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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恐难切断殡葬传统

我个人不是很认同通过
法律形式强行破除所谓殡葬
陋习。殡葬问题有些类似于
燃放鞭炮，牵涉到现代社会
应该如何对待传统，以及是
否应该用法律方式强行改变
传统的问题。

首先是正当性问题，祭
祀先祖是人伦至理，古今中
外概莫能免。英国著名思想
家柏克说得好，“那些从不顾
念先人的人，也永不会为后
代考虑。”强行通过法律来改
变这种对先人的纪念方式，

恐怕不具有正当性。其次是
有效性问题，我们常说，存在
的即是合理的。这句话其实
是告诉我们，历史常常是无
法说理的，传统具有强大的
事实性力量。

如果出台了有关法律，
大家普遍不去执行，或者执
行成本非常大，那对法律公
信力也是一种伤害。实际
上，从更传统的土葬，到现
在普遍的火葬，已经是一种
很大转变。对很多中国人
来说，先辈骨灰有个地方安

放，灵魂才有安顿。尤其是
中国正处于急速的转型期，
快速地切断传统，恐怕并非
好事。

当然，墓地使用可能会
凸显土地利用问题，但几千
年沿袭下来，墓地也并未扩
张到挤占生者生存空间的
地步。当下中国土地问题
面临诸多体制性、商业性问
题，但传统文化因素不应在
各种利益考量过程中被忽
视甚至牺牲。

□仝宗锦（法学博士）

观念转变，需要制度推动
在民间可能有些人抱着

“阴阳对应”的观念，生前有
个地方生活，死后也得有个
地方，生前是个三居室，死后
也要有个对应的空间。但对
先辈的纪念，其实不应该简
化成这种要求空间的对等，
更核心的还是感情的寄托。
从感情寄托来看，骨灰墙就
没什么不可以。我们看，不
论是国外的华盛顿二战死难
纪念碑，还是国内的云南腾
冲国殇墓园中国远征军抗日
将士纪念碑，死者都只有一

个名字在墙上，丝毫无损后
人对他们的尊崇。

当然，不管是骨灰墙还
是海葬、树葬等形式，都需
要 时 间 来 让 人 们 转 变 观
念。现在活人的生活方式
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安
葬先人的方式为什么千年
不变？现在其实很多人，从
理性来讲未必真的很计较
墓地要占多大的地方，要建
得多奢华，有的可能也只是
一种入土为安的习惯延续。
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些制度

或者先行者的推动。
其实当初从土葬改为火

葬，也不被人们接受，但这几
十年下来，还有多少人非坚
持土葬？我相信随着社会的
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接
受多样化的殡葬方式，现在
强行要求所有人采取同样的
方式恐怕不妥当，但应该坚
持给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选
择，不能因为一时不被人们
接受就放弃殡葬方式多样化
的推广。

□肖复兴（作家）

我想起北京有个著名的
环保人士，名字叫张娇。十
多年来，她费尽所有的精力
和财富，在延庆保护着将近
一万亩的天然森林。她曾经
想拿出林地中的一个小山
谷，用来支持北京市民搞“树
葬”。她经常这样说：“把先
人的骨灰埋在一棵树下，应
当是美好的事，为什么我们
一定要占用那么多的土地，
为什么我们要把土地硬化再
硬化才觉得能保障先人入土

为安？”
说到殡葬的传统，有人

就觉得是要一块永久的墓
地，这样的观念未必正确。
其实过去的墓地有一种“自
然消解”的状态。人类存活
世界上万年，留存至今的墓
地并不多，有一个原因不可
忽视，就是土葬这样的办
法，时间长了之后，会在原
野中慢慢地“淡化”，与天地
合为一体，与自然混为一
团。现在，人们对墓地的追

逐，阻隔了与自然来往的通
道，让这种可能变得不太
可能。

把骨灰放到一棵树下，
想念亲人时，相信每一棵树
都可把你的心意通达，也
许，是让生命回归本原的理
想办法；把骨灰撒到海中，
想念亲人时，相信每一滴水
都可帮你传情达意，也许，
也是让生命回归本原的理
想办法。

□冯永锋（环保人士）

回归自然，不必追逐墓地

“活在北京，葬
在河北”最近成为舆
论热议焦点。北京
市有关方面负责人
回应，北京有便宜的
墓地，但市民“不领
情”、“太挑剔”，挑大
小、挑风水。“有骨灰
墙不上，免费撒海不
去，北京一年死 8 万
人，如果保障每人墓
地都至少 1 平方米，
不出几年，北京就成
坟场了。”他认为，应
当出台《殡葬法》规
范殡葬行为，同时破
除殡葬旧习。

近日，如何应对网络谣
言成为各界热议的话题。
网络谣言形态和内容各异，
产生的危害也不同，有句话
叫“谣言止于智者”——若
每个网民都能成为辨识谣
言的“智者”，那网络环境方
能真正“玉宇澄清万里埃”。

做辨识网络谣言的“智
者”，最基本的要求当是知
法守法。无论是针对特定
对象的“诽谤”、“名誉侵权”，
还是不针对特定对象、可能
扰乱公共秩序的谣言，都有
相关法律可资引征惩戒。因
而，不能因为是在网络平台，
误以为是“虚拟世界”，种种
言行就放松自我负责意识，
忽略了法律规范。

其次，要清醒认识网络
的特性。网络发言的门槛
极低，信息来源芜杂，林子
大了，自然什么鸟都有。如
果听风就是雨，自然极容易
被误导。事实上，尽管一些
名人大 V 们的微博粉丝动
辄数十万、上百万，影响力
已不逊很多传统媒体，可他
们的信息来源很多也是基
于个人的“道听途说”，未经
专业机构验证，即使是有认
证标志，所代表的最多只是
其身份真实，而不是他们所
传递信息的“免检标志”。

所以，混迹在网络世界里，
人人都要学会多长一个心
眼，别人可以“大胆假设”，
你如果要采信乃至传播，就
要“小心求证”，不能不加思
考，盲目相信，以至于发现
信息有误，后悔不已。

当然，更为重要 的 一
点，要打造透明的信息环
境，让网民成为“智者”。加
强日常监管，是为了防止谣
言的出现，对编造谣言者进
行处罚；而消除谣言，还要
及时辟谣，传递对冲的真
相，这需要网站反应更迅
疾，需要一些被谣言涉及的
公众人物、公权部门多加配
合，及时通过相关渠道传达
真实的信息。事实上，在信
息时代，谣言传播迅速，但
辟 谣 也 变 得 不 再 那 么 困
难。哪怕是监管者，本身也
可以采用网络渠道传播真
实信息。

据新华社昨日报道，上
海各级政府部门、公共服务
机构和群众团体的 400 多
家单位开通近 800 个微博
账号吸引“粉丝”1100 万。
这样的“政务微博”，及时传
递权威声音，真实的信息将
会消解谣言的蛊惑力。

□喻辛（媒体人）

面对网络江湖，
如何做一个“智者”

■ 议论风生

尽管人类社会也许永
远不可能做到完全禁绝谣
言产生，但毫无疑问，任何
时代、任何社会，都不可能
容忍谣言肆虐，尤其当它可
能危害到社会安定的时候。

互联网极大地提高了
人际传播效率，深刻地改变
了人类社会的舆论形态。
一方面，网上发言的门槛很
低，“人人都有麦克风”；另
一方面，网络传播的速度
快、辐射面广，任何人的一
句话都可能发生巨大的影
响力。因此，网络上的谣言
和诽谤，无论其针对的目
标、对象为谁，都具有前所
未有的杀伤力，其社会危害
也特别大。

我们清楚地记得，去年
日本大地震后，网上一个谣
言，即造成了波及全国的抢
盐风潮，严重扰乱了现实社
会 中 人 们 正 常 的 生 活 秩
序。日前被本市公安机关
查处的个别网民在网上特
别是微博中编造、传播所谓

“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等荒
诞无稽的谣言，同样产生了
恶劣的社会影响。

事实已反复说明，网民
在网上的意见表达和情绪
宣泄，并不仅仅是个人之
事，而是具有高度的社会性
和公共性。这就要求广大
网民在网上的一言一行，不
仅要对个人负责，更要对社

会负责。要避免因自己的
不慎之言、不当之举，损害
社会的公共利益，甚至危害
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网上鱼龙混杂，任何时
候都可能会有无知好事者
甚至别有用心者。这些人
出于各自目的，利用网络谣
言惑众，扰乱社会秩序，危
害社会和谐与稳定，损害社
会共同的利益。对这些谎
言与谣言，广大网民要擦亮
眼睛，明辨是非，不盲信、不
盲从、不跟风、不传播，以对
社会负责的意识，共同维护
健康的网络环境，共同维护
良好的社会秩序。

古人说，流言止于智
者。今天我们或者可以说，
流言止于负责任者。从自己
做起，不逾越法律法规和社
会道德，守法上网，文明上
网，不信谣、不传谣，就是对
自己负责，同时担负了一份
对社会的责任，就是对流言
最好的抵制。唯有如此，网
络才能成为文明、理性、健
康而自由的意见表达平台。

从网络管理部门的角
度，则应理直气壮、坚定不
移地依法推进网络实名制，
用制度来规范网络行为。
网络实名既是大势所趋，也
是铲除网络谣言孳生土壤
的有效办法。

□京平
（本文转载自《北京日报》）

流言止于负责任者
■ 转载

希望有一天，
人们将故去的亲友葬
在树林中、花园里，而
不是让他们孤独长眠
于水泥墓基下。每当
春回大地时，逝者埋
骨之处，便有烂漫的
鲜花盛开，有挺拔的
绿树生长，有青青的
果实孕育于枝头。前
来探望的生者，不是
为 亲 人 的 逝 去 而 悲
叹，而是为生命的永
存而欣慰。我深信，
这才是我们最美好、
最自然的归宿。

@范志红（食品
科学博士）

我有点接受不了
骨灰墙。入土为安，
葬于青山，魂附于松
柏 ，骨 灰 随 野 草 永
存，这是一个地球生
命的最好归宿。能奢
求一个墓碑给后人凭
吊，死后有人记着，
则幸甚。

@郑宇沨（大学生）

实质是供需关系
的矛盾。这个“需”，
不仅仅是有个山地就
完事，看风水乃人之
常情，起码现在大多
数老百姓在选山地时
还是很着重风水的，
对骨灰墙、撒海不怎
么感兴趣。传统习俗
并非一道禁令就能强
硬改变的，只能慢慢
倡导，即使用地矛盾
愈演愈烈亦是如此。

@阿Jack（职员）

■ 议事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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