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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难得窝在家，看着满屋凌乱的玩具，老公忍不住说了句：“你能不能不

要买那么多？家里都放不下了。”我：“现在买了先给大宝玩，大宝玩了以后可以

给二宝玩呀！以后二宝出生再买多不值呀！况且一次买越多价格越美丽啊，现在

先囤着呗。”一向“嘴笨”的老公面对“伶牙俐齿”的我只能摇摇头，冷不丁地

来了一句：“你这是病啊？！”我回头看他，略带杀气地瞪着眼问：“什么病？”

他一字一顿地说：“囤积症！”接下来，他就一条条列举了我的“罪状”： 

 

其一手机装了上百个 APP，保存一堆无厘头风格的微信表情，总说有朝一

日会派上用场，128G 内存的手机运行速度犹如 8G 内存一般慢。 

 

 其二总觉得自己很忙，每次在微信上看到不错的文章，被标题吸引后，就

直接放进收藏夹，告诉自己等以后有时间了再好好看。当你有很多时间看文章的

时候，还是看一半就点击进入收藏夹。另外，你今年以来花了上千元囤积了几十

个知识付费课程，人力资源、口才演讲、理财投资、育儿心得等等应有尽有，你

当时都是抱着改变自己的期望狠下心消费，事实是，大半年过去，你基本没有完

整地看完一个课程。 

 

其三重灾区是你的衣橱！话说你的衣服真的很多，堆了满满一衣橱，有新有

旧，有的颜色奇怪，有的样式老气，但你常穿的没几件。有的衣服太小，可能你

觉得自己总会有瘦的时候吧。 

 

其四是日用品。以我们家肥皂、香皂、牙膏、卫生纸、洗发水、沐浴露等使

用和更换频率，现有存货最少可以维持半年以上！洗发水、沐浴露等甚至可以用

两年以上。你去超市的时候看见沐浴露打折总是忍不住拿上两瓶，想着反正是消



耗品，总会用的到。事实是囤积了一堆占了大量的钱和空间。 

 

其五是保健品和家庭常用药。你足足存了三个抽屉！什么退烧、感冒药、药

油、维生素、鱼肝油之类的同一类型一大堆，几年下来你都是堆到过期的。你掉

了 500 块钱会心疼，把 500 元的药品放到过期最后扔掉，为什么不会心疼？……… 

 

    “得了得了，我这是持家有道，这还怪上我了？！”老公见我有点不耐烦， 

就识趣地说了：“今天盘点到此为止，未完待续！…..”虽然我表现的有点不满，

但不得不承认他的话句句属实，扎心了。 

 

囤积症？我特意上网搜索了，确有此病。怎么我对这三个字有种既陌生又熟

悉之感，我可能真的“有病”。网上说囤积和购买欲是因为心理匮乏，自己清点

一遍，就可以明白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匮乏。缺什么买什么，一旦买的恰好符合

需求就可以治疗囤积和购买欲。扔是把不需要的障眼烟雾弹都扔掉，需要维护的

更少，精力更集中，能更好地把时间精力花在重要的物品上。扔的过程是分辨需

要不需要、缺什么的过程，也是自我梳理的过程，会帮助自己意识到自己是富足

还是匮乏。 

 

在接下来的几天，我时常在脑海中不断反思老公提出的那些“病症”，再次

确认了我囤积的各式各样的东西，决心在病症初期，从重灾区衣橱开始，逐步治

愈自己的的“囤积症”。针对凌乱不堪的衣橱，我下了狠心整治： 

 

1、自己最不中意的一批挑出来扔掉。 

 

2、虽然喜欢却不适合的扔掉。 

 

3、不确定要不要的，穿给老公看，他不喜欢的直接扔掉；剩下不确定的单



独放在一个收纳包 A 中。A 放在高处，最好搬梯子或者山路十八弯才能拿得到。

这样如果不是真爱，里面的衣服绝对不会被拿出来。一年过去再把 A 中的衣服扔

掉。 

4、 把觉得以后会用到，但目前用不到的，单独放在一个收纳包 B 中。如

果用途发生改变，收纳包 B 里的也可以扔掉。 

 

5 、把喜欢和经常穿的当季衣服挂在衣橱里。 

 

6 、过季留存的衣服单独收放在收纳包 C 中。 

 

我惊奇的发现，原来自己留在衣橱的衣服，少的可怜，连半个挂放区都没

有占满，这其中有几件衣服是经常穿而并不满意、不喜欢的。原来还需要买一些

衣服来填补和替换。这就是为什么总觉得缺少衣服：那些烟雾弹似的衣服垃圾占

满了衣橱，从一开始，各种不舍，到痛快的扔出去。讲真，扔东西会上瘾。扔掉

的不仅仅是衣服，还有那些衣服垃圾带给我的负罪感，我忽然有种把自己摆在生

活首位的快感，摆脱物欲束缚的轻松。 

 

我突然明白了几个道理： 

 

1、扔掉的自己购买的衣服，打折或者淘宝货购买的居多。如果把购买的钱

聚集起来，可以买一件质量上乘、合体的衣服。 

 

2、当我扔掉一件可以穿但我不会穿的衣服时，我内心的负罪感太重了。所

以无论它是免费还是 9 块 9 包邮，如果我不用它，那就不要买。 

 

3、当我慢慢的把衣橱填起来，预算放的宽了很多，条件苛刻起来，一个地

方不是很满意，就放弃。当预算放宽后，原来找到自己完全满意的衣服也不是很



容易。可以想象预算低的时候，自己是多么的凑合，每次买都凑合，永远缺那么

一件。 

 

4、当我购买到合适的衣服，我很少再去想逛街、逛淘宝。之前之所以频繁

想买衣服，是因为内心总觉得缺衣服（匮乏感）。 

 

    也许，每个人身上其实都会有这样一种囤积的倾向，只是程度严重与否，如

果听任这种倾向的发展，就会变成一种严重的囤积症。囤积上瘾的人，陷入了强

迫收集的怪圈，这就是囤积带来的最大问题。当我们总在关注以后时，我们就不

停地错过现在，错过这一刻的美景、一篇美文、可爱的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