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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上午，共有34个家庭为纪念45名逝者参与此次海祭。

从今以后，看到海就
青岛开展海葬30年来，24544位故人在青魂归大海

□文/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李晓哲 刘笑笑 通讯员 薛璐
图/半岛全媒体记者 吴璟

魂归大海三十年，碧海长天藏思念。10月26日上午，青岛海葬（暨生态葬）工作开
展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庄重举行。
上午8时，在青岛市殡仪馆举行公共祭奠仪式，敬酒、献花、放飞、放生等环节寄托

着逝者家属的哀思。此次公共祭奠仪式充分践行绿色祭奠的理念，采取敬献花环、祭文
朗诵等方式寄托家属对亲人的思念，活动中还设置吉祥鸽放飞、锦鲤放生等环节，让这
份思念有了一份生的寄托。
公共祭奠仪式后，家属乘坐大巴车抵达八大峡码头，乘船20分钟抵达指定海域，

开始海祭仪式。海祭仪式现场同样简单而庄重，共分纸莲放飞寄哀思、鲜花花瓣撒大
海、黄土五谷献至亲、怀念亲人三鞠躬四个环节。11时船只返航，结束整个公共海祭仪
式。当天，共有34个家庭为纪念45名逝者参与此次海祭。
此次活动，是在疫情常态化防控下的一次绿色祭奠活动。青岛在全国是较早开始

海葬的城市，半岛全媒体记者从青岛市殡葬事业服务中心了解到，从1991年10月31
日至今，累计在青岛海葬故人24544位，陆地自然葬921位，按最严格的测算标准，永
久性节约土地140亩，不保留骨灰生态葬累计减免14015500元。青岛市年度不保留
骨灰生态葬2500具左右，占市殡仪馆年度火化量的19%。因推行绿色祭扫，每年所减
少二氧化碳和有毒物质排放不可估量。

10月26日上午7时许，深秋温暖
的阳光穿过清风微凉，肃穆的氛围在
青岛市殡仪馆海葬广场萦绕。距离海
祭仪式公共祭奠仪式开始还有一段时
间，广场上已经聚集了前来参加仪式
的数十位逝者家属。
上午8时，仪式正式开始。为了让仪
式办得简约而庄重，主办方设置多个环
节，每个环节的设置都意味深长。例如
在祭品追思环节，司仪向故人献上三杯
饮品：一杯老酒，浓情热烈；一杯清水，
质纯高洁；一杯清茶，清远流芳。不同的
祭祀代表不同的寓意，但终归是对故人
的情感寄托，对生者的衷心祝福。
在公共祭奠环节，还设有敬献花

环、佾舞祭礼、祭文追思、祭品追思、心
祭追思、放飞吉祥鸽、鲜花追思、放生
锦鲤环节，环环相扣，让家属有心灵的
寄托。放生锦鲤环节，每个家庭派出一
名代表，将数尾锦鲤在放生池中放生。
记者注意到，当鱼儿重新回到水中畅

快游泳之时，不少家属默默注视着它
们，是对家人的告别，也是对生命的敬
畏。当吉祥鸽放飞之时，人们的目光忍
不住跟随鸽子投向天空，让鸽子带去
自己的思念。
“没想到主办方能给我们考虑得
这么周全。”一位家属说，“原本觉得将
是一次简单的祭奠仪式，没想到来到
现场发现主办方已经做了用心的安
排，不仅给每位家属准备了统一的黄
色丝带、纸莲花、鲜花、手套等物品，还
给家属们准备了口罩、一次性雨衣等，
让我感觉很温暖。”
据了解，此次主办方为做好海祭

仪式做了充足的准备。例如在家属献
花环节，每位家属手上都有一朵蓝紫
色玫瑰，名叫“海洋之歌”。家属们将
“海洋之歌”献给海葬的亲人，寓示了
对选择海葬这种绿色丧葬仪式的人们
的赞美，如一首唱给海洋的歌一般洒
脱和浪漫，无言胜千言。

>>>庄重

放飞吉祥鸽，献上“海洋之歌”玫瑰

>>>情思

小提琴替代哀乐，家属撒下故乡土

公共祭奠仪式现场，音乐也一改以
往的播放哀乐形式，邀请乐队现场演
奏，通过小提琴演奏等方式将悲伤的情
绪淡化，将思念的情思延长。现场有一
支四人组成的乐队，包括打击乐器、键
盘、吉他，以及小提琴，循环演奏《大海
啊故乡》等曲目，一直持续到主会场结
束，除中间特定环节外都没有间断。
公共祭奠仪式过后，家属在工作

人员的带领下统一乘坐大巴车，抵达
八大峡码头。上午10时，两艘快艇从
码头出发，直奔指定海域进行海祭仪
式。当驻船于这片海域，海鸥或云集、
或三五结队，在船间轻巧地划过，时而
婉转、时而盘旋、时而翩翩、时而徘徊、
时而俯冲下来、时而又飞入云霄。从这
里北望，栈桥、小鱼山、八大关、五四广

场、小麦岛、石老人……青岛沿海美
景、城市魅力尽收眼底；西望是充满魅
力的西海岸新区；远眺东南则是有名
的“候鸟驿站”大公岛。
船笛长鸣，海祭仪式开始。家属们将

从逝者家乡带来的土抛撒向大海，让故
人能感受到家乡亲人的思念；撒下五谷、
鲜花花瓣，放飞纸莲花寄托哀思……在
活动最后，所有家属面向东方，向大海深
深三鞠躬，向故去的亲人鞠躬。
为了做好海祭工作，不少工作人

员在忙前忙后。“海葬活动有利于减轻
百姓丧葬负担，也是一种安葬新风尚。
我们要把海葬常态化、个性化、人性化
做到更好，倡导市民越来越支持海葬、
自然葬活动。”青岛市殡葬事业服务中
心生态安葬科副科长相恒坤说。

>>>讲述

为海奉献一生，父母“如愿以偿了”

海祭活动现场的逝者家属中，一
位头发半白的老人显得很激动。老人
叫沙颖平，今年65岁。28年前她的母
亲去世，两年前父亲去世，她和家人遵
照父母遗愿选择海葬，“终于如愿以偿
了。我爸妈的遗愿都是海葬，这次一起
祭奠他们，我们非常满意这个仪式。”
沙颖平介绍，她的父亲沙学坤是上

海人，1953年来到青岛工作，在中科院海
洋所主要从事鱼类研究。沙学坤为我国
海洋科研奉献了一生时光，他参加过全
国第一次海洋普查，从南到北走遍我国
海岸线。“所以，我爸的遗愿就是等他老
了以后，就回到海里去。”沙颖平说，她
的母亲早在青岛举行第一次海葬的时
候就关注到这件事，“我妈说等她走
后，就把骨灰撒到栈桥头上。”
沙颖平也是海洋工作者，在国家

海洋局北海分局工作，“三十年前的时
候，我就听说了海葬这件事，因为当时
要举行海葬，还是我们单位给指定时

间、划定海域。”之后，沙颖平也不断关
注着海葬的进步，从一年两次到一年
几次，仪式也越来越完善、参与人越来
越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儿，我
身后也希望采取这种方式。”
据沙颖平介绍，办理海葬的手续

很简单，她先给父母预约登记，“去年
因为疫情防控，暂停了海葬仪式。今年
海葬恢复之后，工作人员打电话通知
了我家，并在今年3月10日进行撒海
仪式，完成了两位老人生前的心愿。”
父母选择海葬，在沙颖平看来，祭

奠也更方便了。“我们家今年就买了一
束花，到海边撒到海里。我现在有外孙
了，也会带上他，说‘你太姥爷、太姥姥
都在海里看着你呢’。看着孩子的背
影，我就会想一阵我爸，想一阵我妈。”
说到这里，沙颖平的眼泪止不住汩汩
而出，“爸妈去了最想去的地方，我家
离海边近。守着大海，可以天天跟爸妈
‘说说话’，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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