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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湛技艺维护逝者最后体面

查庆国曾为一位 40多岁去世的女性化妆。 他比

对着逝者生前的照片，反复调试化妆品颜色，为逝者

化上腮红和眼影，逝者重新有了“气色”，仿佛她只是

安静地睡着了一般。 当家属与逝者告别时， 十分感

动，感谢查庆国说：“您这个工作太高尚了。 ”

就这样简单的一句话，成为了激励查庆国在这

份特殊工作岗位上持续耕耘的动力。“这份工作最

难的其实是解决好家属的心理落差。 ” 查庆国说，

“人过世之后遗体会发生一系列变化， 导致外貌发

生改变。许多家属在看到逝者遗体时都会疑惑，‘怎

么不像了’。要解决这样的难题，除了向家属解释自

然规律，我们还是要提高自己的技艺，尽最大可能

还原逝者的相貌。 ”

并不是每一次整理的遗体都有良好的保存状

况。 查庆国曾经接手过一位溺亡者的遗体，因长时

间浸泡河水发生了很大变化。 他根据遗体的溺亡

时间和溺水河段的河道真菌情况， 不断观察和反

复实践，将遗体隆涨复原、皮肤变色。 在此基础上

他创造性提炼出“内注外敷三观察”的专业防腐技

法， 引起上海乃至全国高腐遗体的防腐与复原领

域关注， 许多外省市的防腐整容工作者纷纷慕名

前来学习经验。

尽管专业技艺早已获得认可，查庆国始终觉得

自己“专业知识还不够”，一有时间就去查阅生理解

剖书籍，在模型上反复练习；一有新技术突破，就想

方设法找到资料学习掌握。“这一行的科学技术也

在不断进步，但无论如何，始终要靠人来观察和实

际操作。 ”

例如业内惯用椰子壳为头部严重破碎的遗体做

后脑勺整容，查庆国并不满足，努力探索后终于找到

更好的材料，得以用医学缝合手法完成颅骨拼接；他

曾不间断地连续进行四天实验，摸索出“0~4 度防腐

冷藏法”，攻克高腐遗体的防腐难题；他还从医学的

“微创手术”上得到灵感，从主动脉弓进针，以“微创

防腐”保证遗体完好无损，开创国内先河。

这些实践中的创造， 也运用至业务操作中。 在

“12·31”外滩踩踏事件遗体修复时，他采用自制消毒

液面膜敷在逝者脸上，使得遗体保存得当；参与湖北

监利沉船事件善后援助时， 他用内外结合的防腐方

式，阻断腐败菌及其滋生环境；参与金山飞机失事逝

者善后工作，他自创的微整形技术，用针剂修复剂局

部注射填充，使遗体自然安详……2019年，查庆国创

新工作室成立，起名“至微坊”。

“‘至微’就是‘以小见大’。 要让每一个细节，都

体现出工匠精神。 ”查庆国说，对难题要有韧劲，“你

不怕它，问题就会怕你。 ”

技术能手竟是“半路'家”

这位技艺精湛的技术能手， 竟是走入社会后才

从零开始学习的。

1993 年， 刚 20 岁出头的查庆国就从老家重庆

市开州区渠口镇来上海打工。 他当过建筑工人，后来

在花店打工，送花时与上海殡葬机构有了接触。 1998

年益善殡仪馆正缺人手，经人引荐，查庆国进入了这

个自己全然陌生的领域。

一开始他干的都是辅助性的力气活，不过这个

踏实勤快又爱学习的年轻人很快引起了化妆间一

位老师傅的注意，进入益善殡仪馆第二年就把他调

进化妆间工作。 这时查庆国做的仍是辅助工作，比

如记录好每一具遗体冷冻的时间，算好什么时候解

冻，以维持最好状态。不过跟过去不同的是，在这里

需要触碰遗体，“当时年纪轻，手也会发抖，都是硬

着头皮在做。 ”

师傅知道年轻人心中的顾忌， 告诉他这项工作

“总要有人来做”，而且虽然会被许多人嫌弃“晦气”，

实际上十分高尚：“我们为逝者化最后一次妆，穿好最

后一身衣服，让他们体面地离开，家人也会很安慰。

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

理解了工作的价值，查庆国逐渐不再害怕了。 好

学的他不仅出色完成分配好的工作，一有空就跟在师

傅旁边，观察他的化妆手法和技巧，询问各种遗体防

腐整容技艺，主动要求帮忙。 师傅便正式开始传授他

专业技艺和知识，2002年他经历多次实战考验之后，

正式“出师”。

在这个特殊岗位上工作，不仅要克服心理上的恐

惧，同样要面对许多实际的风险。“出师”不久，查庆

国就遇上接运火化非典病人遗体的考验：既要护送染

病逝者体面安然离开，也要保护参与工作人员自身安

全。 他和团队反复研究了全过程链条，切断过程中可

能的传播途径，最终确定“双重隔离”防护措施和“定

车、定人、定路线、定火化炉、定隔离区”的“五定”工作

方法，加上三层关卡消毒措施，让益善殡仪馆顺利完

成了非典遗体的接运和火化任务。

“我们的工作需要一次又一次克服恐惧。 ”历经

25年成长历练，查庆国更加稳重细心，也更加坚毅果

断，他已经是团队“领头羊”，也乐于把绝活专长传授

给同行后辈。 他的十余名徒弟都知道师傅的要求：

“两心”“三勤”———学习要“专心”“用心”，实际操作要

“嘴勤”“手勤”“腿勤”。

特殊行.最关键的是“态度”

与“死亡”相关的任何事物，许多人总是下意识

地回避。 查庆国理解人们这样的心态，“我知道很多

人都忌讳，所以很少参加聚会。就连逢年过节需要走

亲戚，我们一般也都是初四之后才去拜访。 ”他也从

不主动对别人提及自己的工作，而这样“潜伏式”的

状态， 在殡葬行业十分普遍，“这主要是顾忌周围人

的感受。 ”

对于别人眼光，他越来越不在意。“因为我们这一

行看多了生离死别，也就更加看淡得失。 ”查庆国说，

这份工作让他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和身边的人：“生

活嘛，不要过于勉强自己，多想好事，豁达一点，过好

自己的每一天。 ”

但他从不看轻自己的工作。 不久之前他看了电影

《人生大事》，对里面一句台词印象深刻：“人生啊，就像

一本书，哪个都要翻到最后一页。 有的画的是句号，有

的画的是省略号……” 查庆国更加笃定自己从事这份

职业是“很高尚、很有意义的事情”：“人的一生有精彩

也有平凡，每个人无法有共同经历，但终点却都是一样

的。 我们的工作就是守在人生终点处，为每个人做好最

后一次服务，让他们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 ”

有人给了他的职业一个新的说法：生死之间的

“摆渡人”。 干好这一行， 查庆国认为“关键是态

度”。“技术可以弥补，但匠心是最要紧的、最宝贵

的财富。 ”

给
生
者
慰
藉
，
予
逝
者
尊
严
—
——

查
庆
国：

以
工
匠
精
神
!!!
"""
!!!
###
$$$
%%%
&&&
'''
"""

因为工作的关系， 年过 50 的查

庆国常年剃一头贴皮的短发， 熟人笑

他“卤蛋头”。也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与

亲友来往不多， 就算春节也一般要到

初四之后才出门走动。

在殡仪馆接尸化妆这个特殊的工

作岗位上， 查庆国半路出家、 从头学

起，一干就是 25 年。 凭借不服输的干

劲和精益求精的精神， 他获得了社会

的尊重与认可， 成为今年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

查庆国是上海市益善殡仪馆接尸

化妆技术主管。他常年保持“卤蛋头”，

不仅因为方便打理， 更为了在接运处

理高危传染病遗体任务时能进行自我

防护； 周遭人对他的职业有猎奇甚至

敬而远之，他也坦然接受。

从业那么多年， 他依然保持对工

作价值的认知：“帮助逝者安详、自然、

美好地离开这个世界， 也尽可能帮助

生者不留遗憾地目送亲友离去， 就是

我工作的最大价值。 ”
◆记者 范献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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