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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终活”一词在日本变

得越来越受关注。顾名思义，“终

活”指的是为迎接人生终点而作的

各种准备。

与“终活”相关的市场正在蓬勃

发展，日本“终活”产业展去年已经

举办到第九届。活动现场人头攒

动，展商云集，展品琳琅满目。展会

设置殡葬设备及运营支持、祭奠服

务、寺庙运营服务、遗产继承服务等

展区，去年共吸引130多家企业参

展，12000人参观，成为业界最大规

模展会。

“终活”一词背后的社会意义也

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日本人通

过思考晚年生活，重新审视自己，希

望更好地活在当下。

生死观发生变化
“终活”一词首次出现在朝日新

闻社发行的杂志《周刊朝日》2009

年连载的报道《现代终活情况》中，

此后被各大媒体广泛使用，2012年

入选日本《U-CAN新语及流行语大

赏》年度十大最受热议流行语。“终

活”研讨会、“终活”咨询师、“终活”

策划师等职业也陆续登场，为“终

活”产业的发展推波助澜。

在人们的认知中，最能体现“终

活”印象的或许是入殓仪式。在去

年的“终活”产业展上，入殓师细致

地演示了如何给逝者整理仪容，整

个过程庄重肃穆。

此次参展的入殓师培养学校的

创始人木村光希及其父亲，正是奥

斯卡最佳外语片《入殓师》的技术指

导。木村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大

学期间便开始参加入殓师的工作，

后来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为推广入

殓文化，他曾赴中国、韩国等国家，

实地指导入殓技术。

木村曾在采访中表示：“最近时

常听到尊严死、孤独死、‘终活’等和

死亡相关的讨论，日本人的生死观

也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关于死亡

的常识、葬礼的要求也随着时代的

变迁发生着变化，入殓师也需要具

备随时代变化的能力。”

“终活”之所以能引发热潮，神

户女学院大学的中野敬一教授认为

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日本独居人口增多，未婚

率攀升。随着日本人口愈发老龄

化，很多人在配偶去世后长期独居

生活，离婚率上升和少子化也造成

独居家庭和空巢老人加剧。在此背

景下，积极地为身后事作准备的人

为数不少。

二是日本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人均寿命延长使得退休后的人生之

路显得相当漫长，即使目前身体健

康，也会对未来生病或照护所需的

资金感到焦虑。

三是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选

择变得更加多元化。在患者面临临

终治疗的选择时，何种情况下选择

延长生命的治疗手段，何种情况下

选择适时放手，要遵循本人的意愿。

四是生命的充实。直面被认为

是禁忌的死亡，意识到生命会有终

结，努力使余下的人生过得丰富多

彩，不留遗憾。

五是生死观的变化。对举行丧

葬仪式、选择墓地等看法因人而异，

未来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想法作

出选择。

更好地活在当下
58岁的日本女演员财前直见

40余年来作为演艺人员一直活跃

在一线，40岁高龄产子后，她想全

身心投入育儿，就搬回老家大分县

与父母同住，一家人其乐融融，幸福

美满。但是婆婆的去世让她重新审

视生死价值观，认真思考“终活”。

“在整理婆婆的遗物时，我经常

分不清重要的物品和应该处理掉的

物品。当我想扔掉某张宣传单时，

却发现背面记录着银行卡的密码和

保险箱的打开方式，那一刻我才真

正体会到整理信息、制作‘临终笔

记’的重要性。”于是财前开始学习

与“终活”相关的各种知识，出版了

专门书籍，取得了“‘终活’生活护理

者”资格证。

通过制作“临终笔记”，财前加

固了与父母之间的亲情纽带。她

说：“希望大家把‘临终笔记’作为沟

通交流的工具，尽情享受当下。‘临

终笔记’不是生命终结的笔记，而是

为了今后的幸福生活书写的笔记。”

日本拍卖交易服务平台去年

10月对全国40到70岁年龄段的

100个人开展网络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约六成受访者认为应该在60

到70岁开始准备“终活”。对于开

始“终活”的理由，78%受访者表示

“不想给家人添麻烦及不想让身边

的人担心”。在被问及“提到‘终活’

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印象是什么”

时，有超过八成受访者表示是“整理

随身物品”。关于“终活”的困扰和

烦恼，46%受访者认为“要做的事情

太多了，根本做不完”，37%受访者

回答“根本不清楚该做什么”。

“终活”顾问协会是一家通过推

广“终活”，希望使每个人都能在超

高龄社会里安心生活的非营利组

织。对于有“终活”意愿却无从着手

的人，该协会推荐首先归纳总结一

本“临终笔记”，笔记由三部分组成：

回顾过去、把握当下、展望将来。

回顾过去：在笔记上列出想要

感谢的人以及曾经居住、旅行过的

土地。把握当下：详细列出财产及

随身物品、保险及其他合同、健康状

况、宗教信仰。展望将来：考虑临终

医疗、葬礼及墓地的选择等相关事

宜。在梳理笔记的过程中，能够逐

步唤醒尘封的记忆，重新找到自己，

认识自己。

56岁的东京某公司员工佐藤

单身未婚，健康状况良好，虽然很早

之前就对“终活”有所耳闻，但总认

为现在考虑“终活”有点为时过早，

直到同事的突然离世改变了他的想

法。“与我同时期入职的一位同事，

在3年前上班途中突然晕倒，被救

助送医后死亡，死因是急性心肌梗

塞。他未婚，父母都已去世，没有兄

弟姐妹，貌似也没有委托任何人办

理身后事，最终连葬礼都没有举行，

据说由行政部门办理手续后安葬在

公共墓地。我得认真考虑‘终活’相

关的事情了，最近先把遗书和‘临终

笔记’写好了。”

政府推多种举措
除了个人为临终作准备之外，

日本地方政府也相应出台多种举措

惠及民众。

由于老龄化加剧，独居老年人

增多，无人认领遗骨者增加，神奈川

县横须贺市于2015年率先开展“终

活”援助工作，为低收入、存款少、独

居且无亲属可依靠的市民介绍在生

前就能以较低金额签约的殡仪馆，

服务内容涵盖从举行葬礼到骨灰寄

存。2018年横须贺市又开展了“我

的‘终活’登记”，让全体市民生前写

下“临终笔记”，登记存放遗嘱的地

点、紧急联络地址等信息，在市民病

倒或去世时可向指定的人公开。这

一系列举措经由媒体报道后受到了

高度关注。

东京都丰岛区在2021年11月

推出了“丰岛区‘终活’安心笔记”，

其中包括“资产、契约”“护理、医疗”

“身后事（遗嘱、财产继承等）”“本人

想法”等，内容简单易懂。

同年该区还开设了“丰岛区‘终

活’安心中心”，接受各种和“终活”

相关的咨询，集纳来自区内居民关

于照护、葬礼、遗产继承等各方面的

需求，帮助他们缓解焦虑，化解烦

恼，让今后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和

充实。

住在丰岛区的一位79岁女性

前不久在“‘终活’安心中心”填写了

个人信息，她说：“几年前丈夫去世

了，我们没有孩子，我继承了丈夫的

遗产，如果去世后财产归国家就麻

烦了，所以想趁着身体还健康、头脑

清醒的时候赶快来区里登记。”据丰

岛区相关工作人员透露，诸多无依

无靠的空巢老人中，有人留下近1

亿日元遗产在家中离世，也有人领

着低保悄悄咽气。

据东京都推算，都内65岁以上

的老年人2030年将增加到约337万

人，其中约97万人为独居老人。为

此，东京都决定从今年4月开始对

设置专用“终活”信息登记等咨询窗

口的市、区、町、村给予最高限额

500万日元的补助，以帮助独居老

人“终活”。在咨询窗口，律师和司

法代书人将就疾病治疗方案、住院

意愿、遗嘱订立和遗物整理等问题

进行解答，并根据需要介绍相应的

服务和法律手续。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在“银发群

体”中的普及和广泛使用，“数字化

‘终活’”的必要性越发显著。所谓

“数字化‘终活’”，是指生前对电脑、

手机中保存的数据以及上传到社交

媒体账号里的图片、视频进行处

理。此外，还需要考虑网银余额、股

票证券、电子货币等“数字遗产”的

继承问题。

70岁的三宅奈津子从两年前

开始使用日本最大二手交易平台

“煤炉”，想要卖掉诸如鞋、包、饰品、

衣服等随身物品。“一开始，我拜托

孩子把这些物品拿到附近的废品回

收站处理，但那里的工作人员说‘款

式太旧了’‘过时了’，卖不出什么好

价钱。然而对我来说每一件物品都

承载着满满的回忆，十分珍贵。正

当我失落时，孙子建议我将这些物

品挂在‘煤炉’上出售。结果却出乎

意料，废品回收站说一文不值的东

西在‘煤炉’上变成了‘抢手货’。虽

然一个月也只能卖两三千日元，但

总比扔掉好吧。”

正如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

《一个人最后的旅程》一书中指出

的：“不辜负上天给予的生命，努力

活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能创造出

一个让很多人（不管有无家人），包

括我们自己安心的社会。”

生前筹备身后事 日本老人忙“终活”
为迎接人生终点提前作各种准备

文 /常力丹

■

日
本
举
行
﹃
终
活
﹄
产
业
展

本
版
图G

J

▲日本寺庙介绍“终活”服务

▲

日本民众选购殡葬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