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 年 2月，毛友清让大儿子买了一

台数码相机。随后，毛友清从华容县出发，

驾驶一台助力摩托，带着自己的记录工具，

载着 57岁的老伴开始了持续 3 年的行程。

他们跨高山，越平原，东至山东，南到广

东（乘火车、汽车），西至湖北秭归，最

北端达哈尔滨松浦大桥。行程三万多公

里，经过 13 个省市，考察墓地 1600 多个。

每到一处，他都对碑墓进行实地丈量和

拍照。其间，他跟老伴睡过最贵的旅店

不超过 70 元，甚至因为旅店太贵，他们

还睡过地下通道。因为很多城市禁摩，

他们还得绕城走。有一次，摩托车坏了，

他们推行几十公里去修理店修。风餐露

宿，吃尽苦头的老两口终于在 2011年结

束了他们的考察之路，回到了湖南。老伴

走不动了，但毛友清却没有放弃，仍然还

在为他的“课题”收集资料。

2012 年 3月18日，在去考察墓地的

途中，毛友清不慎从摩托车上摔下来，

造成左脚小腿处粉碎性骨折，最后在小

腿里安上了3 块钢板，才能直立行走。

只是他从此再也骑不了车，走路也是一

瘸一拐的。而此时，他已经收集全国各

地墓地照片 5000 多张，写出资料报告

400 多页，却仍然没有引起什么关注。

去年，他在长沙汽车北站搭乘公共

汽车时，因为动作缓慢，他刚将自己的资

料搬上车，又下车推轮椅时，公交车司

机关上门疾驰而去。当时急昏头的他只

好拨打 110 求助，最后在民警的帮助下

顺利找回了自己的资料。这样的小插曲在

毛友清的经历中并不少见，却并没有让

他有丝毫放弃的念头。

从 2012 年至今，他推着轮椅上重达

15 公斤的资料，往返长沙和北京多次，

只为将自己提出的“碑墓化报告”提交给

有关部门，又或是让媒体进行公开报道。

可是多年过去，他并没达成自己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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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 徐美龄

7 月 10 日，68
岁老人毛友清推着
轮椅，一瘸一拐的
从长沙市火车站走
到了韶山北路。一
路上，轮椅上支着
的红色棉袄当背景
板 的 标 语 特 别 打
眼，“生态志愿者”、

“ 碑 漠 化 报 告 ” 等
等，虽然大多数路
人对“碑漠化”不
甚了了，却不由得
被这奇怪的组合所
吸引。

随 后， 在 今 日
女报 / 凤网接待室
里，毛友清把自己
随身所带的资料摊
开 来（ 放 满 了 长
2 米 的 茶 几 ）， 向
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讲述了他耗时 7
年、行程 3 万公里，
却“无人认同”的
公益之举。

奔波六万里，岳阳腿残老人调研“碑漠化危机”

仔细阅读毛友清带来的资料，每一本

都是由他手工编纂而成。除了墓地的照片、

面积数据，以及毛友清全国考察的行走

路线，他还提出了“碑漠化”的概念。

毛友清解释称，“碑漠化”的意思是

指大碑大墓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他认为，

人在逝世后的葬坟、修墓、立碑、修墓道、

建墓园等相关设施时，引发了地球陆地表

面和水面减少，直接和间接压缩了人类生

存空间，破坏了近期和长远的生态系统。

他还总结了“碑漠化”的七个特点，以及

相应的解决对策，并分析大量建碑的原因。

他认为封建迷信思想是导致“碑漠化”严

重的首要原因。

湖南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

副教授尹力初认为，墓地建造会不会破

坏土壤，跟墓地建造前土壤的用途有很

大的关系。如果建造前的土壤是耕地，

想要恢复土壤肥力就很难，但建造墓地

的土地要恢复成林地还是可以的。而实

际上，建造大的墓地只能说是占用了过

多的土地资源，并不能说对周边的土壤

起到破坏性的作用。

从事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多年的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硕士

生导师郑长天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毛友清提出的“碑漠化”问题，不仅仅只

跟环境相关，更是个文化问题。

郑长天认为，从文化意义上来说，“祖”

在甲骨文中又作“且”，是男性生殖器的

象形化表达，墓碑和祖先牌位就如同一

个“且”字，其性质都是一样的，都包含

了男性生殖器崇拜亦即祖先崇拜的内容。

今天，人们大概不会再这么去看，但其内

含的祖先记忆和情感依然以惯例化的方

式存在。修墓立碑，就有着这样一种记

忆和情感的表达。崇宗敬祖可以说是中

国人最基本的文化信仰，这是无可取代

的。湖南籍诗人刘年有一句诗“没有坟的

地方就没有故乡”，就很强烈地抒发了这

种文化信仰和情感。中国人讲落叶归根，

根是什么，根最后不过就是故乡的那座

坟冢，就是终极意义上的“回家”，回到

那一脉延续的香火中。中国人看重家庭

家族，这种情感是下意识的，是很深厚的。

郑长天认为，尊重传统，在合乎政策

法规的前提下，反对修墓立碑时攀比铺

张等都是可以的；有关部门监督土地合

理使用和避免过度商业化等，也是必须

的，但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倡导的绿

色殡葬。

A
“我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保护生态。”

毛友清开口第一句话就很是激动 ,“我这里

有1632个墓地的照片和详细资料，最大的

一个占地 210.81平方米。这个墓地全部都

由花岗岩打造，而这些石头所占的土地要

恢复再利用，恐怕几千年的时间都不够。”

毛友清今年 68 岁，是岳阳市华容县

胜峰乡农技站的退休员工。在基层从事

农技工作 39 年，一直充当着“植物保护

员”的角色，教农民们如何消灭害虫保

护庄稼。2008 年退休后，他却突然干起

了研究墓地的活，这让身边的人很费解。

2008 年下半年，他开始在胜峰乡周边考

察墓地，每次都用皮尺和标杆测量墓地

的各项数据，并一一记录好这些墓地的

地点、姓名、碑高、碑所占面积、拜席面积，

以及合计平方面积。另外，他还会用他

花 50 多元钱买来的胶卷相机，拍下各个

角度的照片。

就这样，他每天坚持走 8 到 10 公里

以上的路程去考察这些墓地，除了下雨，

他每天都奔走在胜峰乡的村公路上。

“什么事不好干，偏要干这个。”这是

别人对毛友清说得最多的话，但毛友清

却认为自己干的事情非常有意义，甚至很

可能会成为一个很有前途的课题，于是

他做了一个自认为“很伟大”的举措。

退休后，他开始“考察”墓地

B 腿残老人骑行13 省市

C 自创“碑漠化”概念，意义何在？

新宁崀山评选十大名菜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熊梦玮）土灶柴火铁锅上的

锅灰与猪肝搭配，烹制出的

锅灰猪肝鲜香细嫩，还可清

肝明目、保护视力；红薯与

黄豆做成的红薯豆腐，经热

油煎炸，香脆劲道，能补充

丰富的维生素；扶夷江里现

捞的小鱼，经煎炸后放入紫

苏等调料，肉质细腻，回味

无穷……7月11日，一场饕

餮盛宴在邵阳新宁举行，经

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

结合包括中国烹饪大师、湘

菜大师聂厚忠等 10 余位评

委现场打分，以及网友投票，

评出了血酱鸭、泥鳅汆堡口

豆腐、红薯豆腐、栗子豆腐、

一鹅三呷、三渡水土鸡、腊

肉血粑、夷江鱼、米粉鱼、

锅灰炒猪肝等十大名菜，以

及黄豆粉热糍粑、红薯干、

蕨巴粉、拔丝香竽、凉拌米粉、

捻子花粑粑、酸藠头、粲子粑、

酸萝卜串、凉粉等十大名吃。

世界自然遗产地崀山已

成为国内外游客喜爱的旅游

胜地，但新宁的管理者并不

满足于此。除了用奇美山水

打动游客的心、惊艳游客的

眼，他们更希望通过进一

步传承、整理、挖掘新宁

的特色美食品牌，用具有

地方特色的美味佳肴来征

服游客的胃。今 年 3 月以

来，新宁县人民政府开展

了本次名菜名吃评选活动，

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

共有 200 多道以新宁本地

特色食材为原材料，经过传

统工艺制作而成的菜品和小

吃参与了评选活动。

■资讯

哪怕一瘸一拐，68 岁的毛友
清依然不改初衷。

打动你的心，征服你的胃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陈
寒冰）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

7月13日，阮国新、李立民、李

含柔“无界道三人画展”在长沙

捞刀河畔的“国民艺术”空间开展。

这是湖南画界一次极具探

索性的跨界美展。作品横跨油

画、版画、国画、插画等画种，

特别是在技法上颇有跨界创新

的特点。阮国新运用新材料的

特性，结合传统的绘画意境，

采用油画的笔触和机理，表达

题材效果，极具感染力；从美

国学画归来的李含柔，其许多

插画作品都强烈地表现了中西文

化交融的特色；李立民的老版

画则凸显历史跨度。两位艺术

家与长沙年轻女孩携手为本次

联展带来年代感。

本次联展在题材方面，也颇

具“混搭”之风，既有山水小品，

也有叙事写实与超现实表现等

等。但此次展览的多类别特点

并非“一锅烩”，具备很多内在

统一与和谐。此次画展将持续

一个月时间，并向市民免费开放，

大家还可在现场与几位画家近

距离交流。

“无界道”三人画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