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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家、工作室、展览馆、露天电影院，甚至是民宿都
装进一间房子里，需要几个步骤？一个零装修经验的小姑
娘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来打造这个多元复合空间，最终
却建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的dream house,也过上了自己向
往已久的理想生活。

没有装修经验的她，用四个月在放空

25岁的孜然君，她的生活态度和外表看上去一样帅

气。三年前，她还在上海的广告公司里没日没夜地加班，当

她发现自己工作力不从心，生活繁复而机械时，她毅然决

然地辞职去鼓浪屿的一间民宿当义工。原本只是给自己一

年的假期来放松和调整，谁知道，在这个阳光充沛、绿水青

山的小岛上过惯了出尘离世的悠哉日子，就再也回不去原

来的生活了。

“厦门的氛围更生活化，在这里感觉什么都可以慢慢

来，慢慢来也可以做得很好，如果你在北京和上海，慢下来

真的不太可能。”而在这里，孜然君可以花上四五个月来放

空，装修进度没有半点进展，别人看着奢侈，她只不过是因

为坚定了要将房子改造成自己想要生活的样子，才小心翼

翼不敢轻易下手。

要知道租下一间300平方米的毛坯房，对于零经验的

孜然君来说，当下的脑子是一片空白的。最初只是因为离

开原先工作的民宿，要找个住处，随口问了中介，就被带到

了这间毛坯房，因为夜色太深，因为临时起意，孜然君其实

并不完全清楚她拍板签下5年合同的这间房子究竟是什么

构造，究竟有多大。直到签完合同，房东问她要不要再看看

房子，她这才知道这间复式的楼上还有个偌大的露台，另

外一边竟还有两层，完全是惊喜到傻眼。

她在放空的那几个月里，其实并不是在浪费光阴，只

是完全没有学过设计的孜然君，从研究如何布置水电线

路开始，一点一点自学。毫不夸张地说，孜然君完全是凭

借多年翻阅家具杂志积累来的经验，一步一步按照梦想

中的模样打造自己的新家。她甚至从未给房间画过一张设

计图，所有的设计方案都储存在孜然君的脑子里。即便如

此，孜然君对房子的装修风格也非常明确，“虽然只是在我

脑子里的想象，但我非常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比如，第一

步要拆窗户，全部换成黑色的窗框，然后墙面是白色的，地

面要水泥浇灌的……”

房子虽大，但格局不佳，一楼的100平方米被隔出了

住进幸福的孜然味儿里
【文/蔡娴  图/受访者提供】

3室2厅，孜然君的第一反应是要把所有墙拆掉，可真要拆时

发现，全是钢筋水泥墙。所以，最开始要破坏房子的原始结

构，是最花心思的部分。为了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孜然君问

房东要来了原始图纸，直接给拆成了2室1厅，再砸掉几个飘

窗，全换成落地窗，空间就变得更通透了……就这样开始，陆

续装修了一整年，亲力亲为的孜然君可以说是操碎了心。甚

至，有不少家具还是孜然君自己改造完成的。比如一楼的玄

关处，就摆放着孜然君自己用仓垫板改造的置物架，她还自

己刷漆，并组装上了方便移动的滚轮。

“施工队永远希望用最省力的方式来操作，所以你必

须什么都懂，让他们觉得糊弄不了你才行。”比如，浇水泥

地面，要做到颜色均匀，又不想刷漆，施工师傅只会说做不

到，孜然君就得自己去查资料，问朋友，最后发现，水泥里面

加金刚砂就能让颜色很好看，她再去教师傅们怎么做，一步

一步带着师傅按照她的想法去完成。

家的感觉是散落各处的细心装扮

除了整体空间的重构，孜然君也非常用心地在细节上花

心思。“既是工作室也是家，别人住到这里来，我希望他们也

能有一种家的感觉。”所以，她的软装充满了她对家的理解。

她说，所有的软装都不是一次性到位的，都是靠自己日

积月累的收集，比如她喜欢复古的旧物，平时就很注重于物

色合眼缘的宝贝。比如，陶瓷黄铜复古开关是她两年前在杭

州一家旧物店买的；客厅里有一把墨绿色的摇椅，是孜然君

花了两个月时间特别定制的颜色；而旁边的小书架则淘自北

京华贸三楼的一个家居店……

孜然君喜欢旅行，还常常会带回来一些好玩有趣的摆

件来装点各处小空间，“有着两副面孔”的陶瓷人偶，以孜然

君喜欢的“哭丧脸”被摆在从旧货店里淘来的书柜里；鲜红

的餐桌上放着一个来自巴塞罗那某个设计工作室出品的创

意人脸花瓶，现在已经成了“网红”；颜色、大小各不相同的

地球仪，再加上一个宇航员模型的摆件组合，在角落一隅自

成一派，莫名显得有趣又不失格调……

对孜然君来说，厨房是整个空间里非常重要的一块区

域，也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空间。她说自己是“吃货”一

枚，连名字“孜然君”都是因为自己太喜欢孜然口味，渐渐地

朋友都习惯了用“孜然君”来称呼她。虽然是吃货，但可贵的

是，孜然君还有一手好厨艺，她经常组织聚餐，为朋友们大显

身手。如果有住客在，每天孜然君都会亲自为他们制作美味

又养眼的早餐，“之前有住客带着父母一家四口来投宿，我还

帮他们做了一顿家庭晚餐。”

此外，孜然君在民宿做义工的时候就因为自制的谷物

大受欢迎，而创立了自己的谷物品牌YepGranola。如今，二

楼的“好脾气工作室”就是孜然君的作坊，据说，每当烤箱

开始工作的时候，整个房间都充满了迷人的香味。除此之

外，孜然君的工作室还逐步开始研发一些生活、家居相关的

小物，比如香氛等生活方式类的产品。

这个家的无限可能都是“孜然味”的

房子很大，可能性也就多了。房子里共有三间卧室，除

了孜然君自己的主卧之外，多出来的两间就被她挪出来做

了民宿。一间风格明快，床上的吊灯是法国的小鸟灯格外俏

皮惹眼，木地板则铺成了好看的鱼骨纹；另一间房则是黑白

风格，简洁大方，装饰品达利的帽架成了整间屋子的点睛之

笔，因此这间房也直接用“达利的帽架”来命名。孜然君常

常会遇到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住客，他们对孜然君的设

计津津乐道，孜然君也愿意与他们分享心得。有趣的是，有

一个住客甚至在这里住了五天都没踏出过门，不放过屋子

里的任何一个细节慢慢研究。

有人认为，孜然君的家就像一个美术馆，走到哪里都有

Q:在你看来，旅行和民宿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

A：最开始觉得，民宿只是旅行中提供住宿的地

方。等我身处于这个行业的时候，发现其实不是，民宿

可能是你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或者等你回到自己

生活的城市，你对这个城市的所有念想可能是因为这个

民宿带给你的。某种程度来说，民宿可能就代表了一个

城市，如果你对那家民宿的印象不是太好，可能连带你

对那座城市的印象也不会好。

Q:如果自己出去旅行，会选择怎样的民宿？

A：旅行最大的目的就是放松，所以，舒适是最重

要的。我也喜欢有房主一起生活的民宿，现在国内大多

数的民宿，房主都是不在房子里生活的，等于变相成了

一种出租房，有点可惜。

Q: 5年的租期，如果房东收回了，会觉得可惜吗？

A：当然能给我续租是最好的，但就算真的回收了

也不可惜，毕竟我已经把这件事做成了，我可以打造出

这样一个空间就已经是不亏的事了。

Q:会担心自己被快节奏的生活落下吗？

A：我认可所有的生活方式，没有对错没有好坏，而

我会选择一个让自己更舒服的方式。所以，慢慢来没有

什么不好，现在的生活就是我曾经的理想，已经实现了。

生活周刊×孜然君
Qa

画。孜然君说，房子的装饰中，最重要的就是画，哪怕是毛坯

房，放进一幅画以后，整个空间感觉就不一样了。她还把二

楼的公共空间利用起来，时常举办一些自己喜欢的展览，以

摄影和画作为主。

因为是自己的工作室，孜然 君 说自己的出发 点很 主

观，没有什么门槛和要求，唯一的衡量标准是，要赢得自己

的欢心，所以这里办过的展览、活动都是“孜然味”的。她曾

为身边有一个从没学过画画的朋友举办过画展，据孜然君介

绍，这位朋友每天都坚持画画，画了100幅画，孜然君觉得画

得很有个人特色，就着手帮忙办展，她希望自己的空间能为

身边多才多艺的朋友提供展示的平台。

展览区还有一个常驻的“问题博物馆”，会根据每次展

览的主题进行变化，孜然君会根据展览来搜集一些问题贴

在上面，而来观展的人就可以回复他们的答案，“我们常常

会发现很多答案之外的答案，原来同样一个问题，不同的人

会有天差地别的脑洞，给自己带来新的启发。” 

自从有了这个有趣的新家，孜然君 认识了越 来越多

的朋友，随着有趣的朋友 越 来 越多，她 的脑洞也越 来 越

大，她不断地在丰富这个多元化的空间，却不曾想过要扩

张，“我是个特别知足的人，不太想要开分店，我喜欢自己

能住在里面，自己去经营和照顾到这个空间，如果我有两

三个这样的空间，就等于要不断把自己分成两三个去照顾

它们。”

“顺其自然”是孜然君的处事法则，“知足常乐”是她的

生活态度，她说自己是一个不太爱设定目标的人，“对我来

说，生活应该是充满着各种未知，我也不知道哪一个契机会

改变既定的轨道，不知道明天会做什么。”她觉得自己是一

个固执的人，坚信自己的想法并且会坚持下去。

她很喜欢日本电影《幸福的面包》中的一段话：“我想在

自己喜欢的地方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偶尔散步遛狗，吃吃想

吃的东西，烤烤面包，希望能将自己感受到的充实感传递给

来到这里的客人……这边的生活每天都有不同，不只是美丽

那么简单。”这就像是对孜然君理想生活的完美解读，幸运

的是，这就是她的当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