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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年来，社会学界提出了“社
会情感治理”新理论，殡葬服务是
民生工程，更是民心工程，殡葬从
业者直面的是遭遇人生重大变故
的人，尤其可以借鉴情感治理理
论和实务经验，通过建立现代殡
葬礼仪体系，帮助遗属整理收拾
心理情绪，体悟生命情感，肯定生
命价值，重建人生家园归属感。
“为此，推进殡葬改革，建立一套
既尊重传统又符合时代潮流的现
代殡葬礼仪体系，势在必行。”张
兆安说。

首先，殡葬仪式是告别人世
的终极仪式，也是安顿人生的最
重要仪式，人们需要尊重优秀传
统，探讨更加富有弹性、柔性和人
情味的现代殡葬改革路径，满足
多元化、个性化的现代殡葬需求。
构建出一套现代的殡葬礼仪体
系，应是政府主导，学界和社会各
界不断合力共谋，法、理、情和谐
共融，以制度化、体系化回应社会
情感需求。同时，中国现代殡葬改
革的活力在基层，政府部门应考
量给予一定的制度空间，激发社
会组织的创新动力。

其次，政府部门应联合学术
界对于殡葬改革的理念、目的、路
径等基本问题进行一番“正本清
源”的梳理，走向社会、走向基层，
多做调研，更深切地把握改革中
的实际问题。

当前，殡葬行业标准中的礼

仪规范内容散见于接待、祭扫、告
别等细类标准中，缺乏统一推荐
标准。参照西方做法，礼仪标准堪
称典范的是德国行业标准《葬礼
服务要求》，对工作人员、接待咨
询、遗体处理、葬式选择、财务管
理、宣传公告、预备善后等 !" 个
内容进行全方位规范。“为了便于
操作，我国相关部门或可联合起
草制定行业推荐标准《殡葬服务
礼仪》，探索把体现中华文化精
髓、现代文明理念的殡仪标准推
而广之，移风易俗。”张兆安在代
表建议中说。

纵观人类文明史，殡葬是人
类自我意识觉醒，走向文明的重
要标志，也是记载历史传承文明
的重要载体，无论是我国的兵马
俑，还是古埃及的金字塔，都是最
好的例证。“我国有着数千年殡葬
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死哲
学观、伦理道德观和殡葬礼仪观，
体现了中华民族慎终追远、民德
归厚的民族伦理特质，对于民族
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金华
说，面对“天下第一难”，与时俱
进，坚定不移地推进遗体火化、节
地生态安葬、文明祭坛祭扫，最大
限度地降低殡葬活动对于人类社
会生产生活的负面影响，促进生
态资源可持续发展；同时重建现
代殡葬礼仪体系，对传统文化激
浊扬清，现代社会情感治理也将
因此气清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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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故人“情感治理”当气清景明
! ! ! !生命的尊严，不只体
现于活着的时候，也体现
在离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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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尊严有体面？#"$%年
北大清明论坛上，全国政
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医
学专家凌峰讲述的故事
和观点，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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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在民政部工作了 &$年，
走了 '个司局，我现在体会到殡
葬工作是最难做的一项工作。我
到地方调研，很多市委书记、县
委书记、乡镇干部都跟我说，过
去计划生育是天下第一难，现在
殡葬工作是天下第一难。为什
么？请大家找找答案。”清明前
夕，("$% 年北京大学“清明论
坛”上，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
王金华抛出了“第一难”。
“第一难”，一个极端案例

是，某地强行平坟，导致一段时
间里火化率原本已逾 )"*的地
方降至 ("*，整个省火化率从
!"*多下降到 (&*。为何殡葬会
变成基层社会治理的“第一难”，
为何殡葬改革移风易俗会出现
乱象？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
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张
兆安在代表建议中详细分析了
其中缘由。
第一，须重视殡葬礼仪的文

化价值内涵，对传统丧礼习俗进
行价值评估。

我国的殡葬改革一直由政
府强势主导，简化或扬弃传统殡
葬礼仪是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各地民政部门存在“一切从简”
的思维方式，导致了现行的殡葬
管理制度和改革方式在传承人
文精神、体现人本尊严方面明显
不足。

$%%+年颁布的《殡葬管理
条例》，目前正在修订中。条例倡
导殡葬改革，强调实行火葬、改
革土葬、节约用地和节俭丧葬费
用，但失之注重经济考量而遗落
了人文关怀，凸显了工具理性而
弱化了更深层次的人文价值考
量，导致殡葬改革极易在基层实
践中变得“简单粗暴”。诚然，传
统丧葬礼俗鱼龙混杂，迷信陋习
有之，繁杂靡费有之，也因此更
需要辩证审慎的区分。
事实上，殡葬绝不仅仅是处

理逝者遗体，殡葬礼仪作为古代
“五礼”之一，价值在于维护社会
伦理、规范社会秩序、塑造人文
道德。“礼者，养也”，古人制礼的
动机在于“因人之情而为之节
文”，就是顺着人的情感和欲望
需求，将其纳入到文明秩序，构
建起基本的人伦与道德规范。丧
葬礼俗更是如此，所谓“慎终追

远，民德归厚”是指慎重地对待父
母的去世，追念久远的祖先，民
众的道德才能归于醇厚。中国的
殡葬礼仪绵延至今，也正是在于
彰显逝者的生命尊严，安顿生者
的情感心灵，体现生命的意义。
因此，殡葬礼仪不是简单的

遗体告别，而是表达了逝者与生
者的精神联系，使逝者的精神生
命“永垂不朽”，生者的心灵有所
皈依，乃至维系一个民族的文化
认同和人文关怀。所以，在殡葬
改革过程中，必须重视殡葬仪式
慎终追远的文化价值内涵。

第二，须理性对待殡葬礼
仪中的文化传承与现代转化的
关系。
丧葬礼俗，现代化变革是殡

葬改革的重中之重。丧葬礼俗，
要顺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新期待，也更契合生态
环境保护需求和社会文明进步
要求。
“礼以时为大”，任何礼仪传

统都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传
统殡葬礼仪要与时俱进，也完全
可以在合理传承人文精神的基
础上加以现代转化，使“慎终追
远”的教化功能得以传续，人文
关怀得以表达，逝者与生者得
以安顿，为新时代奠定人伦道德
基础。
一言以蔽之，殡葬改革，一

切从简，但“简单粗暴”绝对不是
移风易俗。事实上，殡葬礼仪的
现代化革新也已受到政府的重
视。("$)年 $(月，全国丧葬礼
俗改革座谈会在陕西召开，民政
部在会议上提出，推动现代殡葬
礼仪革新过程，要把握好“破”与
“立”的关系，要厘清封建迷信与
精神文明、陈规陋习与传统礼
俗、文明节俭与满足情感需求之
间的关系，正确诠释和传承弘扬
传统礼仪文化中的正能量，创新
体现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殡
葬新模式新礼仪———这就是理
性改革和有温度的情感规则的
有机衔接，平衡好“繁”与“简”，
赋予殡葬礼仪顺应时代发展的
现代人文内涵，既有效保障基本
民生需求，也要满足合理的个性
化情感需求，做到繁简有度、彰
显人文、表达生命尊严，体现生
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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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殡葬礼仪
既尊重传统又符合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