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理收纳对我来说，是生活习惯，我从没
想过它会成为我的“事业”。2016年我还是全
职妈妈，一边带孩子，一边做家务。偶然听闺
蜜提起，北京出现“专业收纳师”这一职业，我
顿时来了兴趣，敏锐地嗅到这个市场的先机。

整理收纳对于营造良好家居生活
非常重要

起初，我尝试各种方法去获取收纳师的有
关信息。那时这个行业在国内处于萌芽状态，
鲜有人关注，可供学习的资源也少之又少，我从
《断舍离》《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等基础知
识学起，当时还没有抖音、小红书等短视频学习
平台，微博、知乎是收纳爱好者的聚集地，但这
些碎片化、随意性的学习远远不够，我越发迫切
地想要接受一套系统、专业的课程培训。

最终，我找到了当时国内唯一一家做整理
收纳培训的专业机构，接受了为期10天的专
业知识学习。将近两万元的学费不是个小数
目，但我却认为很值得，专业的学习让我从“技
巧”和“经验”中跳出来，进而上升为空间规划、
家居美学，下延为创意设计、物品养护等，并围
绕此来构建出我对收纳整理工作的内核价值
理念。我逐渐意识到，一名合格的收纳师，不
仅仅囿于勤快、利索地整理、归纳物品，更要根
据每个家庭的生活习惯、活动空间和行为动线
等，量身定制灵活、高效、方便拿取，不易复乱
的储物格局。

之后的时间里我不断沉淀，以日本的收纳
理念为基础，从肌理到骨骼，我在收纳领域内
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各种延展知识，从橱柜的材
质到配件的选择，从装修布局到留存之道，无
一不精心考量。我想，一个匠人“匠心”的锻
造，就是在不断学习，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反复
追求细节的极致。

我属于国内最早一批收纳师，当时的大环
境远不如现在好，大众几乎不熟悉也不认可整
理收纳服务的必要性，甚至“羞于”表明需求，
认为没必要“花钱请人来帮忙收拾”，我也并不

急于展开业务，而是开始在石家庄家居服务市
场上“毛遂自荐”，不断穿梭于各类沙龙、讲座
和推广活动，宣传“整理收纳”对于营造良好家
居生活的重要性。

收纳师不同于一般的家政清洁员

创业难，新兴职业融于市场更不易。收纳
师是轻资产管理行业，因“短、平、快”的特点非
常适合个体创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涌入这
个行业，但初入门槛“低”并非意味着“上手
快”，在创业初期，我吃了不少“闭门羹”。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和同事给与父母
同居的一位女士做整理服务，服务刚开始，客
户有事外出，留下老人与我们在家，老人对于
整理收纳服务了解并不多，在服务过程中，老
人不断打断我们的工作进度，并阻止我们对柜
体空间进行改造，甚至还把我们赶出了家门。
当时是冬天，我们穿着短袖工装和拖鞋，在门
口待了好久，瑟瑟发抖，我们不断地做老人的
工作，希望可以先整理一个区域让其看看成
效，最终老人同意了让我们进门继续收拾。经
过近三天的整理收纳，老人家里焕然一新。看
到成果后，老人高兴地为我们包饺子，夸我们
这几个小姑娘“很能干”！

现在，外部环境变得越来越友好，收纳行
业受到认可甚至追捧，这与家庭收入的增长、
快节奏的生活，品质生活的提升以及专业化服
务消费升级息息相关。根据2020年的业内调
查数据显示，高学历、海归、年轻群体对收纳师
的接受程度更高，一线城市的“80后”是消费主
力，企业高管、白领、医护人员、教师等生活节
奏较快的女性委托人，更愿意为收纳的效率和
专业买单。

我们曾经为一对“95后”夫妻服务，初进小
夫妻的家，工作人员几乎没地方下脚，地上都
是鞋和衣服。我们第一次上门工作，是先诊断
家里收纳空间是否匹配家里的物品整体情况，
并了解和记录客户家中的人口结构，生活习惯
等，针对客户的各项需求给出解决方案，方案

确定后再进行二次上门，也就是上门整理收纳
服务。二次上门时，工作人员会清理出他们的
全部物品进行分类，并重新布局储物空间。首
先是空间规划师对家具进行改造，避免不合理
的空间浪费，其次才是收纳师对物品进行清
理、分类、标记和归位。一整套专业化、标准化
流程高质量的完成，是收纳师不同于一般家政
清洁员的区别所在。

这对小夫妻后在微信上对我说，“姐，以前
我下班了都不想回家，家里太乱又无从下手收
拾，家务活还会引起我们夫妻争吵，现在像搬进
新家似的，特别温馨。”那一刻，我觉得随着观念
的开放，收纳师的职业成就感也越发强烈。

但是新兴职业的到来，必定会引发人们对
其必要性的存疑。“这不就是家政清洁工作
吗？”“收纳技巧看看小视频教程，不就可以自
学掌握吗”“一次整理完好，再次使用陷入混乱
怎么办？”……面对这些质疑，我们收纳师会迎
难而上，不断挑战新问题，寻找新方法。比如，
我有一单服务是要整理客户阳台区域，就陈列
绿植的美学要义，我自学了相关知识；遇到奢
侈品衣物的收纳，我首先要知晓高档面料的清
洁和养护知识；甚至于垂钓、潜水器材如何拆
卸分装，我也需要提前做好功课。可以说，收
纳师是“生活的大杂家”，包罗万象，围绕家庭
生活相关的技能、艺术和智能科技，我们都在
不停地吸收消化，最终成为使“家”变“美”的一
切必要基础。

一次性收纳的同时还要提升大众
长期家务整理能力

过去，在我的培训课程上，很多是全职妈妈
或者有新家装修需求的群体，她们来上课主要
是为了更好地打造自己的小家庭。但近两年，
很多人奔着职业培训而来，业内数据统计，目前
全国接受过职业整理师培训的人数为7000余
人，2019 年~2020 年全国新增职业整理师
2200余人，且处于婚育年龄的26~40岁女性从
业者占比近8成，并呈年轻化趋势。

职业背景上来看，整理行业受到时间自由
者的青睐，自由职业者、全职太太、个体创业者
成为整理师从业主力。这份职业正释放出巨
大的产业红利，尤其是帮助全职妈妈开创副业
或30岁以上女性职业转型，以实现她们的个
人价值，获得社会尊重。一名行业顶级的收纳
师，年薪可以达到百万，从业者中的四成，年薪
都在十万以上。

以我个人为例，再就业让我发挥了自己的
特长，让我把家庭和事业融洽的结合在一起，
我的努力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家人的支持和赞
扬，这是一名全职妈妈最梦寐以求的精神愉
悦。我身边的很多收纳师，都是本着对未来美
好的规划投入创业热潮，她们渴望进取，内驱
力强大，充满韧劲，新行业为更多自强自立的
女性实现丰富多彩的人生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最让我感动的是，有一位妈妈对我说：“来
参加培训，是想把收纳整理的好习惯教给孩子
们，告诉他们经营家庭，自洁自律的重要性，并
培养出良好的家风家教，传承下去。”这使我
逐渐意识到居家服务行业人员在构建和谐环
境、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责任。虽然收
纳服务源于日本，国内很多收纳师接受过日式
理论的培训，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生活习俗不
同，我们不会一味效仿“断舍离”，旧物件即使
没有使用价值，也承载了很多回忆和情感。

很多人会问，一次服务不能保证家庭的长
期整洁，怎么办？其实我们前期空间规划等一
系列方案设定，都在为客户日后能培养良好的
收纳习惯“打基础”，东西放置的区域已经固定，
收纳的程序也标记清楚，收纳技巧也会教授给
客户，就是为了提升大众长期的家务整理能力。

入行多年，我见证了一个新兴职业的起
步、发展，2021年1月，人社部将整理收纳师列
入新职业。我相信，在将来，收纳师不仅仅是
营造美好家庭生活的导师，更是健康、绿色新
风尚的引领者。

■ 口述：王春燕 秦陵博物院文物保护部副研究员
■ 记录：王慧莹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秦始皇兵马俑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每年

都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一睹真容。它气势如

虹，犹如一个个真的士兵站在众人面前。但刚

出土的兵马俑大多数破败不堪，满目疮痍。如

今，这些始于秦代的历史文化瑰宝，能以完整

的形态，展现在世人面前，是秦始皇帝陵博物

院的文物修复师们多年努力的成果。

王春燕便是秦俑文物修复师之一，10多

年来，一直默默地坚守在这一岗位。把一块块

残破不堪的残片拾起，重新修补于兵马俑身

上，需要修复们有足够的细心和耐心。对此，

她说，对文物最大的尊重，就是把所有的小事

认真干好，因为任何一个小细节都可能是历史

不可复制的一个遗存。

■ 口述：史丽曼 整理收纳师 ■ 记录：徐阳晨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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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收纳师史丽曼整理收纳师史丽曼：：生活的留存之生活的留存之““道道””

文物修复师王春燕：守护历史，传承文化

文物修复，要把每个细节做到位

我是西安人，毕业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
术专业。小时候经常跟着大人去看兵马俑，加
上当地经常有挖掘到文物的新闻出现，让我对
文物产生了好奇，高考填报志愿时就选择了相
关专业。

上大学真正地接触到文物后，老师当时传
授的修旧如旧的理念一直影响着我。也让我
明白，文物保护修复不是对器物形制简单的
复原，而是将文物的全部信息的真实性保存
下来，包括曾经严重破损的信息。毕业后，我
就到了秦兵马俑博物院工作。

兵马俑的修复包括信息采集、科学检测分
析、对陶片进行清理及茬口清洗、对陶片上的
彩绘、漆皮等进行保护处理、拼接和黏接等多
个环节，修复步骤复杂。比如陶质彩绘文物
中共有19种病害，秦兵马俑就占到了17种，
包括起翘、脱落、残缺、裂隙、硬结物、泥土附
着物、生物病害、植物病害等。如何精准地找
到文物的病害并及时清理它，把文物及时保
护起来，让它的历史信息尽可能地不减少，并

制定出最合适的修复和保护方案。这项工作
不是一场游戏，所要担负的责任很大。

一件秦俑的修复，长则几年时间，短则两
三个月，文物修复师要有耐心、细心、恒心，还
得坐得住。搞修复，不能去论时间快慢，要把
每个细节做到位，因为每个文物都不同,这个
文物只有一件。

所以在修复前期，我们要量身定做一套对

该物件本身最好的保护修复方案。通过大量
的实验去检验每个细节，看是否合适，最后才
能按着这个方案流程去修复文物。而这个过
程必须用到很多现代科学技术。我现在的工
作更侧重于现代仪器科学的分析，用技术在
修复之前对文物进行检测，为科学修复提供
了可靠的依据。可以有效防止保护处理过程
中，违背修复保护原则的情况。因为有了这
些技术才能更好地逐渐揭开秦俑的秘密。

秦俑隐藏着秦代军事、科技、服饰、艺术等
密码，研究价值极大。秦俑制造之初，表面原
本是有彩绘的，而且很是鲜艳，与我们固有的
黑灰印象为主的暗色调截然不同。不仅有色
调，而且每一个俑的面部表情都不一样，用千
人千面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细细地观察，会发现每个人的眼神、胡须
或者高矮胖瘦、发型等都不一样。而秦俑做
的最细致处是士兵脚底下穿的鞋子。比如二
号坑的跪射俑，能很清晰地看到它的脚底板
前面和后面纳的密度不一样，前面和后面很
密便于有力踩踏，中间的纹路很稀疏，它方便
士兵脚立起来，便于活动。而且兵马俑形似真
人，通过这些细节一个真实的人物就浮现在眼

前，栩栩如生。
兵马俑大部分是采用泥土烧制的方法制

成，先用陶模做出初胎，再覆盖一层细泥进行
加工刻画加彩，有的先烧后接，有的先接再
烧。火候均匀、色泽单纯、硬度很高。每一道
工序中，都有不同的分工，都有一套严格的工
作系统。

其实当年的兵马俑各个都有色彩的。但
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后，很多色彩都消失殆
尽了。早期兵马俑挖掘时，受技术的限制，刚
出土时颜色会短暂停留，之后漆面起皮，颜色
就会消失。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秦俑不是五
颜六色的。在我们挖掘过程中，看见过有的士
兵裤管上有绿色，铠甲上有红色以及某些角落
会有白色，裙摆上有红色，胳膊上有紫色，手上
有粉色，它的粉色都是通过白色和红色混合在
一起调制的，通过各个部位的用色我们就能还
原当时士兵服饰的色彩。秦代士兵的服装五
颜六色，颜色搭配并不统一。

再结合出土的竹简，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
四号秦墓中出土了两封写在木牍上的家信，内
容是参加攻打淮阳的秦军士兵黑夫和惊兄弟
两人向家中索要衣服和钱的事情。这两封家
信清楚地说明秦军的服装是自备的，在军队中
使用的零花钱也要从家中索取。结合秦俑穿
的衣服没有规律，发现秦代士兵们的衣服都是
自己去购买的。这样就发现了秦代士兵的衣
服原来是来自民间的。如今，随着文物修复的
技术进步，我们已经可以把色彩保留下来。秦
俑身上的颜色越来越多被复原，其中有一种非
常特殊的颜色——“中国紫”。这种紫色颜料
目前在自然界中还未发现，被认为是人工制造
的，兵马俑则是现在已知有确切出土地点和年
代的最早使用它的实物。

秦俑的服装颜色，是秦人服饰文化的真实
缩影。它不仅生动地再现了秦朝军人服饰的
风格特征，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作
为修复保护者中的一份子，我能做到的就是最
大限度地保留这些历史信息，尽可能地还原当
时的历史文化。而对这份工作，我的理解是，
把所有的小事认真干好，因为任何一个小细节
都可能是历史不可复制的一个遗存。这才是
对文物最大的尊重。

当千年文物遇到薄荷醇

在秦陵博物院文物保护部的修复室里，一
号坑内的一件秦代弩机遗迹被完整提取并复
原展示，残存的金属构件和木构件遗迹完整地

呈现出整个弩机的原貌。这是薄荷醇的杰作
之一。

在考古发掘现场，考古工作者经常会遇到
一些非常脆弱的文物或遗迹，例如彩绘漆器的
碎片、糟朽的木质遗迹、易碎的化石、脆弱的墓
葬壁画等，如果不在发掘现场对这些文物进行
第一时间的保护处理，并将其安全提取、搬迁，
这些珍贵的遗迹、遗物将很难长久保存，其中
所承载的宝贵历史文化信息将不复存在，会造
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而近年来，薄荷醇在抢救
和保护发掘现场脆弱文物遗迹中的优势逐渐
显现。它的熔点低，在40~43℃就可以融化，
不需要高压枪喷射，只需要毛刷在表面一刷，
过后就可以挥发，并且挥发后没有残留物，从
环保角度来说薄荷醇也是更好的选择。我们
通过C14的检测，发现使用薄荷醇在提取过程
中是不会扰乱文物的历史信息，也没有造成生
态伤害，它是自然挥发，人为的干扰因素也比
较少。

薄荷醇是薄荷糖或者口香糖中的一种成
分，比较常见。和另一种新型固定材料环十
二烷相比，薄荷醇在价格上也更有优势，通过
实验对比，发现薄荷醇及其衍生物不仅具有
与环十二烷相似的物理性质，还具有更好的
渗透度和提取能力，是环十二烷的良好代替
者。比如彩绘秦俑的提取工作就用到了薄荷
醇固型技术。过去的提取，主要采用的是石
膏整体加固搬迁法，这是一种传统现场加固
技术，与医学骨科伤外固定法有一定相似之
处，但石膏载重过重不便于提取搬运，并且会
污染文物。我们这一发现，填补了国际上对

“绿色安全、可控去除”临时固型材料的需求
空白。该项目也获得了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二等奖。

通过采用薄荷醇临时固型技术，我们已
从兵马俑一号坑中提取的还有马头、竹柲、箭
镞、彩绘马腿、兵器戟等遗迹，从百戏俑坑中
提取了脚踏板、木炭、棚木等遗迹，在一些墓
葬中还抢救性地提取了壁画、彩绘漆皮等遗
迹。

时代的发展，对修复师这个职业也提出
了越来越高的专业要求。作为一名“老”修复
师，我见证了文物考古工作中科技水平的逐
步提升。为此我也在不断地努力着，至今我
仍坚持学习各种新的文献和技术。而这份坚
持，是对这份工作的热爱，更是为了延续我们
文化的命脉。秦俑的修复，其实也是为了恢
复历史，传承文化，守护我们中华文明的精神
标识。

一名合格的收纳师，不仅仅囿于勤快、利索地整理、归纳物品，更要根据每个家庭的生活习

惯、活动空间和行为动线等，量身定制灵活、高效、方便拿取、不易复乱的储物格局。

整理收纳师，通过与客户之间的深度交
流，为客户提供家居整理、收纳方案和服务
的专业人士。与家政服务不同，整理师不是
简单地收拾房间，而是要通过规划去梳理家
中需要哪些物品，以方便使用。《2020中国
整理行业白皮书》显示，目前全国接受过职
业整理师培训的人数为7000余人，2019~
2020年全国新增职业整理师2200余人。
2021年1月15日，人社部发布公告，在“家
政服务员”职业下增设“整理收纳师”工种。

▲ 史丽曼正在对其他收
纳师进行培训。

▲ 史丽曼在为顾客讲解
收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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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燕正在修复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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