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心平气和地安息吧!”
———多少恩怨，多少遗憾，就
此埋进黄土。

2、“躺在这墓碑下的是个
吝啬鬼，他在某天上午10时去
世， 当然他省下一顿午餐。”
———当你笑他时， 他正得意
洋洋呢！

3、“这里葬着的她逞强、
自负……度过70岁月，最后她
宁愿给虫蛀蚁蚀， 也不愿献

身于男人。”—这是一个老处
女的坟墓。

4、“这里躺着**，他生前
酿得一手好啤酒泡；向左转，
走下山， 他的儿子正承继着
他的衣钵。”———墓志铭与广
告词合而为一， 精打细算的
儿子。

5、“这儿躺着的是**医
生，他现在的邻居，多半是他
生前送来的。”

墓志铭可以这么写

“我希望，人们对墓
地的印象不再是肃穆、
阴森， 而是一个幽静的
人文纪念场所，园林化、
人性化。”这是长沙市殡
葬事业管理处主任马果
夫一直以来想要达到的
效果。

为了达到效果，决
策层将“文化”导入墓地
建设， 甚至服务质量要
求通过ISO9001质量认
证。这种“生命公园”的
理念， 曾经在长沙南郊
金陵城市绿化墓园得到
体现， 未来在明阳山福
寿苑更将一览无余。

市民甚至可以
在这跳广场舞

明阳山福寿苑位于
长沙雨花区黎圫乡，因
山形如绵羊，故名“绵羊
山”，后改为“明阳山”。

一进牌楼，便看见白
玉刻成的十二生肖柱，活
灵活现。沿着花岗岩拾阶
而下，过溪流石桥，便到
了福禄寿禧广场。

只见雪松、香樟、罗
汉松等乔木夹道而列，
碧桃、 樱花等彩色植物
巧妙点缀。

在宽敞的景观休闲
区， 市民甚至可以在这
跳广场舞。

正所谓，德福园、德
寿园、 福禄园， 园园怀
情；如意池、心斋池、放

生池，池池有德。
仁者乐山，因山之

宽厚；智者乐水，则因水
之灵动。用专家的话说，
福寿苑是一座福泽境
地，此地面东向西，为面
迎东来紫气之地。 其岗
峦起伏， 高踞于原野田
畴之上， 山间溪水蜿蜒
盘旋， 前有浏阳河缓缓
流淌，九曲委蛇，准拟沙
堤。整个墓区，尽享前有
照、后有靠，左右环抱之
经典风水格局。

墓区由三层27级墓
道环绕， 一旁的浏阳河
碧绿无比，云水相连。

驻足山顶， 高可俯
瞰浏阳河缓缓流淌，低
可尽览明阳山水库碧波
荡漾。看看故人纪念碑，
再看看花草树木， 再想
想长眠地下的逝者，顿
时大悟生与死的律动、
人与自然的融合。

“让两个世界的人
都满意”

园区内，花木之旁、
池水之侧、亭台之中，石
凳、木椅间次分布。随意
而坐，一盏清茗，林间鸟
语相伴，休憩之余，更可
观自然之浩渺， 感生命
之博大。

如果是雨天， 园区
还提供雨伞租借服务。
茶水、雨伞一律免费，而
像这样的免费服务，还

有祭扫用具租借、 急救
药品提供、 墓志铭撰写
……细节之处， 让生者
平添温暖与宽慰。

“让逝者安息，让生
者慰藉。”这就是福寿苑
的真诚服务。一直以来，
长沙市殡葬事业管理处
不断改善硬件环境的同
时， 也在着力打造人性
化的服务品牌， 提升服
务质量。

“服务不在于你做
了多少， 而在于丧户感
受多少； 服务不在于你
做得多好， 而在于丧户
感觉多好。”这是长沙市
殡葬事业管理处书记姚
国平给管理处职工定下
的标准， 而丧户自始至
终的信任与满意也给福
寿苑的服务做出了最毋
庸置疑的评定。

2003年8月，全国殡
葬行业首条服务专线
96321在长沙开通，24小
时提供殡葬服务， 为广
大丧属提供全过程、全
方位、全天候服务。

2008年，推出“千元
办丧事”、“购墓优惠”两
项举措；2010年，又推出
了“零拾佰仟” 惠民举
措。 通过惠民1000元、
2000元、4000元殡仪组
合服务的推出， 让整个
殡仪服务过程实现“一
站式”服务，进一步提升
了“便民、利民、为民”的
服务水平。

“尘归尘、土归土”。
人来自泥土， 又必将回
归泥土。灵魂选择大地，
所以坟墓最本色的位置
就是在泥石和草木间。
或许，墓地的存在，本身
即一种信仰。

在福寿苑，简洁、宁
静而又不失庄严肃穆，
推出的生态葬讲究“天
人合一”。那是生者和死
者晤面、交谈的地方，是
一个退出时间的人最让
她 (他)的热爱者和思念
者牵挂的地方。 那儿最
安静、 最朴素， 语言最
少，唯一繁蕤的是草木，
是静悄悄自个生长的东
西，那儿没有生活，只有
睡眠。 那么多生前素不
相识的人聚在一起,却
不吵闹、不冲突。

各类生态葬
让逝者重归自然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
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

自2002年起， 长沙
市殡葬事业管理处率全
省之先，大力推广树葬、
花葬、 草坪葬、 宗教塔
葬、石景葬等生态葬式。
福寿苑正在让生态殡葬
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走入墓园， 宁谧静
雅， 一处草坪或者是一
块艺术石头、 一座石塔
的旁边就可能是一位逝
者的安息之所。“天地与
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
一” 与自然融为一体的

生态葬式让逝者在肉体
的终结之后达到灵魂的
升华。

“树葬”。亲人可以挑
选自己喜欢的树木，到
现场亲手种植， 每年祭
拜之时，可以修剪树、浇
水、施肥。对亲人来说，这
是一种最贴近的缅怀逝
者的方式。

“草坪葬”。配以茵茵
绿草，恰似雨后的原野，
让人感悟生命的力量，
施以香炉、鲜花，寄托着
后人无限追思。

“花葬”。 工作人员
会在这里种上花卉，四
季更替时令鲜花， 维护
园区美景， 让逝者与美
景永相伴。

“壁葬”。“慎终追远，
民德归厚矣， 园区内的
24孝雕像，生者欢乐、逝
者安息此刻和谐共生。

墓地是每个家庭血
脉的根， 是中华孝道传
承的根， 人们在这里除
了对逝者的思念、 祭奠
外，还应该得到启迪，对
生命的价值与认知有更
深层的思考。 这样才真
正实现生命主题公园的
意义。

在这里， 死就不再
是一种毁灭， 不再是一
种可怕的终止和虚无缥
缈的黑洞。 人一旦成为
了一棵树， 一盆花，“死”
也就变成了一种“生
长”、一种“生生不已”的
新在。

生命主题公园
折射民俗变迁

“殡葬文化从来就是
反映社会的一个重要窗
口。” 长沙历史文化名城
建设推动委员会委员王
林是课题组组长，深谙湖
湘历史文化的他探讨殡
葬文化时称，或许是不同
的生命理解，墓地在东方
人心目中大有“生命不得
入内”的“禁区”之嫌。

而在西方人眼里情
形就完全相反了：墓地和
教堂、公园一样被视作日
常生活的一部分，处于环
境的中心地位。

在他们心中，生与死
之间好像并无太大的隔
膜，从生活的繁忙中解脱
出来去一趟墓地，并不需
要太远的路程、太大的心
理障碍和灵魂负担。

死亡和生命一样神
圣，王林这样说。

事实上，世界上很多
国家的墓园都是人们散
步、休闲、旅游的好去处。
美国的洛杉矶莱茵纪念
公园、圣路易墓园和加利
福尼亚州的考克斯纪念
公园就是成功的范例。那
里不仅是公墓，也是城市
甚至国家向外展示历史
的露天平台。

现在，王林欣喜地看
到，墓园文化、生命主题
公园的概念正在逐渐被
大众所接受，这折射出当
前民风民俗的变迁。

服务区祭祀区休闲区和谐共生
公园墓园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
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
丹心照汗青。”古人喟叹着生
命的不可挽留， 同时也在追
慕着灵魂的永恒。

“没有比懂得死亡的真
实更能让人珍惜生命的价
值。”省社科院哲学所所长万
里、 湖南师大教授周秋光等
人纷纷表示， 换一个角度看
人生，以死悟生，以死惜生，
将得到生存警策。

建纪念碑
让捐献者被永远铭记

一份哀思、一束鲜花，可
以寄予素不相识的“他们”
———遗体及器官捐献者。

凤凰涅槃雕塑———浴烈
火而重生， 这是正在修建的
长沙市红十字会“遗体及器
官捐献者纪念碑”。已完成捐
献的遗体捐献者和器官捐献
者的名字， 将永久地镌刻在
这个高达5米的纪念墙上。

“遗体捐献是人类最博
爱的一种行为。”马果夫主任
说，建成后，这里将伴随《生
命之歌》的音乐以及清旷、慈
悲的佛语祷告之声， 向捐献
者致敬。

主碑正面上方为红十字
会标志，代表“博爱、奉献、人
道”的红十字精神，捐献者的
躯体虽然不存在了， 但他们
的生命将得到延续， 他们的
精神也将铭记在人们心中。

感悟生命
使都市人更珍惜生活

“墓园其实就是一个很
好的生死教育的场所。”这是
墓地不同于别的文化教育独
特的地方。“因为它最直接。”

“当你看到墓地的时候，
你才会更加珍惜现在的生
活，好好过。”人文式的纪念
园适合各类人群的观光游
览。针对各大院校师生，墓园
开展“发现之旅、探索之旅”，
在这里可以感受生命的真
谛、 寻找答案； 面向都市白
领，开展减压之旅，静静心，
思考人生。

如果愿意， 还可以来当
义工， 从中体会到其他志愿
服务也能体现的“助人后的
自我价值升华”，而且还能在
给予别人慰藉、 体味别人哀
伤的过程中感受到“生命的
力量”。

用一句话， 那就是生者
活得美好、逝者了无遗憾。

死，本身是一种“矗立”，
和生命一样有尊严。它巨大、
唯一、磐重、凛然不可冒犯。
它需要爱、需要呵护，需要垂
青和眷顾, 但拒绝虚假的欺
骗和廉价施舍。

在这里，可以仰望，心存
虔诚和神圣的敬意。 脚步要
轻，表情要诚实，要用心灵的
方式献上自己的一份哀情、
一份恸容、一份寂静……

它是最直接的
生死教育场所

让灵魂选择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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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片山，阳光照进这块灵魂栖息地
———长沙市殡葬事业管理处打造三湘第一福地侧记

“生如夏花之
绚烂，死如秋叶之
静美。”

泰戈尔诗化
的语言在这里得
到了生动诠释。

一块好的墓
地， 看上去应像
“人生的后花园”
一样，是适于生命
居住的地方，朴
素、安谧、祥和、空
间自由； 阳光、水
分、草木、风雨、呼
吸皆充足，符合生
命本身的审美设
计和要求。它是一
个人的灵魂永远
栖息和长眠的田
园，是保存一段情
感一段历史的地
方。

明阳山福寿
苑陵园就是这样
一块好墓地。

驻足明阳山
顶，俯瞰浏阳河畔
的福寿苑， 山与
水、生与死、静与
动、人与自然浑然
一体。

黑色，似乎是
祭奠的专用色，但
如今的福寿苑却
在这片黑色的底
板上画出了一道
多彩多姿的人文
风景线。

生态墓园

文化墓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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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福寿苑的福禄寿禧广场一隅。

②③④⑤ 花葬、壁葬、草坪葬、树葬,各
类生态葬实现了“天人合一”。

⑥ 福寿苑的九龙壁，气势恢宏。

⑦⑧ 园林式的福寿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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