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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体验

“ 我默默地看着父亲的遗像，思绪万
千，望着父亲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回忆起
父亲那刚毅慈祥的面容，我泪如泉涌
⋯⋯”网友赵先生在3月28日晚上，敲击着
键盘，把对父亲的思念化成悼文。与以往
不同，他此次并没有站在父亲的墓碑前宣
读这段文字，而是发布在一个叫“ 族谱录
纪念网”的网站上。

这是一个专门提供网上扫墓的网站，
为广大网友提供了一个穿越时空的平台，
送上对逝者的思念。记者随后打开搜索引
擎，键入“ 网络祭扫”，就会显示出诸多选
项。赵先生用来祭奠父亲的网站，在搜索
结果中排名靠前。点开网站，首页最上方
的一行文字表明了网站宗旨：“ 倡导绿色

祭拜，传承中华美德。”
创建网络纪念馆或墓碑的步骤并不

复杂。第一步，免费注册一个登陆账号，输
入密码和邮箱，并填写创建人的真实姓名
和性别。不过，无需填写身份证号码；第二
步，填写被纪念人的基本资料，并为纪念
馆起一个名称。同样，在输入被纪念人的
姓名、性别时，无需身份验证；第三步，完
善被纪念人的详细资料，如上传头像、祭
文悼词、亲情留言等内容。完成以上步骤
后，即可进行祭拜。

若要给被纪念者敬献花或祭品，只需
点击鼠标进入纪念馆，画面立刻变得绿意
盎然，一块印有其遗像的墓碑被鲜花簇
拥，宛如建在山林间。

去年30多家祭扫网站关门 仅一成家属上网坚持维护
“ 网络祭扫”环保便捷为何难以普及？

又 是 一 年 清
明时，各大墓区的
扫墓车流、人流骤
增，庞大的踏青大
军给墓地周边的交
通和环境形成不小
压力。在各方面的
倡导下，绿色祭祀
的呼声越来越高。
然而，作为几年前
就出现的一种集环
保性、便捷性、永久
性等优势于一身的
扫墓方式，“ 网络
祭扫”的普及程度
并不高。

大 部 分 人 虽
然 对 网 络 祭 扫 的
概念表示肯定，但
考 虑 到 其 与 传 统
观念有差距，且祭
祀 网 站 有 个 人 隐
私 可 能 泄 露 等 问
题，尝试网络扫墓
者有限。业内人士
认为，移风易俗不
是一蹴而就的，需
要 一 定 时 间 的 过
渡 和 大 家 的 共 同
努力。
本报记者 柏可林

近两年来，在社会各界的积极倡导
下，用敬献鲜花代替焚烧纸钱、用播放音
乐代替燃放爆竹的祭祀方式，正被越来
越多的市民所接受。同样作为绿色祭祀
的一种，网络祭祀也被网友们认可，认为
其既环保又便捷，“ 缓解了墓地周围交
通和环境的压力，同时也方便了探亲人
群，只需要点击鼠标就能完成祭祀。”此
外，网络祭扫还打破了传统祭扫方式对
空间和时间上的束缚，为很多身在外地
甚至是异国他乡的人提供了缅怀先人的
机会。

然而，在现实中，网络祭祀的普及率
并不高。每到清明时节，大部分人的第一
选择仍是踏青扫墓，老年人更是对网络祭
祀嗤之以鼻。网友“ 郭文林0913”认为：

“ 祭祀是我们对祖先的尊重，是子孙后代
唯一能为祖先做的事，希望不要什么事情
都通过网络完成。”

还有网友认为，网络扫墓是清明祭祀
活动的补充形式，而不是替代形式，“ 万一
祭祀网站垮了，逝者亲属感情上很难接
受。况且，踏青扫墓是几千年来祖传的习
俗，还是踏踏实实去坟上拜一拜吧。”

“ 个人及家庭的隐私、财产是否安
全？”这是不少网友的顾虑之处。有些网站
的注册步骤不严谨，创建网络纪念馆时，
无需验证创建人和被纪念人的真实身份，

“ 万一有心怀不轨之徒发表侮辱逝者人格
的语言，很难追溯并明确责任归属。”

对此，一位祭祀网站经理告诉记者，
前些年的确听说有人恶作剧：“ 在网上给
活人建了一个墓碑，不免让人感到晦气。”
这一点已引起网站注意，“ 在创建过程中，
增加了人工审核环节。”

至于升级费用和年费是以什么标准
定的，该人员坦言：“ 目前还没有政府指导
价或其他统一价位标准。据我了解，纪念
馆的年费普遍在几十元左右，而升级费大
约在100至200元之间。”

“ 不排除有钓鱼网站借网络祭祀的
外壳，向网友诈骗钱财的情况。”不过，该
工作人员强调，许多公益性质的祭祀网
站都在工信部门有备案记录，与民政部
门保持良好沟通，还成为了支付宝的特
约商家。

记者点击进入多个网络祭祀网站发
现，大部分网站都免费提供注册纪念馆等
基本服务。网络祭祀的方式也很便捷，献
花、上香、点烛等现实生活中的仪式，都能
在网络纪念馆里虚拟完成。此外，供品、祭
品也五花八门，有米饭、牛排、蛋糕等“ 食
品”，也有衣服、纸钱、金元宝、纸别墅等

“ 财物”，大部分为免费提供。
然而，并非所有网络祭祀的功能都是

免费的。以“ 族谱录纪念网”为例，若要管
理背景音乐、模板设置、墓碑及背景设置，
都得升级为高级馆，共需6800个“ 铜板”，
其中一年年费约1680个“ 铜板”。近日，网

站在清明期间推出特别优惠：4月8日前升
级只需5800个“ 铜板”。

支付“ 铜板”的方式多样，可通过支
付宝、网银、手机充值、银行汇款等渠道。
现实中的人民币1元能换取30个“ 铜板”。
如此算来，要把普通纪念馆升级为高级
馆，至少需花费人民币约193元。而另一个
祭祀网站“ 华夏祭祀网”，只提供15天试
用期，到期后需支付150元或200元，建立
正式的单人纪念馆或双人纪念馆，一年后
每年还需缴纳维护费20元/年。而网上公
墓的建墓费用则便宜一些，单人公墓是80
元，双人公墓是120元。

虽然近两年社会各界对网络祭祀愈
发重视，但天堂纪念网的经理于先生坦
言：“ 祭祀网站的春天还没来。”

2009年末上线至今，天堂纪念网经历
了网络祭祀的起步阶段，在一番苦心经营
下，网站步入正轨。于经理骄傲地介绍：“ 去
年4月1日，网站拥有了105万注册会员。今年
同期，注册会员翻了个倍，达到240万。”

这4年里交出了一份不错的运营成
绩，其中艰辛只有业内人士明白。于经理
算了笔账，2009年以来，网站总共投入了
约500万元，“ 后台、服务器升级等技术开
发需要用钱，仅一年的维护费用就达100
万。网站要养活20名工作人员和30名兼职

业务员，也需要用钱。”
为了平衡收支，网站推出了“ 天堂

币”的概念，一百天堂币相当于一元，根据
页面显示，上香、鲜花只需5到10个天堂币，
换成人民币才1角左右，堪称杯水车薪。”

于经理透露，据不完全统计，网站只
能从“ 天堂币”业务中收回四分之一到三
分之一的成本，“ 广告收入也很微薄，远不
足成本的三分之一。”幸好，一家香港的基
金会赞助部分资金，网站这才生存至今。

于经理告诉记者，大部分祭祀网站在创
立初期时，都以公益性为主，甚至自己贴钱
经营。但最近，有些中小型网站实在撑不住
了。“ 就我所知，去年已有30几家网站关了。”

网络祭扫兼具便捷性、永久性、环保
性等优势，是近年来社会各方面积极提倡
的一种绿色扫墓方式。

其实，早在2004年，上海民政部门就
已提倡网上祭扫服务。由上海市殡葬服务
中心主办的上海公墓网，作为一个面向社
会公众的专业网站，为所有浏览网上公墓
纪念园的人士提供可操作的功能。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网络祭祀
网站门庭冷清。松江天马山公墓网上纪
念馆的首页显示，截至4月1日，今年只有
3个主题，分别关于1月和3月建立的3个
纪念馆。而去年和前年的页面也不热闹，
分别只有7个和10个主题。其中，大多数
是为亲人建立的私人纪念馆。与之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为公众人物建立的公益
纪念馆则人气高了许多。记者打开一些
祀网站发现，张国荣、梅艳芳、吴斌等公
众人物的网络墓地前，堆满了各种供品
和祭品。

“ 华夏祭祀网”的经理宋先生告诉记
者，这两年祭祀网站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
立：“ 五六年前，国内只有两三家祭祀网
站。如今规模已扩大到100多家，不过最具
影响力的只有那么五六家。”

据宋先生估计，清明节前后，“ 华夏
祭祀网” 平均每天新创建的网络纪念馆
和网络公墓达几千个，“ 但是，其中约20%
的网友创建后就不再访问，只有10%的家
属会经常上网维护。”

三步注册网络纪念馆 可上传遗像敬奉祭品

》网站现状

仅10%创建者坚持维护

祭祀网站运营步履维艰

》遇冷的背后

部分网站升高级馆需近200元

担心暴露隐私和财产安全

与传统观念有较大差异

》声音

祭祀网站：
希望获得政府扶持

当绿色祭扫渐成风尚之时，一些祭祀
网站却在苦苦支撑。

天堂纪念网的于经理道出了业内呼
声：“ 经过几年磨练，祭祀网站的运营商
渐趋成熟，政府可以与之合作。”于经理
建议。其实，天堂纪念网已向当地政府递
交申请，希望得到资源扶持，目前尚未得
到回复。于经理设想，“ 如果有政府支持，
祭祀网站的生存现状或许能更好一些。”

业内观点：
改变绝非一蹴而就

“ 近年来，市民对绿色祭扫的接受程
度越来越高。”这是上海市殡葬服务中心

“ 962840”白事热线班组长赵小姐的切身
感受。据赵小姐介绍，海葬后，由于不保
留骨灰，亲人需要一个情感寄托。其中，绝
大多数网络祭祀对象是逝去的亲友。“ 移
风易俗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定时间的
过渡和大家的共同努力。”对于网络祭祀
的前景，赵小姐怀着乐观的态度。

祭扫网站大多经营不佳。 本报记者 张瑞麒 摄

大多数市民还是倾向传统方式。 本报记者 吴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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