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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傳統節日中，清明節有

着特別的含義。它不見證喜樂團

圓，而往往需要我們面對生離死別。數千年來，人們

始終鄭重其事地對待這一天，足以說明死亡在我們文

化中的重要性。不過，我們又習慣以忌諱、禁忌、壓

抑的方式來詮釋死亡，以恐懼、偏見、歧視的語境來

接近死亡。其實，死亡是生命必達的終點，生命在怎

樣的喜悅中被迎接，就值得在怎樣充足的準備中被送

別。人們如何對待死亡，也意味着如何總結生命。

如今的殯葬行業正朝着專業化、現代化的方向迅速

發展，意味着我們正以更加開放、理性、科學的方式

對待死亡。在殯葬服務的「生死課堂」上，從業者不

僅要學習各項技術，更要學習心理、倫理、禮儀、文

化等「軟知識」，前者是為了讓逝者更好地離開，而

後者則更多是為了讓生者繼續好好地生活。當死亡足

夠被正視，生命才足夠被重視。

曾經，人們對死亡的避諱衍生出對殯葬從業

者的成見和歧視，但隨着生命教育的普及和社

會觀念的進步，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正摒除偏

見，主動加入其中。誠然，這背後不乏在嚴峻就

業形勢下找個「鐵飯碗」的現實考量，但只要越

來越多人走近它、談論它，相信諸多觀念禁忌就會

不攻自破。

無論是為了穩定的就業，還是懷揣情懷和志向，

越來越多「脫下孔乙己長衫」的大學生加入殯葬行

業已是事實，其中不少人還通過社交媒體分享真實的

殯葬工作，向人們揭示死亡的正面意義。透明是打破

恐懼最好的武器，那些專業的操作、科學的理念、瑣

碎的日常以及溫情的故事，正通過互聯網的傳播不斷

打破偏見，推動文明觀念持續向前。

在同齡人紛紛湧入互聯網大廠、
製造業龍頭企業，尋求一個朝陽產
業的發展機會時，「00後」女孩黃
芳洲卻轉身走入了殯葬行業，成日
與火化設備打交道。起初，她也曾因
為對生死議題缺乏心理準備，而遭受
強烈的情感衝擊，也被問過「這一行
比較艱苦，你一個女孩子能不能適
應」，但經過近三年的深耕，她已經
成為令家屬和同行信賴的「黃工」，
用技術在這片與生命對話的終極服務
場域中，詮釋尊重生命的內涵。
「當時所有家屬全部已經跪拜在靈
前，入爐台車設備卻突發故障卡住
了……」黃芳洲回憶，在一次莊嚴的入
爐儀式中，悲痛的家屬都在靜靜等待逝
者踏上最後一程路，此時負責將遺體運
入火化爐的設備卻突發故障，她和同事
們立刻進行緊急搶修，花了3分鐘讓
設備恢復正常運轉。

這短短的3分鐘，讓當時入行不久的
黃芳洲深深感受到這份工作的責任和價
值。每一位逝者的離去，都是一個家
庭最大的痛苦，一絲一毫的失誤都可
能給他們帶去二次傷害。那一刻，黃
芳洲耳畔反覆響起前輩們的一句話：
「設備可以重啟，人心不能碎。」自
那之後，他們更加頻繁仔細地檢查優化
設備，減少故障發生率。從中，黃芳洲
也感受到自己的工作與生命價值真正產
生了緊密關聯。

讓每個生命體面謝幕
如今，殯葬服務不再是傳統的「吹吹
打打」， 而是呈現向現代化、科技化
發展的趨勢，技術成為服務逝者、慰藉
生者的重要力量。黃芳洲表示，設備和
技術的智能化轉型，推動着整個行業從
「剛需保障」向「尊嚴守護」演進，讓
每個生命體面謝幕，重塑着社會對生命
尊嚴的集體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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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生命與生命斷聯，人們總想能再通過什麼方式傳達那些未盡的訴說，燒一炷
香，做一個夢，或是寫一篇祭文——譚友文就從這裏開始了他與「死亡」結緣

的故事。兩年前，他開始在網上代人寫祭文，起初只是讓低谷期的自己有點事做，
但隨着介入越來越多生死離別，他漸漸意識到，筆下的一篇篇文章早已超越一份訂
單、一次工作，成為生者難尋的慰藉、故人生命的留痕，它們就像扁舟往來於忘川
河上，擺渡着無限的愛與悲傷。
「孩子哭着告訴我們，她想活不想死，還沒有踏入社會就要面對死亡，她心裏不
甘啊！我實在不敢回憶了，不敢再寫了……」一天，一位父親找到譚友文，發來一
段字字泣血的短文，濃縮了他病逝女兒的26年人生。
「從小到大爸爸從來沒有這樣陪伴我，現在可以每天陪我了。」這是女兒生前說
的一段話，這些話語不僅凝結了逝者的不捨，更成為生者心中化不開的遺憾，令同
樣身為父親的譚友文感到巨大的悲傷。他替這位父親寫下「女生之前，不知世間之
至幸，女歿以後，已嘗世間之最苦」的錐心之痛。這篇祭文譚友文沒有收費，他
說，就當作送去女孩墳墓上的一束花。
「死亡是所有生命的必經之路。」這之後，譚友文有感而發地發了條帖子，閱讀
量很快超過36萬，大量網友留言分享自己的故事和感受。帖子火了後，許多癌症晚
期的年輕人找來，為自己約一篇祭文。

年輕病患為己預約祭文
有位網名「塵貓」的女生發現，帖子中的女同學竟是她認識的病友，而「塵貓」
自己也已經胃癌晚期且腹膜轉移。「活着是幸運，死了是解脫。」她說，等自己支
撐不了時，會把所有經歷告訴譚友文，請他記錄下自己的短暫一生。可惜的是，沒
等收到「塵貓」的聯繫，今年初，譚友文先在朋友圈看到了女孩家人代發的訃告。
另一位17歲的高二男孩，更讓譚友文感受到命運的殘酷。男孩從小跟着伯父長
大，正值花季卻罹患癌症，離死亡僅一步之遙，但他絲毫不悲觀恐懼，還一直給家
人鼓勵。「有一天他發現伯父蒼老得厲害，從此再沒有表現出一點悲傷和痛苦，還
總是笑着安慰家人『等出院了我要上軍校』。」譚友文回憶，男孩希望他幫忙修改
一封留給伯父的信，上面寫着「今生你是我大大（伯伯），來生希望我們做父子，
您還教我走路、陪我長大，我陪您變老，父慈子孝。」這封信，譚友文隻字未改。

為普通人生命留痕
這些年輕人讓譚友文意識到，死亡觀正在悄悄迭代。雖然無

法戰勝死亡，但他們仍以強烈的生的慾望，勇敢、灑脫、理性
地面對，為自己準備祭文就是最好的體現。
「他們想要在世界上留下一些痕跡。」譚友文說，這些年輕

人沒有成家、沒有後代，等他們的父母也都離開，或許連對他
們最後的思念也都消逝了。他感慨，每個普通人的死去在史書
中都不佔位置，但卻是個體生命的最大悲劇，身邊的人也會有
無盡悲傷，可是都無人記錄。於是，譚友文決定成為這樣的見
證者、記錄者，為普通人留下生命綻放的痕跡，讓他們「不虛
此行」。

「悲傷是愛的另一面」
參考當地葬禮標準，寫一篇祭文可以有幾百上千元的收
入，可譚友文並沒有靠它賺錢。「我做這個不是因為我寫得
多好，是因為沒有人去做這件事，大家覺得很忌諱。」他
說，市面上很多祭文服務都很敷衍，格式化的表述，無法承
載人們那些來不及說出口的愛與悲傷。
曾有位女士來約一篇寫給母親的祭文，溝通中她像終於找到
出口般，把深埋於心底的思念統統傾吐出來。「我並沒有為她做什麼，但她覺得內
心得到了釋放和解脫」。接觸了許多「天人相隔」後，譚友文發現大多數人都沒能
好好準備與親人告別，人們缺乏對死亡的認知，或是充滿恐懼逃避，或是認為那是
很遙遠的事情，「實際上並不是。哪怕逝者是壽終正寢，人們對離別還是毫無準
備，還是不斷在遺憾悔恨中留下無盡的傷痛。」
「悲傷其實是愛的另一面。人在世時，我們用愛來表達人類最偉大的情感，但當

生命消失，愛就成了悲傷。」歷經種種，譚友文更加珍惜與家人在一起的時光，每
年全家人都要一起相伴旅遊。如果可以，他說想永遠堅持為他人寫祭文，直到為自
己寫下最後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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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血跡或污垢，抹淨逝者的皮
膚，更換整潔的壽衣，通過化
妝、蠟塑等技術細細恢復其自然
面容……入殮師用雙手為逝者裝
扮安詳體面的離程姿態，更輕柔
撫慰着生者的哀傷。在廣州市殯
葬服務中心，「90後」趙志輝就是
這樣一名年輕的「資深」入殮師。
他從 20 歲起就進入殯葬行業，被
朋友稱作「跨次元工作者」，每一
次處理遺體，都是他與生命的一次
深度對話。

「還是我家寶貝的樣子」
「這不是冰冷的物體，而是某
人的全世界。」接觸遺體，對任
何人都是個不小的挑戰，剛開始
學習時，趙志輝還會偶爾想起電
影裏那些嚇人的場景，當時導師
就跟他說了這樣一句話。後來在
工作中，趙志輝為一位車禍逝者
整理遺容時，在他口袋裏發現了
一枚為其女兒買的髮卡，那一刻
他突然明白了那句話，也明白了
這份工作的深刻意義，「我們修
復的不僅僅是面容，更是生者最

後的記憶。」
為了還原逝者生前的模樣，他們
要反覆檢查防腐劑的比例，縫合線
要藏得看不出來，妝容也要保持自
然，有時候還得研究逝者生前的照
片，一切都為了一場體面的告別。
在一次告別儀式上，一位老爺爺仔
細地把孫子修復後的遺體看了又
看，小聲地說着「還是我家寶貝的
樣子」，聽罷令人淚目。趙志輝感
觸道，通過他們的工作，可以讓逝
者在家人心裏的記憶變得更長久，
一些難以釋懷的離別情緒或許也能
得以安放。
修復生命的尊嚴，其實就是搭建
起逝者與生者間最後的橋樑。趙志
輝相信：「我們不是在處理死亡，
而是在見證生命以另一種形態綻
放。殯葬服務不是為了告別死亡，
而是為了銘記愛與傳承。」如今他
已經是殯葬中心防腐組的班長，訓
練時，他常常對隊員們說，「化妝
筆落下之前，先在心中描摹家屬期
待的眼神。我們不僅是在修復遺
容，更是在修復家屬心中的那份溫
暖。」

「「這不是冰冷的物體這不是冰冷的物體，，
而是某人的全世界而是某人的全世界」」

死亡足夠被正視 生命才足夠被重視
記者手記

●譚友文在網上代寫祭文兩年多，
成為幫人們記錄生命、傳達愛與思
念的「擺渡人」。

●「90 後」
入殮師趙志輝
與生命跨次元
對話。

●代寫祭文後，
譚友文更珍惜與家
人相處。圖為譚友文
（左二）一家出遊

的合影。

●「00後」女
孩黃芳洲用技術
守護逝者的生命

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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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術守護生命尊嚴「00後」「黃工」：

「設備可以重啟，人心不能碎」

修復逝者身撫慰生者心修復逝者身撫慰生者心「「9090後後」」入殮師入殮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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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擺渡人」代寫祭文：

「死亡是所有生命的必經之路」

歡迎反饋。中國新聞部電郵：wwpcnnews@tkww.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