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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收藏的“破烂儿”里，到底有什么（节选）

2024 年 05 月 15 日 09:10 来源：中国青年报

在社交网络平台，一群年轻人建立了“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破烂”小组，1万多人精心收集并展示他们

的珍宝，自诩“收藏艺术家”。同名话题在另一平

台有超过 1250 万人次的浏览量。

价值不菲的古董文玩，或是根脉深厚的传家宝

物，都不属于这些“艺术家”的收藏对象，他们喜

欢糖纸、咖啡包装袋、购物发票或用完的香料瓶等。

生活透过这些“小孔”成像，留在“废品”上，记住泛黄往事。虽是无生命

的物品、是破烂、是垃圾，但它们也是带有情绪记忆的。

夹在书里的薄荷糖纸已经闻不到淡淡的薄荷香，但能让人闪回到高中时那个

昏昏欲睡的下午。撕下来的奶茶标签有点发黄，但触摸那些黑体小字，第一次喝

到人生最佳口味时的满足感又隐隐浮现。这些不起眼的小物件中储存了如此多的

记忆，它们都曾真实地走进生活，“我们原来这样活过”。

正如青年学者王小伟所写：“我的体会是，一个人的一生，似乎就是他/她

用过的、正在使用的和从未使用但业已拥有的东西构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件物品有自己的生命周期，用途随年限的增长而变化。到最后，它将会作为我

们个人历史的物理标记，储存着大量不为外人所知的生命信号。

那些废品、“破烂儿”，也不仅仅只满载历史和记忆，对于未来，它们是锚

点一样的存在。

把博物馆、美术馆的海报贴在房间里或者裁成小画，满满贴完一大本笔记本；

旅行带回最棒的纪念品是各地的明信片和信封；收集杯套也可以总结出一种杯套

美学。不少年轻人把日常的美感和诗意一点点收集起来，藏进自己的“废品堆”。

抵抗这种行为的观念也火过。日本作家山下英子著有《断舍离》，这本书在

中国出版后，“断舍离”的生活方式一度流行。在书的开篇，作者写过这样一句

话：“放手一个无用之物，就腾出一点空间。处理一件多余之物，就减少一份负

担。减少一次浪费，就恢复一分精气神。然后，翻开人生新篇章。”在这种观念

下，物，是物欲，是执念，是对我们轻盈人生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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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推二三十年，人们对物品格外珍惜。结婚时搬进家里的“三大件”会成为

家人一样的存在。由于物资匮乏，人们格外需要，格外珍惜。

处在工业文明时代，形形色色的物品铺天盖地向我们涌来，“断舍离”是人

们对于塞满货架的商品做出的无能为力的消极抵抗。我们期望，不买那些不需要

的，舍弃那些无用的，最大程度上切断与物的联系，从而实现身心自由。

年轻的“收藏艺术家”自愿“为物所累”。在物资丰富的当下，他们赋予同

质的工业品私人化的特征。看似被消费主义裹挟的行为，恰恰是反消费主义的。

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充满喜怒哀乐的真实生活，拥挤温暖的精神世界。

人类学家项飙说，所有宏大的东西都是在具体的过程当中叠加出来的。在不

确定的时代，那些“破烂儿”的收藏家们，用日常生活中的小碎片，堆出自我和

生活具体的样貌——那是他们宝贵的精神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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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1.你有收藏的爱好吗？都收藏过哪些东西？

2.你认可断舍离吗？从物质到精神，如何正确看待“断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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