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拭碑、献花、摆祭、鞠躬

⋯⋯下午一点多，25 岁的李

晓玉匆匆吃完午饭，赶到杭

州滨江美女山公墓，开始为

委托人祭扫亲人。

她俯下身子，慢慢擦拭

掉墓碑上的灰尘，摆上逝者

生前爱吃的水果和烛台，然

后手捧笔记本，将那些远方

的告白轻轻复诵⋯⋯

此时，这个女孩，有着和

年龄不相称的成熟感。她的

认真和真诚，让整个祭扫过

程庄重又细致。

两年多以前，电影《寻梦

环游记》上映，小男孩米格历

经千险，找回了那个差点被

家族遗忘的亲人，也让不少

人感悟到电影想讲述的真

谛：死亡不是真的逝去，遗忘

才是永恒的消亡。

眼下，又一年清明节将

至。

跟往年不同的是，因为

疫情，杭州今年采取预约入

园祭扫的方式，并提倡通过

网络平台“云祭扫”。

相对于被人称为“代客

祭扫者”，李晓玉更愿意把自

己看成是传达思念的人。

在送别一段段人生、传

达一份份思念之后，这个姑

娘，有她自己对工作对生命

的理解。

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25岁的姑娘对扫墓有着更深的理解

与其说我是代客祭扫
不如说是传递爱和思念

本报记者 吴崇远本报记者 吴崇远

每一次代客祭扫的时间大概在 10-15

分钟。其间，李晓玉和同事们会通过照片或

视频等形式，将祭扫的全过程反馈给委托人，

“要让委托人体会到，代客祭扫不只是形式，

而是传达着一份思念与情感。”

李晓玉是个河南姑娘。她说自己步入殡

葬行业，很大程度上是受《入殓师》这部电影

的影响。

读高二那一年，堂姐到李晓玉家咨询报

大学专业选择的问题。当时聊起了殡葬专

业，李晓玉对它充满好奇。后来，她无意中发

现了电影《入殓师》，“我看完后，觉得入殓师

真的非常了不起。当时就想，以后，我也想做

这样富有感情、又能帮助他人的工作！”

此后，李晓玉决定报考殡葬管理专业。

“一开始，我父母不太能接受。我和他们聊

了很多次，他们说，不是不接受这个行业，是怕我

是因为一时冲动轻易选择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到

时候可能会后悔。”——曾经，李晓玉也怀疑自己

是不是太冲动了，但依然坚持想要尝试一下。

父母许是看到了她的决心，最后尊重了

李晓玉的选择。

一部电影让她想做有感情的工作

临近清明，李晓玉手上代客祭扫的单子

增加了不少，“光美女山公墓，每天就有三四

单委托”。

据不完全统计，这段时间，杭州市区一家

20 多人的殡葬礼仪团队，每天接到的代客祭

扫预约量为50多单，最高的一天突破100单。

每一次代客祭扫，真诚，是李晓玉对自己

的最基本要求。她希望，自己能帮助一些有

困难的人完成心愿。

休息天，她也不会常去逛街，“身边有的

朋友听说我从事这一行，渐渐和我联系少了。

现在，一般休息天，会约上发小出门转转。”

她能理解朋友的疏远，她同样更理解自

己的职业：存在即需求，终究是要有人来做的。

在经历了风雨，送别了一段段的人生之

后，现在的李晓玉愈发觉得，她每天做的事情

都是有意义的。

生命是什么呢？

25 岁的李晓玉有她自己的理解：生命是

经历，是故事，是长情，更是牵挂和爱，“我觉

得自己真的成了一个更好的人，就像当初选

择踏入这个行业时预想的那样。”

有朋友疏远了但她做了更好的自己有朋友疏远了但她做了更好的自己

讲述祭扫的大多数时候，李晓玉专业而

冷静。但有时候，她也会止不住唏嘘。

她说了一个悲伤的故事——

这是一个悲惨的家庭。女人的丈夫因为

家庭遗传性疾病中年早逝。没过多久，他们

的儿子也被查出患上了同一种病，“他才 20

多岁，还是个小伙子。妈妈哪里受得了这样

的打击，拼了命想治好孩子的病。”可惜，儿子

还是走了，父子俩葬在一起。

后来，女人曾经来祭扫过几次，但她也积

劳成疾，身体羸弱，“她找到我，说自己病了，希

望我能代为祭扫，一口气签了70年的服务合

同。每年清明和冬至，委托我代她来祭扫。”

李晓玉理解她，人间至爱，她一下子失去

了两个。那种痛，该是多痛彻心扉。

去年清明节，李晓玉分别去祭扫了她的

丈夫和儿子。她摄了照片和视频给对方发了

过去，“她一直对我们说谢谢。”

去年冬至，李晓玉又去祭扫，依旧把视频

和照片发了过去，“可过了很长时间，她却没

有任何回应。后来我才知道，她也因为病重

过世了。这份反馈信息，再也没法看见了。”

李晓玉瞬间泪崩，“对于这个阿姨来说，

可能是一家人团聚了吧，虽然人不在了，但毕

竟对方将这份祭扫委托给我们了，我们会继

续做好。”

发去的视频再也等不到回应发去的视频再也等不到回应

大学毕业后，李晓玉去了西安，走进“代客祭

扫”的行业。她清晰地记得第一个单子是一位生

前喜爱风筝的老爷爷，“老人的儿女长期在国外

生活。老爷爷要落叶归根。落葬的那天，我一直

在帮忙办手续。临走前，我看到老人的墓碑上，

放了一只很大的风筝。他的女儿告诉我，那是爷

爷亲手制作的风筝，就陪他一起飞走吧⋯⋯”

这个细节，深深印在李晓玉的心中。老

人一周年忌日前夕，家属再次找到了李晓玉，

“我们近期回国不太方便，能不能麻烦你代我

们去祭扫？”

李晓玉答应了。那一天，“我准备了鲜

花，还专门买了一只大风筝，带到老人的墓碑

前。一边擦拭灰尘，一边把儿女的话念给爷

爷听，他在那边应该能感受到⋯⋯”——对待

逝者的敬意，犹如对待生者的真诚。

2018 年底，李晓玉离开西安，跟随好朋

友一起来到杭州。

买只大风筝带给那个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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