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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明祭扫礼仪指引（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

祭扫礼仪是人们关于祭扫活动的一套意义系统和行为规范，是规

范祭扫活动秩序、传导社会价值取向、创新殡葬治理方式的重要手段。

2019 年，民政部在对“关于建立现代殡葬礼仪体系，在生命终端实

践社会情感治理的建议”的答复中提出，“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制定殡

葬礼仪基本指引”。2021年，《上海市民政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中亦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殡葬移风易俗，完善殡葬惠民政策”“发展

殡葬科技和殡葬文化”等有关要求。此次编制《上海文明祭扫礼仪指

引》（以下简称《指引》），正是回应市民祭扫需求、传承优秀殡葬

文化、构建现代殡葬文明的重要举措。

一是回应市民对“逝有礼祭”的文化需求。上海殡葬行业大力推

行“无烟墓园”和“无焰墓园”建设以来，取得良好成效。但也有市

民追问“该怎样祭扫”的问题，究其原因，还是在于缺少一套融入现

代文明元素，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的替代性祭扫礼仪方案。制订《指引》，

实际上是殡葬治理由“堵”到“疏”进而走向“引”的一项必要举措。

二是回溯中华文明“慎终追远”的文化传统。传统殡葬礼仪中“慎

终追远”的文化传统是中国数千年来教化天下的重要手段，也是民族

文化传承、家庭文化延续的重要载体。在提振文化自信、强化城市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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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的今天，以中国传统礼仪文化为基础编制《指引》，可以为现代

殡葬活动找到历史的文化根基，引导市民通过慎终追远实现精神传承、

生命超越。

三是回答新时代殡葬“文明载体”的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是社会建设的兜底性、基础性工

作。殡葬是守护生命最后一程的文化事业、文明事业，体现社会对每

一个个体的人文关怀。殡葬如何成为“传承逝者优良家风和良好品德，

激励后代努力奋斗、贡献社会的文明载体”。这实际上是殡葬行业必

须回答的“时代之问”。此次编制《指引》，就是上海对殡葬事业如

何更好发挥砥砺后人、贡献社会这一社会功能作出的初步探索。

二、编制依据

（一）国内有关殡葬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本。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殡葬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

确立祭扫活动安全、环保、秩序、节约的基本要求，抵制封建迷信、

排斥非法组织，倡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的公序良俗。

（二）中国历史上规范殡葬活动的礼仪文本。依据《仪礼》《周

礼》《礼记》《朱子家礼》等经典文献，《指引》将祭扫礼仪的基本

原则明确为“敬、静、净、雅”四项。“敬”强调内心诚敬，以恭敬

之心开展祭祀活动。“静”强调氛围宁静，不大声喧哗，营造严肃庄

重的祭扫场景。“净”强调环境洁净，保证逝者安息之地的干净整洁。

“雅”强调仪式隽雅，祭品、祭器、陈设清新雅致，整个祭扫场景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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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清亮素雅的格调。

三、编制原则

在编制《指引》过程中，除注意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

定的一般性原则外，还特别突出了以下三个原则。

（一）适应性原则。祭扫礼仪应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发展。《指

引》根据上海当前的家庭结构、居住方式、祭扫习惯、思想观念等实

际情况，对中国传统祭扫礼仪的时间、场地、对象、仪式、祭品等内

容均进行了适当转化，使之更适应当下社会需要。

（二）引领性原则。《指引》注意彰显家国情怀、传承家风等价

值导向，保留了传统祭礼中“慎终追远、追念先人”的文化价值，融

合了现代社会“化家为国、砥砺后人”的精神价值，彰显了“绿色祭

扫、文明祭扫”的社会价值，引领市民转变祭扫习俗，错时祭扫、适

度祭扫、无烟祭扫。

（三）开放性原则。《指引》提供的祭扫礼仪，均为“推荐”和“参

考”，并非规范性要求，市民在遵循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可根据实际

情况自行选择实践。在时间上，不拘于时，一年四季、纪念之日、民

俗节日均可祭扫；形式上，不拘于俗，无论是家祭、网祭，亦或是代

祭、墓祭，均可寄托；观念上，不拘于物，不论鲜花蔬果，均可寄情。

四、编制路径

秉 持 祭 礼 尽 可 能 简 洁、 庄 重、 肃 穆 的 要 求， 明 确 了



4

“删”“简”“添”“转”四条《指引》编制路径。

一是“删”。删除了传统殡葬礼仪文化中封建迷信、等级森严、

奢侈浪费的内容，如僧道诵经、烧纸化钱、三牲祭品等，使之更符合

现代社会的文化环境和有关政策规定。

二是“简”。对传统殡葬礼仪文化中过度繁复、过度操办的仪式

程序进行大幅简化。仪式上，将《朱子家礼》等文本中的仪式流程简

化为8项。并将传统祭礼中“虞祭”“卒哭祭”“祔祭”“小祥祭”“大

祥祭”“禫祭”“时享”等多种祭祀活动整合为“季节之祭”“纪念

日祭”“民俗节祭”三类，并建议市民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错时

祭扫。

三是“添”。增添了代客祭扫、直播祭扫、网上祭扫等现代性的

祭扫礼仪服务，用现代性的祭扫方式突破时空局限，回应人们的祭扫

需要。此外，《指引》还引入了社会工作的有关方法和理念，帮助殡

葬单位提高殡葬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心理疏导、认知

调整等附加服务。

四是“转”。礼仪本就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不同朝代对祭礼均有

损益。此次编制的《指引》，在充分保留传统殡葬礼仪中尊重生命、

团结家族、激励后人等精神理念的基础上，对一些具体的礼仪规范和

行为进行了现代性转化，使之更加符合上海的实际情况和适应上海市

民的心理需求。比如，从上海家庭结构和祭扫习惯的实际出发，将部

分传统的祠堂祭礼融入墓祭礼中、将主祭人的产生方式从家族长辈担

任转变为民主推选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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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内容说明

（一）适用范围

本指引适用于家属、亲朋举行的家祭、墓祭等祭扫活动，也适用

于公墓服务单位人员为丧家提供礼仪祭扫服务。

（二）主要内容

《指引》由“凡例”“基本理念”“祭扫时间”“常用祭品”“市

民祭扫礼仪指引”“工作人员服务指引”和“附录”七个部分构成。

1. 凡例：对编制《指引》的编制目标、指导思想、基本依据、

价值导向进行了说明。

2. 基本理念：对祭扫礼仪“敬”“静”“净”“雅”四项原则

进行了阐述。

3. 祭扫时间：根据错时祭扫、分时祭扫的要求，梳理了可供市

民祭扫的时点。

4. 常用祭品：根据绿色祭扫、文明祭扫的要求，梳理了市民祭

扫时可以选用的常见祭品。

5. 市民祭扫礼仪指引：面向祭扫市民群众，对祭扫理念、祭礼

安排进行了说明。

6. 工作人员服务指引：面向公墓单位服务人员，对祭扫活动中

的服务原则、服务伦理、服务内容进行了说明。

7. 附录：整理了祭文写作的基本要素和写作方法，供祭扫市民

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