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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整理，看见自己
【 文/冷梅  图/受访者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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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style
有型、有趣、有态度的生活美学！  格乐活志

提起整理，不得不说到日本。在日本整理界，最著名的人应该是近藤麻理惠，她的书籍《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在书籍销

售榜上长年稳居冠军。2015年，近藤麻理惠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100人”。

在日本，另一个不得不提的整理专家就是山下英子，她撰写的《断舍离》一书，让人生整理的概念风靡全球。整理术之所以在

日本盛行，多少与其岛国生态有关。2011年，日本发生的“3·11”大地震，改变了家的样子，也改变他们的心态。人们开始慢慢清理

东西，不想让自己的家具成为杀害自己或者是伤害家人的凶手。他们更希望在灾难发生时，可以随时出走，轻装前行。

在中国，整理术的概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大家通过去芜存菁的过程，来领会收纳整理的巧思，观察和体会自己的

内在改变。

本文故事中的两个主人公，分别具有了类似气质：

来自京都的日本太太池田惠美不再让极简成为整理收纳的唯一目的，她的收纳哲学充满了生活的小情趣和自己的小心思。而

在“断舍离”基础之上，将思想升华为更适合中国人生活理念“绿舍离”的，则是中国收纳整理专业人士周一妍。“绿”——以可持

续的理念过生活，尽可能购买环保品牌，支持有机品牌；“舍”——Less is more，舍弃囤积行为，舍弃用物质丰富生活的想法，选

择想用一辈子的终极产品，疗愈自己；“离”——暂时离开扔东西的行为，朝着零垃圾、零杂物方向努力，开启清爽人生。

日本的新锐设计师佐藤可士和认为，整理是考虑事物的优先级，但其实一些人心中根本没有人生优先级。因为没有反思，我

们只会跟着一波又一波潮流走。他认为，整理的最终目的，并非空间整齐，而是让大脑在吸收资讯和思考时，更加畅通无阻。言下

之意，所谓的空间整理，最高阶段正是人生整理。

整理进阶术

“收纳其实不是太难，难的是如何整
理。当你腾出足够的空间，让你的物品能
够呼吸，再来谈收纳的美学。”

——池田惠美

在多和少之间自由转换

人们常常在网络上看到不少对收纳整理非常痴狂的日本太太，她们甚至可以让家里

“空无一物”，而池田惠美的收纳哲学似乎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诉求。

来自日本京都的池田惠美在2004年把家安在了上海。从她在这里成家立业开始，如

何打造适合自己居住、符合生活的动线逻辑的家装设计，就是她一直以来的目标。作为日

本Housekeeping协会1级收纳师、日本专门家检定协会1级收纳师、认证讲师，来沪居住

14年的池田惠美的家，给人的第一感觉竟然是：东西可真不少！池田老师和她的中国先

生，还有一条可爱的金毛犬一起生活，22条超实用的收纳方法被我们偷师拿来。此处略举

一二。

在她家的客厅里，所有透明抽屉PP箱，被贴上标签，分类更清晰。文件夹尽量统一

大小、统一颜色。文件夹的宽面底部，也贴上标签。标签采用电脑打印，可让字体整齐划

一，视觉效果更清爽。电视柜做成了顶天立地的“巨人柜”，把零碎物件全部藏起来。万科

住宅设计师、畅销书作者逯薇称这样的设计为“一时的窄，一世的宽”。

狗狗的每日专属食谱，写在一块小黑板上。贴上樱花剪纸，增添春的气息。矿泉水喝

完后，留下的塑料瓶，排列整齐，成为各种调料的收纳容器。所有收纳瓶罐，在盖子上写

明用途。如果想要视觉效果统一，可以采用一种黑色的环保涂料，将罐盖先统一涂成黑

色，再用白色笔写上用途。洗手池下方的空间，通过收纳工具巧妙组合，让厨房杂物，居有

定所。亮点是右边柜门背面，挂着的是狗狗喝完的酸奶杯，用作收纳抹布和一些小杂碎。

居家整理的逻辑学

正如日本设计师们在设计产品时，通常会深刻挖掘用户的使用动线。池田惠美认

为，家居整理也需要一定的逻辑，根据生活的动线来归纳收纳的方法。例如，就近原则，随

用随取，相应的工具应该出现在高频使用的场所里。

池田惠美认为，整理涉及某些东西究竟需要还是不需要。其实需要与否并没有明确

的界定，也有人说，几年不穿的、不用的东西，肯定是不需要的。但是，实际情况是，当年这

件衣服买得很贵，或者它是好朋友送的礼物，具有特殊意义，于是找各种借口舍不得扔。因

此，家里的东西就越来越多，空间被挤占。所以，她会使用怦然心动的方法——如果这件

物品已经不能让你心动了，可以考虑处理掉它，或者送给更需要的人：“我们从小接受的教

育也是提倡简朴，东西不能浪费。但是现在看来，你的精力、你的时间和空间，也是不能浪

费的。假如我用一个更形象的解释，你把不要的衣服放在一个箱子里，或者用几个箱子单

独盛放，它占用的空间可能是一两平方米，按照上海目前的房价计算，你觉得这样不浪费

吗？而这些积压的东西，会让家居变得混乱，进而也会占用你的情绪，增加你的内耗。”

当对自己的物品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以后，关于买这件事，也就可以做到有的放矢。通

常情况下，池田惠美只有在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添置衣服，而衣服的样式也多为通勤款或

者不易过时的常规款式。“每次买进一件衣服，我会仔细思考，我真的缺一件这种类型的

衣服吗？如果买一件，势必家里现有的会扔掉一件，在总量上达到持平状态。”池田惠美

对自己的衣服用品了如指掌，一年四季的衣服、裤子、裙子、套装，甚至包括内衣、睡衣、袜

子，加起来总量不会超过200件。

池田惠美认为，论整理和收纳的先后次序，排在第一位的肯定是整理，先决定什么东

西需不需要，然后才是收纳。很多人喜欢的是收纳，却未必是整理。也许，理论和实操很难

知行合一，毕竟那些具有很多情感记忆的东西，怎能在内心深处轻易割舍呢？人们对物的

迷恋，往往是加之于物的意义或是回忆。池田惠美说：“有时也无需特别纠结，心痛可能是

每个人都会遭遇的情绪，也许要经历几次反复。而心痛也会带来有效的结果，那就是下次

购买东西时你就不会太随便，会更加谨慎选择。”在她看来，大件物品和小件物品，其实并

没有区别，唯一的原则依然是需要与否。要扔的东西，可以自己给它设定一个期限，经过一

段心理的适应期，以感恩的心态和它们平和地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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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冷梅  图/资料】

在卫生间里，因绿色点缀，变得生机勃勃。上厕所，都变成幸福的事。注意卫生纸的收

纳，就在左手边，可随手方便抽取。备用的卫生纸放在旁边看不见的柜子里。台面上可以放

置手机等小物。台面尽头，摆放着几盆绿植。亮点是一张池田惠美的手绘卡。她说：日本人

相信厕所里住着一个女神，是真的！这张手绘卡片，被放在一个红酒瓶塞改成的卡片插座

上。洗手台的台面上，尽量采用统一容器，会让空间显得更清爽。洗手台下方的抽屉里，摆

放着她的很多护肤美妆工具，大部分被安放在狗狗的酸奶杯里。擦手小方巾被整齐叠放

起来，放在一个篮子里，取用很方便。衣帽间里，叠起来的衣服，全部收纳在透明抽屉收纳

箱，俗称“PP箱”。贴上标签，使用时一目了然。日常衣服采用悬挂为主，衣帽间的飘窗，也

要绿意盎然。用一个红酒瓶当作花瓶。

即便同样的生活，因为每个人的性格和诉求点不同，家居安排上也会有明显的不

同。从柜子到物品摆放、收纳格局，甚至收纳的容器都是由池田惠美亲手完成的。整个风格

温馨又不失美感，如果打开衣柜、橱柜、储物柜、冰箱……其收纳方式几乎可以作为教学案

例级的模板。池田惠美的收纳哲学，并不太像印象中的日本太太那么减到极致，但是无处

不在的小心思能够透露出她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