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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易虎负责接运的逝
者是一位老人。亡者因病过世，走
得很安详，但隔着橡胶手套的手指
触碰到留有余温的遗体那一刻，易
虎内心还是不禁“抖”了一下，有几
秒是恍惚的，但理智马上把他拉回
了工作状态。“现场若失态，不仅是
对逝者不敬，更会增加亲属的悲
伤。”

人死后，按照规矩，双脚应先离
开医院大门，而后再落地殡仪馆。
易虎说，这或许就像电影《入殓师》
里说的那样，“死可能是一道门，逝
去并不是终结，而是超越，走向下一

程，正如门一样。”而最初踏入门外
另外一个世界的，就是人的脚。

“无论逝者生前怎样，都必须
让他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易
虎说，即便逝者亡故后身体沾染有
排泄物，他们也会先用毛巾盖住逝
者面容，再用清水和酒精为其净
身，接着用粉底液覆盖面庞，涂抹
上适量定妆粉和腮红。“尽量让逝
者面容像生前一样自然，让亲属心
灵得到抚慰。”

如遇非正常死亡的逝者，入殓
师还要进行整形、拼接、缝合、防腐
等一系列处理，尽力恢复逝者生前

原貌。比如遇到身体塌陷的情况，
要用棉花垫实；遇到组织破损，要
用透明尸线缝合；骨头有损坏，要
根据人体结构进行拼接；其他一些
伤痕则是用妆影来弥补。易虎刚
入职的头一两个月，常常彻夜难
眠，即使睡着了，睡梦中也时常浮
现白天的景象，甚至会在梦中惊醒
过来。好在这些困难随着时间推
移慢慢都解决了。

“我们只是在帮助他们走完人
生的最后一段旅程。不论他们生
前经历了什么，我们需要做的，是
给予他们最后的尊严。”

“殡二代”入殓师：
让逝者体面走完最后一程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易楚曈

“死亡就是一扇门，它不意味着生命的结束，而是穿过它进入另一阶段，其实就是门。我则是守门人，在这里
送走无数人……”最近，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入殓师》正在影院热映，这句影片里的经典台词，则是现实中入殓师的
真实写照。由于历史传统与文化等因素，长期以来国人都对“死”以及与“死”相关的服务行业带着很深的忌讳与
偏见。尽管时移世易，但观念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在这样的情形下，对入殓师从业者无疑是莫大的考验。

在株洲，也有一批入殓师，他们或子承父业，或学有所长，可外人对其知之甚少。“80后”的易虎是株洲福寿山
庄陵园的一名“殡二代”入殓师。“让逝者更有尊严是对家属最大的安慰”，如同《入殓师》这部电影中所描述的那
样，2020年6月从业至今，易虎无数次与死亡打交道，一直坚持敬畏之心服务逝者，让他们体面地走完最后一程。

由于大学学的是会计专业，在毕
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易虎虽然辗
转各地，但从事的无一例外都是财会
工作，直到去年辞职回了株洲。

易虎父亲是一名地地道道的
农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为了谋
生，他选择成为一名入殓师。与死
人打交道，总归是有些让人忌讳，
为此，父亲从不跟母亲说自己工作
上的事。母亲为人开明，知道丈夫
在殡仪馆做事也没什么忌讳，平时
也不会过多追问工作细节。

眼看易虎闲在家晃了一段时
日，父亲试探着建议易虎去殡仪馆
试试手。对于父亲的这个提议，易
虎略显惊讶，但也让他打开了思路：
自己从小就胆子大，时常一人一狗

在夜里跑到山上去“野”，从心理上
来说，倒也并不排斥与“死亡”打交
道。易虎问自己：要不就试试看？

入职前，入殓师要通过三个月
的应用心理、人体解剖、护理等方
面内部系统培训。因城市规模所
限，株洲的殡葬行业不像北京、上
海、天津等大城市那样，形成了流
水线式专人专岗的服务流程。“我
们每人都身兼数职，既要接运遗
体，又要司职殡葬司仪、遗体化妆，
甚至操作遗体火化。”易虎说。

殡葬行业的人员流动性并不
大，殡仪馆员工大多来自社会招聘
或民政学院的专业毕业学生。“当
然，不是所有人都能最终通过三个
月的试用期考验。有的人来时嘴

里说着‘不怕’，值夜班时却度日如
年般盼着天亮，一些人最快熬不过
一晚就会递交辞呈。”易虎打趣道。

2020 年 6 月 30 日晚，是易虎
“子承父业”后的第一个晚班，父亲
则是退休离岗前最后一夜。凌晨3
点左右，殡仪馆里接到两个遗体接
运电话。由于父亲和易虎分属不
同小组，临行准备前，二人并无言
语交流，唯独出车之际，父亲温热
厚实的手掌在他肩胛上重重地拍
了拍。他心里知道，这是父亲对自
己的嘱托和期待。入伏后的夏夜
闷热又难熬，原本紧张的情绪，也
随着父亲的举动散去，“那一刻，我
才真正懂了父亲，他是希望我能踏
踏实实将这份工作干下去。”

有人说入殓师神秘而伟
大，也有人说正因为有了入殓
师，暗淡的死亡才成为充满温
暖的告别，但这些温情字眼仍
抵不过现实残忍，对大多数中
国人来说，与死亡相关的一切
总归是一件需要避讳的事情。
易虎的遭遇也不例外。

早在结婚前，易虎的岳父
母便已知晓亲家公的职业，但
想着女儿并不常和公公住一
块，因而并未太在意。直到
2020年初，岳父母听闻女婿要

“子承父业”，态度开始转变。
“岳母最初特别介意我干这份
工作。她担心我感染病菌，或
沾惹上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好在妻子通情达理，以及一家
人多次沟通，岳父母最终妥协
下来。

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易虎
每个月只有6天休息时间。“许
多亡者和遗体的接运相关事宜
都是发生在夜间，所以白天工
作结束后，我们会尽量多休息，
以保存精力。”已经结婚生子的
易虎，一般不会对外主动提及
自己的工作，遇到孩子学校问
及父母工作单位时，妻子也会
以“民政部门”的模糊表述一语
带过，“不想因为自身行业的特
殊性，给儿子的学业或交友造
成困扰。”易虎说，自己经历过
就明白，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友
情的作用无可替代。

和其他“80 后”一样，易虎
也会经常约朋友吃饭、喝酒或
唱歌，只是聚会的圈子并不大，
一般都是同事或者从小玩到大
的朋友。“大家听说我转行当了
入殓师，特别吃惊。但毕竟大
家一起玩了几十年，相互之间
太熟悉了，所以并没有戴着‘有
色眼镜’看我。”

易虎说，这份工作让他看
到很多地方看不到的“人间百
态”，也目睹了众生在死亡面前
的不同态度。“人生最后一程应
当被温柔而有尊严地对待，家
属的一句感谢会让我充满力
量。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只要
是为社会作贡献，就应该值得
尊重。”

子承父业
小伙跨行成入殓师

理解生命
给逝者最后的尊严

▲工作中的易虎。记者/易楚曈 摄

艰难前行
被需要也被忌讳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余思薇 通讯员/文媛 谭帅）刚吃
过午饭，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
院冶金材料系第三期“义工”蒋骞来
到该系部“红匠”成长辅导室，熟练
地拿起刷子给书架刷起了油漆。一
上一下，一来一回，原本陈旧的书架
变得“靓丽”起来。这是该学院冶金
材料系学生党支部，针对当下大学
生普遍缺乏劳动教育订制的“义工”
劳动实践活动的一个缩影。

劳动教育是大学生的必修
课，更是人生的必修课。近年来，
湖南有色金属职院在教育教学中
发现，在校学生中多半为独生子
女，从小没有参加过劳动教育，不
少学生劳动观念十分淡薄。

如何让较少参加劳动教育的
学生在大学校园里进行劳动实践，
体验劳动成果呢？该学院冶金材
料系学生党支部创造性开展“义
工”劳动实践活动，让大学课堂上
的《劳动教育》必修课有了真正的
实践场地。自今年4月以来，冶金
材料系先后招募八期“义工”，共计
240 名学生积极参与该项劳动实
践，合计完成劳动任务6720小时。

目前，“义工”们的劳动任务

主要是进行校园卫生保洁、教学
楼墙面补修、系部设备维护等。
冶金材料系学生党支部在考察每
个岗位的工作量后，发布招募通
知，学生通过线上报名的方式参
与。一般通知发布不到两小时，
岗位就会“爆满”。

“我看到大家都在参与，便抱
着试一试的想法来了。前期在

‘义工师傅们’的带领下学会了旧
墙翻新技术。”第七期“义工”宋锦
涛自豪地说，“‘义工’工作时间可
以根据个人情况灵活调配，我感

觉两个星期的服务时间特别快，
我还打算跟着第八期‘义工徒弟
们’一起干。”

“让学生明白一切劳动和劳动
者都应该得到尊重，劳动是创造财
富和价值的源泉，是我们开展这项
工作的初心。我们不单单是在年
度综合素质测评‘劳动项目’上给
这些‘义工’们加分，更重要的是让
学生们懂得劳动的意义，感受劳动
的成果，这才是‘义工’劳动实践活
动的价值所在。”该学院冶金材料
系学生工作副主任何军说。

▲“义工”蒋骞给学院系部成长辅导室书架刷油漆。通讯员供图

“义工”活动让劳动教育有了
实践场地融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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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彭景 通讯员/周成良）初冬来临，
株洲广播电视大学作为乡村振兴
后盾单位，时刻牵挂着攸县新市
镇丁家垅村脱贫户、监测户的生
活问题。11月15日，株洲广播电
视大学开展“冬日送温暖”活动，把
对脱贫群众的关爱之心转化为实
际行动，把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
上，在落实各项帮扶措施的同时，
为他们送去物资，让他们在冬日感
受到党和政府的关爱和温暖。

在走访慰问过程中，株洲广
播电视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朱忠
彪，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李春来全
面了解了脱贫户、监测户家庭今
年的收入情况以及务工等方面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关切询问他们
的身体健康状况、子女就学情况

等，并积极为他们出主意、想办
法，希望他们坚定信心，勇于克服
困难，保持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

当天，株洲广播电视大学还为

该村图书室捐赠了一批爱心书籍，
以点滴爱心拉近与群众之间的距
离，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株洲广播电视大学走访慰问脱贫户、监测户家庭。通讯员供图

走访慰问脱贫户 冬日关怀暖人心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通
讯员/王奕松）近日，株洲神农大剧
院上演的儿童剧《海底总动员》迎

来了一群特别的“小观众”。来自
荷塘区明照街道“照亮明天”困境
留守儿童服务项目的30余名儿童

代表，在社工与志愿者的陪伴下一
同走进剧场，体验儿童剧的快乐。

《海底总动员》讲述的是在一
个美丽的海底村庄，经历一场特
大台风后幸存下来的小丑鱼的成
长故事。整部剧目充满了想象
力，一幕幕歌舞与互动，带领孩子
们开启了海底美轮美奂的时光大
门，让孩子们沉浸其中，收获新奇
的观剧体验，同时也从剧中学习
到了勇于直面困难和解决困难的
坚定态度与乐观精神。

此次观剧活动是株洲市保利
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与株洲市虹
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的首场
公益联合行动，旨在拓展留守儿
童群体的生活体验，让他们感受
到更多的社会关爱，领略不同的
文化色彩。

▲孩子们认真观看剧场表演。通讯员供图

开启留守儿童新“视界”，明照街道在行动！

走入亲密关系之前
先学会爱自己

宁静（化名）是一家大型国企的员工，
工作勤勉努力，不到30岁已晋升为部门副
主任。最近，宁静心情低落，失眠多梦，甚
至不愿出门见人，严重影响日常生活。

宁静告诉我，三个月前，相恋5年的男
友突然提出分手，她的世界轰然倒塌。任
她苦苦哀求，男友去意已决，说她太单纯太
依赖，没有独立意识。宁静觉得自己失败
极了，不愿意见人，不愿意想未来。

宁静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有
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她是最没有存在感的
一个。小时候，宁静跟妈妈和弟弟去走亲
戚，回家路上口渴，妈妈只给弟弟买了一支
冰棒。幼小的弟弟将冰棒伸到宁静嘴边，
想和姐姐一起分享。妈妈却一巴掌拍在宁
静脸上：“丫头片子，馋什么馋！”

宁静说，那一刻，她浑身的血液都凝固
了，感觉路边的人都在嘲笑自己。

我问她：“那个小女孩生气吗？”
宁静摇了摇头：“她不敢。”
她的回答让我心疼：“不敢生气不代表

她没有生气？她真实的感受是怎样的？”
宁静愣了一下，泪水溢出眼窝：“她好

伤心啊，凭什么她不能吃冰棒呢？她也是
一个6岁的孩子啊！这让她觉得自己如此
卑微，不值得被爱……”

委屈的背后，常常压抑着莫大的愤
怒。我引导宁静正视内心深处的真实感
受，将曾经遭受不公待遇的愤怒慢慢宣泄
出来。她浑身颤抖，我将抱枕递过去，她放
声大哭……

在宁静的生命里，唯有读书能带给她
快乐。她期望用好成绩来换取父母的关
注，只是，高中志愿被爸爸改成了中专师
范，理由是女孩子早点参加工作，可以减轻
家庭负担。所幸，班主任三番五次登门，才
为宁静争取到读高中考大学的机会。

“我一直很努力，可是他们都看不到，
我也不愿意回这个家。我一直觉得是自己
不够好，所以没有人愿意爱我……”

“男朋友离开，验证了你的想法是吗？”
我邀请宁静站到高处，角色交换成她最尊
重的徐老师。在徐老师的角色里，她给了
自己最中肯的评价：宁静是一个纯朴、坚
韧、善良的女孩，有很多喜欢她支持她的朋
友……

当宁静慢慢厘清自己的“低价值”来自
从小的“不被看见”，她开始学着慢慢陪伴
自己，理解自己，认同自己。这样的心路历
程，如同“凤凰涅槃”。

一年后，宁静发给我一张照片，碧波翻腾
的海边，她和新男友比肩而立，笑颜如花……

“在走入亲密关系之前，先学会爱自
己。”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成长功
课。 （毕亚炜）

毕亚炜：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际心
理剧考试委员会认证导演，株洲市中医伤
科医院创伤后病人心理干预课题负责人，
株洲市红十字会心理援助志愿队队长，天
元区心关爱社区心理服务中心心理专家，
天元区检察院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咨询师，
湖南省红十字会“四星”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