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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小的她毅然
报考了个“冷门”专业

初见刘潇霞，你很难把她与入殓师这一职
业联系到一起。显得文静且有些腼腆的她，大方
地讲述起自己的职业选择。

生于1994年的刘潇霞说，她小时候也有一
个当警察的梦想，但是没有实现。上高中时，她
偶然看到一个新闻，知道了入殓师这个职业。她
后来查询发现，这是一个很冷门的职业。空闲时
间，她拉着要好的同学看了一部电影《入殓师》，
便对这个职业充满了兴趣和敬意。

考大学时，她毅然报考了北京一所学校的
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专业，每上完一堂课就有
同学转专业，越上同学越少，但她一直坚持下来
了。她说，“既然选择了就要走下去。”

刘潇霞说，自己其实从小就胆小，连恐怖片
都不敢看。回忆起刚入职时的场景，她也适应了
一段时间，“我发现，恐怖片会让人产生联想，而
逝者不会动，很坦诚。我心怀敬意为逝者服务，
这些和看恐怖片并不一样。”这让她在工作中更
加坚定从容。

如今，从事遗体整容工作5个年头的刘潇霞
说：“我对这一行一直很好奇，工作几年后，好奇
的心已被填满，只剩下对逝者的尊重了。”

给逝者体面
让生者宽慰

对于刘潇霞来说，她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整
修逝者的面容和身体，尽可能将逝者还原成生
前的状态。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让逝者体体面
面的，也让生者宽慰。

每天为三五具遗体进行化妆，这对她来说
是简单的工作，而对发生车祸、意外事故的逝者
的损伤部位进行修复，就属于比较复杂的工作
了。比如，去除严重腐坏的身体组织，使用雕塑
泥、硅胶等材料对逝者缺损部位进行缝合、充
填，尽可能将其身体修补到完整的状态。

干这一行，她经常见到生离死别的场景，有
时候也很受触动。

刘潇霞说，一名男子清理下水道时发生溺
亡，家属来看他的时候，一边哭一边捶他。“她老
婆说，出门前你说干最后一次，你怎么不保护好
你自己！”刘潇霞哽咽着说，当听到家属说这样
的话时，在场的人都哭了。

一位大姐跳楼身亡后腿骨插到胸腔里，修
复难度很大，刘潇霞把所有的工具都用上，花了
两天时间才修复好。大姐身上有一张纸条，是写
给两个孩子的，表示自己患有抑郁症，虽然很爱

孩子，但实在熬不住了。
由于前后差距很大，当家属看到刘潇霞为逝

者修复好的样貌后，反应还是很大的，一般会哭着
讲述逝者生前的事。“修复好以后，家属都说和以
前一个样。”刘潇霞说，“逝者能体面地离去，家属
以后想起来，她走得还是很安详的，我们也是用实
际行动让生者宽慰。”

找对象难
打车叫外卖也难

对大部分入殓师来说，难以承受的并不是
工作压力，而是社会的偏见。

从事这一行，找对象是一大难题。“我属于
‘内部消化’，找的是单位的同事。”刘潇霞说，单
位里还有许多单身的同事，有些人一听对方在
这里工作，即便本人同意，家里人也反对。

另外，刘潇霞提起，打车、叫外卖都是难题。
“有一次叫出租车时，师傅给我打电话说，姑娘，
我在山脚下等你，你走下来吧。”刘潇霞说，殡仪
馆在山上，走到山脚下得好几公里。还有一次，
她早上叫车，直到中午才打上车。后来师傅对她
说，没有人大清早开第一单就到殡仪馆接活。

和刚认识的朋友一起吃饭，当被问到在哪
里工作时，刘潇霞一般都说“在民政局”。有些人
就会聊起其他话题，但是有些人会打破砂锅问
到底，然而当她说出“殡仪馆”时，有的朋友就不
会再和她说任何话了。

刘潇霞还举了个例子，有一次她同事说，好
朋友结婚却不能去，感觉很遗憾。因为新娘家不
希望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到婚礼现场。

希望提高技术
更期待被“平常”看待

虽然工作地点偏，还经常受到异样的眼光，
但对从事遗体整容工作的刘潇霞来说，这份职
业并非是一无所获。在她看来，让死者体面、有
尊严地离去，是自己从事这一职业最大的意义。

每次为逝者洗澡或化妆整容时，她心里都
会默念着一些话：“大姨，我来为你洗澡……”她
觉得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让别人来洗澡，这
不仅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

刘潇霞说，自己的工作不仅需要有情怀，更
要有过硬的专业技术。对于今后的规划，她希望
能向技术更高的老师学习新技能，提高自己的
专业技术。

刘潇霞的孩子才1岁多，她想等孩子长大了
再告诉孩子自己的职业。她更期待的是，人们能
消除对从事殡葬行业人员的偏见。刘潇霞说，

“这个职业虽然从事的人少且有点特殊，但是我
希望大家用平常心来看待。”工作没有高低贵贱
之分，每一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都值得被尊重。

“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不是冰冷的，有的浓缩
了逝者的一生，有的承载着亲属的眷念。”在山东
济南一处静谧肃穆的陵园内，李凡镇手指身后的
数排墓碑说。

身材清瘦，长相斯文，讲话慢声细语，略显腼
腆，若不是在采访前了解过李凡镇的职业，很难猜
到眼前这位“95后”青年，正在殡葬行业从事墓碑
设计工作。

“我大学学的是展示设计专业，毕业后在设计
公司工作过，但每天忙忙碌碌却没有多少获得感。”
李凡镇告诉记者，2018年，他了解到山东福寿园十分
渴求设计人才，便主动联系应聘。“与市场上‘保鲜
期’短的设计品不同，墓碑可以长久留存，寄托的是
永恒的情感，这一点吸引了我。”

从业近五年来，李凡镇先后设计了数百块墓
碑，服务了近千名客户。“最关键的环节是与家属
沟通，了解逝者生前的职业、性格、喜好、主要事迹
等，从中提取创作元素，融入墓碑艺术化创作。”李
凡镇介绍说。

“有位书画家令我印象深刻，他是南方人，家属在
他离世后联系园区安葬，想用一块太湖石制作墓碑，
让逝者‘落叶归根’。”李凡镇回忆说，太湖石产自南
方，市场上较为少见，他们先是找遍山东省内市场未
果，又委托供应商到全国各地搜寻，最后在江西一户
庭院内找到。经与庭院主人多次沟通和协商，他们才
购买成功。“我将其设计成墓碑，满足了家属的意愿。”

在李凡镇看来，他是设计师，也是“思念摆渡
人”。老师、医生、演员、书法家等不同职业和身份
的人长眠于此，他要运用所学为逝者立碑，给生者
宽慰。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进步，越来越多像
李凡镇一样的年轻人投入到殡葬行业中，用精湛
的技艺和温暖的服务逐渐消除人们对这个行业的
偏见与误解。 据中新社

因为一部电影，她成为一名入殓师
曾在打车、叫外卖时遭遇尴尬，希望能被外界“平常”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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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冰冷的墓碑

有他温暖的情怀
大学学设计的他干起了墓碑设计工作

出生于1997年的胡云思，是山东福寿园的安
葬礼仪师。“我的父亲就从事殡葬行业，干了几十
年，马上要退休了。”胡云思调侃自己是“殡二代”，
从小受父亲耳濡目染，她对这个行业心生敬重。

胡云思向记者介绍，和其他服务行业不同，殡
葬从业者服务于失去亲人的家属，不能笑脸相迎，
而是要和他们感同身受。“我们要协助逝者的亲属
处理好丧葬事务，帮助他们尽快走出悲伤的情
绪。”

有一位客户令胡云思记忆犹新。“这位客户的
母亲已经去世30多年，骨灰一直寄存在殡仪馆。在
父亲去世后，他到陵园合葬双亲。他带了两件随葬
品，一件是父亲保存了30多年的母亲年轻时的照
片，另一件是母亲生前戴的最后一块表，时间定格
在他母亲离世的最后一刻。”胡云思眼眶泛红地
说，客户在安葬环节，一直在讲父母的故事，那一
刻她也想到自己的父母终有一天会离开，深受触
动。

在胡云思看来，这是一份积德行善的工作，是
在温暖生命的最后一程。“如果把死亡比作通向天
堂的一道门，那我们就是‘守门人’。当逝者迈进这
道门时，我们会和他们挥手道别，愿他们一路走
好、入土为安。”

谈及很多人对殡葬行业的误解，胡云思坦言，
相比她父亲干殡葬的那个年代，现在人们对这个行
业的看法已经发生很大改观。“园区内有很多‘90后’

‘00后’在殡葬一线工作，大家交流时，都会谈到这份
职业的成就感，有的人还和客户成为朋友。”

“对外介绍自己工作时，我也会得到赞美声，
还有人说干殡葬这一行很伟大。”胡云思称，今后，
她将承袭父亲的衣钵，继续在殡葬行业用真挚的
服务温暖“两个世界”的人。

据中新社

不能笑脸相迎
但要感同身受

这名安葬礼仪师和很多客户成了朋友

死亡，是人们不愿提及的话题，但有些人却从事着与死亡相关的工作。
擦拭面容、清理口腔、化妆净身……让逝者体面告别这个世界的人，是殡仪馆入殓师，

又称遗体整容师，他们担任着生命最后一程的“摆渡人”，烟台市福山区殡仪馆的刘潇霞就
是其中一员。一位“90后”的姑娘为何干上了这一行？

刘潇霞正在为一位逝者化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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