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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们对于文化的定义因文化内涵的丰富和外延的宽广而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对于文化类型的划分
似乎又渐趋一致，大部分学者依据文化的内部结构，将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
种形态。
墓园文化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墓园建筑、石刻、文学艺术以及关于墓的观念、习俗和规
章制度的总和。
墓园文化的内涵具有丰富性，形式具有多样性，但其总的表现形式又同其他文化一样，无外乎物质、
精神和制度三种。
墓园文化内容的丰富和具体形式的多样，究其原因，不外乎灵魂不死观念和“礼”的制度安排。
灵魂不死观念的存在，让人们在思念逝去的亲人的同时，也多了几分恐惧，因而施用各种形式的葬仪
、墓葬、石刻、祭祀等等，或表达对逝者的怀念之情，或安慰逝者亡灵。
在中国，墓园文化尤为发达。
古时的人们奉行“事死如生”的孝道，对逝去的亲人极尽安葬、奉祀之能事，哪怕是贫穷如董永者也
要卖身葬父。
对逝者的尊重与厚葬，提升了墓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形成了墓园文化的丰富内容和多种形式，而
统治者对墓葬的政治化和极力宣扬，又让这种文化附会上了浓厚的政治制度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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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宏观到微观、从一般到个别，先对墓园文化的基本概念作简要阐释，然后对湖南墓园文化各要
素作具体的考察和介绍。
基于这种写作思路，本书将所要讨论的内容分为五章。
第一章是湖南的墓葬习俗。
为了让读者更好更准确地了解和把握湖南墓园文化，本章的第一节对墓园文化的基本概念作了简要的
阐释。
之后，考察了湖南的灵魂不死观念和墓葬制度、墓葬形式。
第二章是湖南的墓园建筑与石刻，这是本书的重点之一，分两个小节介绍湖南的墓地选择、墓的形制
、墓碑、墓志、石雕、牌坊等等。
第三章是湖南的墓园文学，分五个部分介绍湖南墓园中的碑志文、祭文、墓联、墓园诗、墓园传说等
。
第四章是湖南的墓园管理，主要考察湖南的常年性墓园管理、清明节和临时性墓园管理情况。
第五章是湖南的主要墓园简介，选择了比较有代表性的33座墓园进行重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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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墓或者坟墓作为人生的“尽头”、“灵魂的归宿”，应该是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出现的。
有学者认为，人类早期有过“人死而食之”的时期，即人死之后，人们分而食之。
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并无文字和考古材料的支持。
“人死而食之”之说无证明材料，但人死而不葬却是有依据的。
孔子说“古不修墓”，孔子的这一说法除了当不修筑、修饰坟墓解之外，也不排除有死而不葬的意思
在里面。
孟子曾经说：“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
”孟子所说的“上世”是三代以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原始社会，即在原始社会时期存在“不葬其亲
”的现象。
如果说孔子之言还不太明确、孟子所说的还只是个别现象的话，那么《吴越春秋》所记载的则具有普
遍意义。
《吴越春秋》卷五记载说：“古者人民朴质，饥食鸟兽，渴饮雾露，死则裹以白茅，投于中野。
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
”在这里，“孝子”的行为似乎让人不解。
按说，既然怕被“禽兽所食”，将其埋了不就行了吗？
为何不埋而“作弹以守之”呢？
这就说明埋葬亲人还不是当时的习俗。
另外，从考古发掘来看，山顶洞人将死者葬在洞中，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起初，山顶洞人在人死
之后，将死者尸体放在洞里而并不掩埋，只是到后来才出现掩埋现象的。
墓的出现并无确切年代可考。
清代学者徐乾学在考查“埋葬”一词的意义时说：“葬者，藏也。
孝子不忍其亲之体魄暴露于地上，而坎土以藏之，勿使人见也。
”按照徐氏的说法，埋葬的起源其实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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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湖南墓园文化》是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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