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8 新聞專題 ■責任編輯：何綺容 ■版面設計：美術部 2014年4月3日（星期四）

辛沙沙上高中的時候，有一次看到一篇關於
《遺體整容師》的報道，當時十分驚訝，

她本以為人去世後會直接火化，沒想到還有這
樣一群人幫助逝者體面地走完最後一段路。也
許正是這好奇的一念，使她選擇了遺體整容師
這個職業。高考結束後，辛沙沙在招生指導手
冊上看到北京社會管理職業學院正好有「現代
殯儀技術與管理」這個專業，便不顧家人的反
對，報讀了該專業。

不顧家人反對 邊掙扎邊學習
辛沙沙說，第一堂課便是觀看日本電影《禮
儀師之奏鳴曲》(內地稱《入殮師》)，其中的畫
面嚇退了一批人，第二天便有幾名同學轉了專
業，但她選擇留低。由於她就讀的專業是學校
裡人數最少的，別系同學開玩笑說她們宿舍是
「太平間」，更有高中同學得知她選了這樣一
個專業，說「以後見面，你別和我握手了」。
這些話雖然都是少年的孟浪之語，但每次也都
讓辛沙沙感到尷尬。
然而，最嚴峻的考驗還是在殯儀館實習時首
次接觸死於車禍的遺體。辛沙沙說，當她看到
那血肉模糊的樣子時，當時「感覺血一下都
涼了」。將近一周，她每晚都發噩夢，經常
在夢裡哭泣，醒來時枕巾還是濕的；吃飯時
只要看到菜裡有肉便噁心想吐。她坦言，自
己當時後悔了，只有內心的倔強還在支撐她
堅持下去。「因為當時選這個專業時候家裡就
反對，如果我這時放棄了，自己都會覺得不好意
思。」就這樣，辛沙沙邊掙扎邊實習。
2012年10月的一天，有一位26歲
的女子因車禍去世，其父母希望能恢
復女兒生前照片上的樣子，以舉行遺
體告別。師傅把這工作交給辛沙沙，
這是她第一

次真正獨立實施遺體美容。看着照片上女子的美
麗容顏，看着死者哀哭的父母，辛沙沙下決心要
完成好這工作。對翻開的皮肉進行縫合、為塌陷
的頭骨進行填充，調顏色、化妝……當女孩的父
母看到女兒像生前一樣安詳地躺着時，他們竟然
給辛沙沙下跪了。那一刻，辛沙沙覺得很安慰，
掙扎多日的心情平復了。她決定做好這份工。
2013年6月，辛沙沙正式入職濟南市殯儀館
業務科，成為一名遺體整容師，至今已有200
餘名逝者經過她的裝扮，以安詳的面容告別人
世。業務科裡有5名女整容師，辛沙沙是最小的
一個。如今，她在面對一些面目比較「猙獰」
的逝者時，已經完全沒有不適感。當逝者經過
自己的努力，呈現出安詳的面容時，辛沙沙覺
得他們有一種靜謐之美。

甘願綻放青春 吟唱生命輓歌
由於家人和同學都在
外地，辛沙沙說她

有心事時，會
在工作

中與逝者溝通，她覺得他們能聽到。有一次，
有一位逝者的下巴無法閉合，辛沙沙試了多次
都沒成功。她在心裡默默對逝者講，「你幫我
一下吧，這樣你也不會那麼痛苦，你家人看到
後也會安慰」，很神奇的是，當她再嘗試時，
死者的下巴就輕鬆地合上了。
辛沙沙說，希望一直當遺體整容師，「我可

以用真誠的心去工作，讓逝者走得安詳、讓生
者得到慰藉。」由於社會傳統觀念很強，每當
老家的鄰居問起辛沙沙幹哪一行時，辛沙沙的
父母總是說：「女兒在民政局上班。」去年清
明節時，當地電視台採訪辛沙沙的節目被老家
的人看到，他們對她父母說「原來你閨女在那
兒上班啊」，語氣間甚至連「殯儀館」三個字
都不願提；哥哥結婚時，辛沙沙回家，母親讓
她先別去哥哥的新房；姐姐生孩子了，家人讓
她先回家呆幾天再去看孩子，「孩子眼睛乾
淨，別嚇着他」。倔強的辛沙沙沒有順從媽
媽，而是下車後直接去了姐姐家。沒想到姐姐
的婆婆在家門口生了一堆火，讓她先從火上跳
三下才能進屋。
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周末出去玩，如果晚
上乘巴士回工作單位，若不事先告訴司機在殯
儀館站下車，巴士往往不停站。而當她下車
時，全車的人都會目送她很久。這些多少都
會讓她有些不自在。

生於1991年的她，如今也到了談婚論嫁的年
齡。長相文靜、工作穩定，本該有很多人介紹對
象，但辛沙沙說她從未相過親。家人囑咐她，
「如果有合適的男青年，先別告訴人家你是幹遺
體整容的」，但辛沙沙不同意。她表示，若有心
儀的對象，一定會先介紹自己的職業是遺體整容
師，「如果我都不能接受自己的工作，別人更不
會接受」。說起擇偶觀，辛沙沙說，主要是兩個
人的感覺，「心地善良最重要，其次是能理解我
的工作」。

酷愛民族歌曲 不好濃妝艷抹
在記者看來，這位23歲的女子，似乎現在很
享受當下的獨身生活。沒有朋友、沒有同學，周
末時她會自己去行山，去郊遊，才到濟南半年
多，趵突泉、大明湖這些景點都被她逛遍了，她

說 自 己 一 個 人 「 很 自
在」。
辛沙沙是家裡最小的孩

子，但她沒有幼女常有的
嬌氣。在北京上學時，她
只讓家裡每個月給她600元
生活費，其餘的花費都靠自己打工賺錢，她賣過
服裝、賣過米線，在打工時也曾遭受過別人的白
眼甚至是辱罵。回憶起這些，辛沙沙說，「不管
別人對我好還是不好，我都挺感謝他們的。」也
許是生活的歷練，辛沙沙身上沒有「90後」女
孩的輕飄，即使工作之餘，她也不喜歡過於濃妝
艷抹。她喜歡少數民族歌曲，喜歡收藏民族服
飾。她希望有一天可以去西藏看一看，倉央嘉措
的詩集她讀了好久，覺得那裡面「很乾淨」。辛
沙沙的QQ頭像是她一幀恬靜帶笑的照片，簽名

檔寫的則是「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拚，愛拚才
會贏」！一如她的笑容所傳達出的堅強。

看慣生離死別 對生命有深悟
看慣了生離死別，辛沙沙對生命有了更深的感

悟。每當她在工作中遇到自殺的年輕人，看到他
們家人悲痛欲絕時，總會為他們惋惜。「我覺得
生活中沒有什麼是過不去的，這麼草率地結束生
命很不應該」，她說，「即使我能為你做一個整
容，但終究撫平不了親人的悲痛」。

據悉，自2009年起，由中國殯葬協會、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
等單位起草的內地首部《殯葬服務從業人員資質條件》國家標
準正式實施，此後殯葬從業人員均須持證上崗。按照規定，遺
體美容師分為5個等級。申報最高級別的五級遺體整容師需從
事該工作至少2年，或接受不少於標準360個學時的培訓。目前
內地開設殯葬管理的學校，除了辛沙沙的母校北京社會管理職
業學院外，僅有長沙民政學院和重慶社會職業學院等為數不多
的幾所學校。該專業一般需要學習遺體整容、防腐、火化、接
運、殯儀服務、墓地管理等課程。而這一專業常是所有院系中
招生人數最少的，最後真正從事這一行業的本專業畢業生更是
鳳毛麟角。
相對於人才的短缺，需求卻是不斷擴大。隨着生活質量的提
升，越來越多的人希望親屬能以美麗的容顏告別人世。據悉，
現在有很多正常死亡的逝者，其親人也會選擇為他們進行遺體
整容。辛沙沙介紹，對於這一類逝者，需要經過熱毛巾敷臉、
淨面、調色、上妝，有需要的則進行縫合和填充，一般需要20
多分鐘。而在遇到一些面部損傷較重的遺體時，常常需要從早
上一直忙到下午，有時需要按照逝者生前照片重新雕刻一顆頭
顱，沒有相當的技術和體力，難以完成。

由於遺體整容這一行業的特殊
性，外界多流傳這是一個高薪職
業，其實這多屬於臆測。採訪
中，辛沙沙也主動談到這一話
題。她坦言，自己目前月薪不到
4,000元，而2013年山東濟南市
在崗職工平均年薪為40,179元。
據記者了解，即使辛沙沙的工齡
再長一些，收入也不會有太大幅
度的提高。她的同事中男性一般
收入比女性要高一點，「因為男
同事要值夜班，會有一部分夜班
補助。」

相比收入而言，這份工作的壓
力卻並不小。辛沙沙所在的業務
科每人每工作6天，即使春節也
只能享受3天假期。而每年臨近
春節，卻是他們最繁忙的時候。
因為很多逝者的家屬都會特意避
開春節期間舉行遺體告別。辛沙
沙說，去年臘月底她最多時一天
做了50多例。由於實施遺體美容
時，工作人員需穿隔離衣，戴手
套、帽子、口罩，為了盡量減少
上廁所時換服裝的麻煩，她常常
半天都喝不上一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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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我幫他們化好妝後，都覺得他們有種靜謐之美。」清明節（4月5日）前夕，本報記者在山東省濟南市殯儀館採訪

了辛沙沙，很難想像這位「90後」女孩口中的「他們」指的是遺體。從第一次接觸遺體時「感覺血都涼了」，到現在試着與

逝者對話，辛沙沙覺得遺體整容師這個職業十分崇高。雖然不被理解，但她始終堅持在逝者人生最後一站的舞台上，用心維

護他們生命最後的尊嚴，為逝者送行，給生者慰藉。因為「如果自己都不接受，別人就更不接受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永傑、實習記者王碧玉 山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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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約四千 壓力卻不小

遺體整容師又被稱為入殮師，
是指專門負責為逝者化妝整儀、
納入棺中的人，其職責主要包括
遺體的修復、整形和美容，是殯
儀服務項目中技術含量較高的一
個工種。
該職業共設五個等級，分別

為：五級遺體整容師（國家職業

資格五級）、四級遺體整容師
（國家職業資格四級）、三級遺
體整容師（國家職業資格三
級）、二級遺體整容師（國家職
業資格二級）、一級遺體整容師
（國家職業資格一
級）。資料來源：

百度百科

遺體整容師 共分五等級

■辛沙沙為逝者進行化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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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沙沙辛沙沙（（左左55））和同事們在一起和同事們在一起。。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
0�

生生
死死

妝
點
妝
點

■■「「9090後後」」遺體化遺體化
妝師辛沙沙妝師辛沙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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