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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金路

“哭亡为丧，埋土为葬。”这是古人对
丧葬礼仪的诠释，从字面意思可看出，丧
葬礼仪有数个环节。

“地处鲁西的聊城，丧葬礼仪一般要
经过守灵、入殓、下葬、祭祀等数个环节。”
9月9日，聊城民间文史学者刘洪山说，因
过世人的身份、各时期的社会环境以及过
世人家里经济条件的不同，丧葬礼仪有繁
有简。如今，白事简办、移风易俗树新风，
正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

通常称人去世为“老了”

在聊城，成年人病危时，就要赶快穿

寿衣、寿袜、寿鞋，戴寿帽，俗称“装老衣”。
“聊城民间旧俗极讲究寿终正寝，

即凡是正常死亡的人，应尽量避免在
病床上咽最后一口气，去世前一般就
要为其沐浴更衣，也就是所谓的穿‘装
老 衣 ’，然 后 再 移 至 正 屋 明 间 的 灵 床
上，在亲属的守护下，度过最后时刻。”
研究聊城民俗文化多年的聊城大学历
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生导师孙雪岩
说。

若逝者为男性，穿“装老衣”时，通常
由儿子和女儿来料理，逝者若是女性，则
由女儿和儿媳来料理。除穿“装老衣”外，
家人还会为逝者擦洗脸、手、脚，梳头，剪
指甲等。

“所有的寿衣都没有扣，是用布带子
系上的。”刘洪山说，此举取“带子”之意，
即后继有人。现在一般都是买现成的寿
衣，以前都是做寿衣。做寿衣时，不能啼
哭流泪。“据说，泪水若滴到寿衣上，会导
致儿女心神不宁。”刘洪山认为，这寄托着
对后人的一种美好祝愿。

聊城民间忌说“死”字，通称“老了”
“老大了”，或称“去世”“逝世”。“‘装老衣’
这个称呼也由此引申而来。”聊城民俗研
究者孙小辰说。

在聊城民间，人去世后，把谷草铺在
灵床两侧的地上，子女眷属跪于草上，男
左女右，称为“守灵”。

无论逝者生前子女孝或不孝，发丧期
间都被称为孝子、孝妇、孝女。如果逝者
的长子已去世，其即使有次子、三子，也要
由长孙充当孝子，称“承重孙”。

出殡前，棺材在灵堂停放称“停灵”，
一般为3天，也有5天、7天、9天的。停灵
期间，子女日夜守灵。旧时守灵，男不剃
头、女不梳发，朝夕祭奠，早烧“鸡鸣纸”，
晚焚“夜辰香”。有的大户人家还雇一班
或几班喇叭吹手，用来烘托治丧气氛。

大小门均贴白纸黑字丧联

“出殡日，逝者家中大小门上都要张
贴上白纸黑字的丧联。”刘洪山表示，丧

联上大多写“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
红杜鹃”“慎终须尽三年礼，追远长怀一
片心”“仪文删尽难删泪，丧局称家不称
心”“泪血湿遍灵前地，哭声震破庐中
天”，门心贴“哀”或“丧”字，大门口挂白
布丧幛，上贴“当大事”。

经过一系列祭奠程序，棺材入坑后，
逝者家人要为其圆坟。圆完坟，众人埋
土，待埋成坟，将灵幡插到坟头，家人再

“辞灵”。随后，家中的执事人安排人拆掉
灵棚，打扫完停灵的正屋以及院子，丧礼
才算完毕。

“十里不同俗，五里改规矩。”孙小
辰说，聊城各个地方的丧葬习俗不尽
相 同 ，随 着 时 代 的 发 展 ，移 风 易 俗 观
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白
事 简 办 ，社 会 风 气 越 来 越 好 ，形 成 了

“ 厚 养 薄 葬 ”的 文 明 新 风 尚 。 很 多 人
意 识 到 ，要 在 老 人 在 世 时 ，多 给 予 关
怀 关 心 关 爱 ，尽 到 赡 养 义 务 ，让 老 人
安度晚年。

聊城旧时丧葬礼仪知多少

记者从 9 月 8 日举行的第二次青藏
科考“地质演化与人类适应”专题学术
交流会上获悉，5 年来，第二次青藏科
考深入探究地理环境对历史文化形成、
延续的影响，在青藏高原地质演化、高
寒文明发展等领域取得一系列突破和
成果。

人类是如何一步步走上高原的？高
寒文明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中科院青
藏高原研究所所长陈发虎院士带领团队，
通过对青藏高原考古遗址调查发掘，以及
对湖泊沉积物、历史文献的分析，发现了
人类向高原扩散至定居的五个阶段。

五个阶段先后为：古老型智人自中
更新世晚期起对高原的生理适应；现代

智人于 4 万年前至 3 万年前开启对高原
腹地的探索；末次冰消期以来的气候转
暖时段，细石器人群向高原大范围扩散；
粟作农业人群在5200年前进入高原东部
低海拔河谷地带，在 4800 年前开始定居
在高原东部 3000 米以上海拔区域；3500
年前麦作传入和牧业经济发展助力人群
大规模定居高海拔区域。

与此同时，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
学部部长宋长青教授团队研究发现，过
去 2000 年间，青藏高原族群与中国东部
族群的地缘互动行为，与气候环境变化
存在关联，并对这种关联的具体情形进
行了深入分析。

青藏高原的隆升和环境演化过程是

怎样的？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教授张进江团队聚焦“阿尔金—祁连—河
西走廊”青藏高原东北缘，开展了深入研
究。

团队围绕重点构造板块，通过沉积
特征、沉积年代学研究，重建了敦煌盆
地第四纪古湖泊分布图，利用物源分析
方法，阐述了青藏高原构造活动与古湖
泊演化协同作用，揭示了全新世晚期青
藏高原东北缘湖泊的荒漠化过程。

青藏高原的隆升对全球动植物演
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科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邓涛研究员
介绍，科考最新取得的化石证据和研
究结果表明，许多哺乳动物、鱼类、鸟

类和植物起源于青藏高原，并在不同
地质时期向世界各地扩散，青藏高原
成 为 现 代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重 要 演 化 枢
纽。“青藏高原在新生代的强烈隆升深刻
影响了高原和周缘的气候环境与生态系
统，对生物的演化产生了强力驱动。”邓涛
说。

科技部战略规划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第二次青藏科考坚持人文科学和自
然科学联合研究，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深入探究地理环境对历史文化形成、
延续的影响，刻画了世界屋脊形成演化
过程，重述了高寒文明发展历史，阐释了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

据新华社 记者 张泉

探秘地质演化与高寒文明
第二次青藏科考取得系列研究成果

北京地铁19号线积水潭站内的站台画廊。
南起新宫站北至牡丹园站的北京地铁19号线一期地铁站内的美术和建筑艺术成为一大亮点，各式各样的壁画、灯

饰等展示了北京丰富的历史和文化积淀。
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将艺术融入出行路上

新华社太原9月13日电（记者 魏飚）
记者从山西省教育厅了解到，为充分发挥
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优势与作用，山西省
教育厅将在全省高校范围内开展2022年
全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建设，到2023
年年底，在全省范围内建设100个传承基
地。

传承项目包括民族民间音乐、民族民
间美术、民族民间舞蹈、戏剧、戏曲、曲艺、
传统手工技艺和民族传统体育等。在课
程建设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纳入
高校公共艺术和公共体育课程体系，组织
各地民族民间艺术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民间艺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传承
人，面向非艺术类、非体育类专业学生开
设门类多样的专题讲座或选修课。

同时，山西将整合学校和社会资源，
建设1个以传承项目为主打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实践工作坊。加强以传承项目为
重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并利
用基地建设丰富的师资和课程资源，辐射
带动当地中小学校和社区，开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普及教育活动。

山西将在高校建设100个基地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