提
那个难受了。

孝子埋葬完老人之后，还
要回去准备头七、三七、五七的
葬仪，此处不再一一赘述。你
看，本来老人去世就够难过了，
这么多繁复的程序走下来，没
个好身板真是扛不住。如今，新
社会、新时代、新气象，移风易
俗与时俱进，村里成立个“治丧
委员会”，由村委牵头办理，开
个追悼会以示悼念之情。这样
既简化了解放前“白事”复杂累
人的程序，充分表达了缅怀之
情，又节省了开支，给后人做出
了典范，理应得到传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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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莺歌唱晚

旧旧社社会会乡乡村村““白白事事””操操办办简简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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