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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宅」貴過「陽宅」 壟斷導致暴利

中國殯葬法規修訂難產

舟曲災區 全面重建新家園

清明節臨近 深圳菊花價漲4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隨 清明節的臨近，此前

備受關注的「天價墓地」話題又陷入了「20年使用期限」的爭議漩

渦。就在社會各界紛紛呼籲立法保障「死得有尊嚴」時，

相關法規的修訂因爭議太大，屢次難產。

聖人誕生地尼山
海內外人士春季祭孔

兩岸同胞
清明共植同根樹
據中新社3日報道 「辛卯年清明海峽兩岸共祭炎

帝神農氏大典」3日在中華始祖炎帝安寢地湖南株洲
炎帝陵舉行，參加第二屆「在台湘籍後裔湖南行」
活動的台灣鄉親及社會各界人士共200多人共植同根
樹，表達對炎帝神農氏的無限景仰。

株洲祭拜炎帝神農氏
上午10時許，祭祀大典正式開始。全體參祭人員

列隊肅立，擊鼓九通，鳴炮，奏樂，千人頌唱《祭
炎帝》，恭獻三牲、五穀、時鮮水果。台灣中華湖湘
文化發展協會理事長張京育、海協會副會長王在
希、湖南省委統戰部部長李微微等祭拜代表依次敬
香、獻花籃、虔誠三鞠躬。
「遙憶太古，九域洪荒，神農炎帝，拓土開疆⋯

⋯」主祭人張京育誦讀祭文，字句間傳達 海峽兩
岸同胞弘揚炎帝精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殷
殷期願。隨後，焚燒的帛書化作裊裊青煙，隨風飄
向九天重霄，祭慰始祖先靈。
李微微在大典儀式上表示，清明時節在台湘籍子

弟奔波千里回故鄉，緬懷祭祀先祖，追根溯源，情
真意切，熱忱歡迎更多台灣同胞回鄉拜謁始祖，尋
根祈福，關心和支持家鄉的發展，共同開創兩地交
流合作的新局面。
67歲的高安國老先生係中華湖湘文化發展協會秘

書長，祖籍湖南湘陰的他已是第四次回湘祭祖，每
次回來都驚詫家鄉的變化之快。中華兩岸投資交流
文經發展促進協會主任委員馮澤洲希望，《湖南文
獻》能在湖南發行，密切湘台兩地的交流，共謀福
祉。
據不完全統計，湖南在台湘籍人士及後裔有60萬

人左右。 2010年，湖南舉辦了第一屆「在台湘籍後
裔湖南行」活動，1,000餘位在台湘籍同胞應邀回鄉
參觀訪問，省親問祖。第二屆「在台湘籍後裔湖南
行」活動於3月30日至4月7日在湖南舉行，活動以
「湖湘子弟．清明祭祖」為主題，邀請了190餘名在
台湘籍人士及後裔回鄉省親。

■海峽兩岸同胞在中華始祖炎帝安寢地湖南株洲
炎帝陵前，共植同根樹表達對炎帝神農氏的無限
景仰。 中新社

曲阜顏廟古建築
將完成維修開放
據中新社3日電 山東省曲阜市文物管理局消息，

歷時5年的中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曲阜顏廟的古建築
維修工程將於本月底全部完成，顏廟將以全新面貌
呈現在中外遊客面前。
曲阜顏廟是祭祀孔子弟子復聖顏回的廟宇。由於

年代久遠，存在主體建築復聖殿局部結構歪閃劈
裂，整體木構架西傾，凹陷沉降不均，屋面漏雨，
木結構外表油漆彩畫脫落，木基層糟朽等諸多安全
隱患，建築整體處於瀕危狀態。顏廟復聖殿及古建
築群維修工程自2006年3月全面開工，目前已完成中
軸線復聖門、歸仁門、仰聖門、樂亭、正德亭等古
建築修繕，將於4月底前全部完工。
顏廟又稱復聖廟，已有680年的歷史，2001年被中

國國務院公布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6年12月被國家文物局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三孔」
的擴展項目，進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

■參加第二屆「在台湘籍後裔湖南行」活動的海
內外各界人士祭拜炎帝神農氏。圖為千人頌唱

《祭炎帝》。 中新社

清明節臨近，三年前被大地震毀城的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縣縣城廢墟，已經改建成汶川特
大地震紀念館，供人們祭奠憑弔遇難者。 中新社

寄託哀思

事實上，殯葬行業的暴利已為人詬病多
年，各種亂象層出不窮，「陰宅」甚至貴
過「陽宅」。壟斷經營、成本高昂，服務
質量低下，令不少百姓大呼「死不起」。

京高價墓地達百萬元
以北京為例，近年北京墓地的價格都在

萬元以上。而頗受富貴族青睞的亭子墓，
標價更在數十萬元以上，有的標價甚至高
達百萬。不僅僅是墓地，跟殯葬相關的各
種產品、服務價格也都越來越高，且越來
越離譜，殯葬業更是連續多年「榮登」暴
利行業排行榜，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殯葬
服務已離公益性服務行業越來越遠。

工薪族抱怨「死不起」
在葬費用不斷攀升的情況下，最無奈的

當屬工薪階層，既享受不到政府對特困人
群的喪葬優惠政策，也不能似大款般能為
身後事一擲千金。而由於殯葬消費的特殊
性，這些工薪族在抱怨「死不起」的同
時，也都還得乖乖「埋單」。
針對殯葬暴利點在何處的問題，有分析

人士表示，商業炒作、土地稀缺、政策法

規指導無力、市場供需緊張等都是主要原
因，而根源則在於行業壟斷。殯葬業行政
管理和事業經營合二為一的現象，一直長
期存在，高度的壟斷經營導致了管理不
力，給經營者巧立名目、漫天要價以可乘
之機。

公墓20年使用期爭議不斷
另外，近日，關於公墓「20年使用期限」

的話題，爭議不斷。根據民政部1992年發
佈的《公墓管理暫行辦法》，「經營性公
墓的墓穴管理費一次性收取最長不得超過
20年」。如今不少地方已經開始出現公墓
20年使用期屆滿，面臨續收管理費的問
題。
有專家認為，按照土地節約使用的原

則，設定一個使用期限是有必要的。但從
目前來看，墓地使用期限設定為20年似乎
不太符合當前中國民眾的需求，應當適當
延長墓穴使用年限。

修例抑或立法存爭議
關於殯葬立法問題，從2002年起，民政

部就已開始進行《殯葬管理條例》修訂的

調研工作，2005年，國務院法制辦將修訂
該條例正式列入當年立法計劃。2007年，
《殯葬管理條例(修訂草案徵求意見稿)》全
文公佈徵求意見，其中明確殯儀館為非盈
利性機構、嚴禁任何人炒買炒賣公墓，因
而一度被輿論寄予「終結殯葬暴利」的期
待。
然而歷經數年，這一規範殯葬服務市場

的基本法律仍處於「難產」狀態。國務院

法制辦官員也曾公開表示，「修訂條例的
進展遇到了諸多困難。」有內地媒體分析
稱，這意味 所涉殯葬問題因爭議太大已
明顯放緩修訂進程。
據報道，《殯葬管理條例》中爭議較大

的，包括墓穴是否作為人的基本服務需求
由政府提供保證，以及經營性公墓的發展
走向。此外，是修訂《殯葬管理條例》，
還是制定殯葬法，也存有爭議。

據新華社3日報道 2010年8月8日，舟曲發生新中國成
立以來最嚴重的泥石流災害，造成上千人死亡、失蹤。
遷墳、立碑、「送單衣」⋯⋯災後首個清明節來臨之
際，舟曲災區變得繁忙起來，人們一邊祭奠失去的親
人，一邊準備重建家園。

隨處可見 祭奠逝者痕跡
在舟曲三眼峪、羅家峪兩條泥石流溝，隨處可見祭奠

的痕跡：簡易的石頭堆砌成一個個小小的墳，上面用石
塊壓 或黃或白的紙帶，旁邊是焚燒後的紙灰。

在災後首個清明節來臨之際，由政府投資興建的舟曲
「8．8」特大山洪泥石流災害追思園也在泥石流廢墟上建
立起來。這一追思園位於泥石流衝擊帶中間的月圓村原
址之上，高8.8米的紀念碑和半繞紀念碑、長22.85米的圓
弧狀紀念牆是園內的主要建築。追思園設計簡單，但卻
寄託了生者對逝者最深切的思念，紀念牆上刻下了所有
遇難者和失蹤者的姓名。

遷墳騰地 民眾積極支持
在祭奠親人的同時，舟曲災區也迎來了全面重建。舟

曲受災群眾集中安置辦主任任秀紅說，重建需要遷墳騰
地，受災群眾都迫切盼望盡快重建好家園，所以這項工
作得到了群眾的積極支持。
在清明節來臨前，舟曲災後地質災害治理工程開工。

甘肅省國土資源廳副廳長張國華介紹說，國家為8個相關
工程，投資了4.47億元。
與此同時，舟曲受災群眾急盼的住房重建方案也初步

定下來，將在蘭州新區、峰迭新區、舟曲老城區三地重
建，舟曲老城區人口將減少一半，重建住房將以多層或
小高層為主。

據中新社3日報道 孔子故里山東省曲阜市政府3日上
午在尼山孔廟大成橋前舉行了春季祭孔大典，來自海內
外的一千餘名中外遊客參加祭奠活動，祭祀孔子這位中
華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先師聖人。
上午九時，古老的尼山孔廟大成門緩緩啟開。祭祀者

在儀仗隊的引領下進入尼山孔廟。世界孔子後裔聯誼總
會秘書長孔德平先生代表孔子後裔上香。曲阜市市長劉
森宣讀了公祭祭文，來自海內外的各界人士依次敬獻了
花籃祭祀先哲孔子。

展現古籍中的古老風俗
隨後，伴隨 悠揚的古樂，在孔廟大成殿前數百名身
盛裝的祭師進行了場面宏大的祭孔樂舞表演，生動地

展現了塵封在古籍中的古老風俗。盛大的春季祭孔儀式
以《曲阜縣志》、《聖門禮志》、《闕里志》等典籍記載
為依據，通過場景佈置、音響效果等現代技術手段，頌
讀祭祀等推陳出新的儀式程序，藝術地再現古代清明時
節祭祀孔子的盛大場景。今日舉行的春季尼山孔廟祭孔
大典，還同時開啟了文化之旅書香尼山、夫子廟開筆禮
儀式等系列文化活動。

祭孔始於公元前478年
據史書記載，祭祀孔子的活動始於孔子去世後的第二

年，也就是公元前四七八年。最初每年只有秋季一次祭
祀活動，到東漢實行春、秋兩祭制，其後又發展到春夏
秋冬逢節必祭，但都以春、秋兩祭為主。2009年起，曲
阜將春季祭孔活動的地點定於孔子誕生地尼山。祭孔大
典經歷了由民間祭祀轉為政府公祭、由清代模式轉為明
代模式、由曲阜本地的活動轉為國家部委和省政府參與
等諸多重大轉變。

據深圳晶報報道 隨 清明節的臨近，迎來了祭祀鮮
花的銷售旺季。清明前夕，深圳市內部分花店和花卉市
場的菊花、百合等拜祭用的花，身價倍增，菊花的價格
已經翻了4倍以上。
在福田區的部分花店，單枝菊花價格從平時的0.5至1

元上漲至3至4元，平時一束祭祀鮮花50元左右，現在至
少漲至120左右。「如今花肥、運費、花店租金升了不
少，而且最近正是雲南鮮花的『修養期』，花的產量減
少，花價自然也就上漲。」一家花店老闆娘表示，周末
前來購買鮮花的人較多，花價還會漲。

■內地墓地要價高昂，難怪工薪族抱怨「死不起」。圖為內地一處墓園。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