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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個疆域廣闊、地大物博的國家，也因此很多地方的奇特風土民俗現象，是

一般人常會覺得不可思議的。以西藏為例，當地人到市街上買塊肉或買袋米，回到家

擺到儲藏室或地下室中，不必存進冰庫，那些東西卻可維持個幾百年不會變壞，這是

因為西藏是個既高（平均高度海拔四千公尺以上，是全球最高最大的高原）、又乾冷的

地方，細菌不易滋生，一般物品很難腐敗或分解回大自然環境中，才會形成這種情況

。這也讓西藏的藏族在處理過世者的屍體時，採用了不同於其他民族的方法──天葬

，即將屍體剁碎後、將屍塊拿去餵食禿鷹，可說與中國其他地區的民族的葬法大相逕

庭。這是因為傳統土葬、火葬或水葬都不適於當地環境—─土葬因當地岩石堅硬、地

皮又薄，難以挖成墓穴，屍體也不易腐爛；另外火葬因燃料昂貴，也只有高僧與貴族

這類高階社會人士才負擔得起；水葬則因為會導致水源汙染，也不能實施──是以天

葬才會成為當地人處理屍體的普遍通則。一般都是喪家將死者的屍體交給喇嘛廟，廟

中即有專門人手負責整個過程，方法是在廟附近找一塊比較平坦的石板，將屍體放置

其上再剁成肉塊狀，讓禿鷹下來啄食。（禿鷹是一種很有原則的物種，人類或動物將死

未死之際，禿鷹即會環伺在一旁等待，可是它一定會等到該獵物嚥下最後一口氣後，

才會圍上去爭食，它們絕對不會因為感覺到很餓，就先跑過來咬死未死的獵物一口，

這是禿鷹的職業道德。） 

當地的宗教觀念認為，三天之內屍體若能讓禿鷹分食完畢，死者就會上天堂。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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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葬法對其他民族而言，或許是天打雷劈、大逆不道的行為，在當地卻是習以為常，

但是只要能了解到此一風俗背後的地理與環境因素，很多人都能承認天葬的存在是有

其合理性的。「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真是這樣嗎?那只是反映出某種孤陋寡聞的偏狹

觀點而已。這句話應該修正為「太陽底下經常有新鮮事，只是你不知道而已」。虛心才

是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