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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的墓園除了舊式封建朝代的貴

族墓園與帝陵擁有涵蓋風水理念

的精心設計外，一般庶民百姓的墓園，

現代通稱公墓，歷經公墓公園化的整治

後，兩岸的公墓幾乎都是排排站的墓塚

方式；而要述說近代公墓演變至近期的

生命紀念園，從文獻上探詢大概首推

位於美國在洛杉磯北邊的格蘭代爾，它

是一個包羅萬象的城市 : 擁有全美最多

的亞美尼亞人口、「31 冰淇淋」的故

鄉、同時也是世界上最知名墓園「森林

草坪」(Forest Lawn) 的所在地。這座

公墓號稱美國的首選公墓，這裡群山環

抱，樹木蔥蔥，環境一流，美國歷史上

許多名流都安葬於此，也是電影界黃金

一代的最後安息地。「森林草坪」不只

是個公墓，而且還是一座「紀念公園」，

寬廣起伏的丘陵上沒有一塊豎碑。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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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圖

好萊塢明星都長眠於此 : 克拉克蓋博、

吉米斯圖爾特、亨弗萊鮑嘉、納京高、

珍哈洛、伊莉莎白泰勒、邁克傑克遜，

甚至還有華德 ‧ 迪士尼 ( 有傳言稱，

他去世之後屍體就被冷凍了 )。

「森林草坪」公墓建立於 1906

年。1917 年，一位名叫休伯特 ‧ 伊頓

的商人擔任新一任總經理。此人對單調

乏味的歐式葬禮恨之入骨，立志打造一

個新穎、樂觀的美式「紀念公園」，徹

底向老派墓園，即口中的「陰鬱岑寂的

亂墳崗」宣戰。伊頓用刻著有關死者資

訊的石板，取代了立式墓碑，因為「穿

行在墓碑中間實屬掃興」。他把「森林

草坪」變成藝術的樂園，豎立起無數座

大理石雕像，並稱其為「不說話的墓地

推銷員」。鴨寶寶是他購買的第一座雕

塑，一群小鴨子圍著一個蹣跚學步的小

孩打轉。隨著墓園裡的藝術品逐漸增

多，伊頓請一名義大利藝術家花了當時

的 100 萬里拉，要求他創作一幅「向

上看天堂的耶穌，充滿了神性光輝，由

內而外散發出歡樂與希望的光芒」。直

白點兒說，他想要一個「美國人模樣的

基督」。

伊頓是第一個宣導樂觀主義的墓

園老闆，以「消除一切悲傷」 為己任。

「森林草坪」引發了一股美化死亡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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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備受全美殯葬業歡迎。死亡成了

「與生者的告別」，屍體被稱為「逝去

的摯愛」「遺體」或「某某先生」，而

這位「摯愛」經過防腐和化妝等悉心的

照料後，就要獨自一人「沉眠」在華麗

的哀悼室裡，等待入土。

1959年的一期《時代週刊》稱「森

林草坪」公墓為「迪士尼死亡樂園」，

還稱伊頓每天早上都領著員工禱告，提

醒他們「推銷的是不朽」。當然，並

不是誰都能買到不朽。我們從文章裡得

知，「他們遺憾地拒絕了黑人和中國人

的購買意願」。

激進的死亡唯美主義理念令「森

林草坪」公墓名聲大噪，但也遭到了伊

芙琳。沃 (Evelyn Waugh，英國作家 )

的大肆嘲諷 ‧ 沃在《親者》一書中寫

道，伊頓麾下的防腐師團隊把每一具送

至「森林草坪」的屍體「泡入防腐劑裡

醃，濃妝豔抹似妖姬，膚色暗紅不會

爛，能存大約一百年」。

由於「森林草坪」公墓的影響，

20 世紀 50 年代成為了美國殯葬業

的輝煌時代。『美國式死亡』( The 

American Way of Death ) 作者潔西

卡 ‧ 米特佛德 (Jessica Mitford) 稱

「森林草坪」公墓的休伯特。伊頓「也

許是現代殯葬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人物，

此外別無他人」 可以想見休伯特 ‧ 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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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開啟了近代墓園建築與造型，甚至是

經營概念的旋風。

相較於「森林草坪」的風格，兩

岸近二十年的殯葬改革風潮，墓園的風

格也逐漸改變，台灣首推應該是金寶山

充滿人文氣息的氛圍，名人雅士的歸葬

地逐漸成為一個平時人們可以駐足的生

命紀念園，儼然成為一個景區，園內的

陳設，或是日光苑內納骨位上述說著往

者與親人間的緬懷，令人感受逝者的生

命仿佛依然影響著親人，甚至是任何一

位來憑弔的人，這其實便是墓園的一種

生命力，如果每個墓園已經是一致性的

裝設，墓碑或骨灰箱架上面記述的只是

逝者的姓名，出生與死亡的日期和後人

的名字，原本排排站的墓塚或是整齊劃

一的骨灰箱架面板，這會是一個多麼單

調無聊的空間，這樣的墓園除了清明掃

墓與祭祀的功能外，實在很難引起社會

大眾漫步其中，更無法從已逝的生命去

感受曾經存在的生命力 ，更遑論用生

命紀念園來描述現代化的墓園。

因為專研喪葬的關係，逛逛當地的

墓園成了筆者的基本行程，歐美國家的

城市旅遊行程，甚至可以規劃國家墓園

或是重要墓園的黑色旅遊行程，歐美國

家的城市發展和東方有著顯著的區別，

歐美古老城市幾乎是圍著主教教堂形成

城市。以南美洲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

利斯(Buenos Aires)的國家墓園為例，

墓園不僅僅是埋葬死人的的地方，更是

不同信仰風格建築與不同年代雕塑風格

令人不免多駐足一會兒的墓誌 ( 圖：金華山 )

阿根廷首任主教墓位於墓園中心

阿根廷國家墓園雕塑一隅 阿根廷國母貝隆夫人墓，天天有遊客憑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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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藝術教室，同時也是歷史文化的教育

場域，甚至是比鄰社區的休閒公園。

樂見新近兩岸的墓園風格已逐漸

跳脫過去單調無趣，也朝向生命紀念園

的規劃發展，礙於土地的充分使用，雖

然排列整齊一致的墓塚一個挨著一個，

無法像森林草坪湖光美景樹林成蔭，

但公園化大概是最基本的概念，而親屬

可以盡情揮灑逝者生前性格的碑文或墓

誌，不單單影響著逝者的親人，其實也

同時引起駐足在墓碑前的旁人有了想像

的空間，這些其實是墓園生命力的展

現。

但是一個現代的生命紀念園，除

了硬體建築的特別設計和公園化，或是

碑文與墓誌能夠吸引社會大眾將其視為

一個生與死的教育場域外，如何療癒喪

親的家屬，也是現代化墓園應該有的功

能，這樣的功能其實只是附帶在空間的

規劃與綠化的過程中，或許會損失些墓

塚的數量，但是透過墓園的園藝治療效

用，所謂療癒功能的發揮，例如國立台

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

所屬的「癒花園」模式，讓現代化墓園

不僅呈現生命力，更能夠有撫慰喪親者

的療癒力，成為讓逝者生命力延續，喪

親者提供撫平些許喪親的痛楚，和一般

社會大眾願意主動造訪的生命紀念園。

阿根廷國家墓園內雕塑 阿根廷國家墓園緊鄰墓園外的露天咖啡餐廳

癒花園內追思牆

癒花園雕塑 癒花園內儀式平台 1

癒花園內自我療癒空間 癒花園內儀式平台 2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的「癒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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