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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粉身身碎碎骨骨””的的眼眼影影粉粉饼饼
经经过过修修复复焕焕然然一一新新
有有工工作作室室月月均均接接单单量量过过千千

化化妆妆品品修修复复师师
开开始始““整整活活儿儿””

“那是一支‘命途艰
辛’的口红。它曾被粗心
大意的主人不慎搅进洗
衣机，结果，整个壳体变
形，口红管身也紧紧卡在
了盖子里。”杨环宇拿到
这支口红后，端详了一
番，掏出了工具箱。只见
他取出扳手，用力向外撬
动口红盖的边缘，每一次
的努力都让金色的管身
稍有松动，直至最终成功
解脱。这只是修复的开
始。接下来还要消毒修
复工具，轻轻刮除口红表
面的杂质，将膏体挖出，
再加热融化，倒入模具，
冷冻脱模……经过一系
列繁复的操作，扭曲的口
红又重获了新生。

如今，身为化妆品修
复师的杨环宇几乎掌握
了这一领域的十八般武
艺。不过在做这一行之
前，他是一名经营蓝莓果
园的生意人，果园每年都
有固定收益，杨环宇也时
常赋闲在家。后来他能
成为化妆品修复师，还要
从他带孩子说起。

那是2020年，当时，
杨环宇的孩子不小心将
妈妈的粉饼弄碎了。为
了避免妻子回家发现后
责 备 ，杨 环 宇 动 起 了
脑筋。

粉饼已经使用过一
半，再购新的必定会引起
怀疑。于是，他决定将碎
粉重新压实。

杨环宇找来厨房的
擀面杖，将粉饼碎块擀得
更加细腻，将粉倒进铝盘
后，杨环宇又照着铝盘的
形状和大小，用硬纸壳剪
出与之相当大小的圆，然
后借用重物对准铝盘压
了压。

妻子再化妆时，杨环
宇多朝她看了几眼，“她
上妆时用粉扑抹了两下
那粉饼，虽然愣了一下，
但用完之后又放了回去，
应该是察觉哪里不对劲
了，但也没多问什么。”

在此之后，杨环宇还
曾用笨拙的技艺修复过

妻子的一根断掉的口红：
用打火机对着口红断面
的衔接处烤热，再将两截
口红粘连……现实生活
中，如果家有“神兽”，那
化妆品“遭难”就不是什
么稀奇事了。

修复师一修（化名）
常要求客人在发货时附
上纸条，说明化妆品损坏
的原因。令人忍俊不禁
的是，很多客人会不约而
同地写上“正打孩子呢”。

此外，意外磕碰、宠
物顽皮等也是导致化妆
品损坏的原因。总之，在
修复师眼中，现在“碎盘”
的概率可比从前高得多。

面对五花八门的破
损，每个化妆品修复师在
修复初期都难逃“翻车”
的经历。

一修把化妆品修复
当做主业已有一年的时
间。作为男生，他初次涉
足化妆品修复领域时，对
化妆品的了解几乎为零。
由于不了解口红结构，第
一次拆卸口红内胆时，一
修折腾了近一小时，甚至
手指被磨出水泡，仍未成
功。后来，他才意外发
现，原来只需用牙签拨动
一下内胆卡扣，问题就能
轻松解决。

杨环宇在踏入化妆
品修复领域的初期，也曾
陷入挫折和失败中：修复
粉饼时发现消毒后的粉
饼微微发绿；修复口红却
搞得颜色层次不均。

这些修复失败的原
因曾让他一度毫无头绪，
但随着修复化妆品的经
验增多，接触的品牌也愈
加广泛，他逐渐找到了问
题所在：YSL口红底托里
的唇膏必须选用凡士林
类的唇膏，其他品牌的唇
膏会渗透入口红膏体中，
导致口红色泽变淡。

此外，在对芭比布朗
粉饼进行消毒时，必须严
格控制红外线机器的使
用时间，不得超过15秒，
否则粉饼将微微显绿。

化妆品修复
常规单价定在35元

当初，韩小白的家人第一次听她提起
要学习化妆品修复时，她的父母展现出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态度。

她的母亲感慨道：“这东西坏了，再买
一个不就好了？”韩小白则平和地反问：

“妈，你知道一根香奈儿口红多少钱吗？”老
人家不假思索地回答：“20块钱？”当她看到
韩小白展示的实际价格时，大惊失色，忙
说：“赶紧修，可别浪费了。”

在杨环宇的工作室里，送来修复的大
部分来自知名化妆品牌，很多原价超过了
400元。品牌店通常不提供化妆品修复服
务，在这样的消费环境下，化妆品修复行业
的存在就显得愈发必要。

如今，杨环宇的“宇哥美妆修复”工作
室每月平均能够接单超过1000单，工作室
中有五名专业修复师，大家各司其职，分别
负责修复高光、粉饼、口红、眼影。根据修
复完成的订单量，他们的月薪能够达到
6000元至1万元。

修复师一修把常规修复单价定在35
元，稍贵一点的口红改色为49元。曾经有
个客户因为男友送了一支“死亡芭比粉”的
口红，而想要改色。“重新买一支也要几百
块钱，况且还浪费了原来的那支，但让我改
成更加日常的色号只要几十块钱就能解
决。”正常情况下，一修每月能够接到200
多单。最忙碌的一天，他独自完成了40多
单修复。现在，他的月薪能够稳定在八九
千元。

行业内一直存在
偷粉、调包等负面传闻

达子（化名）曾不小心地将TF20型号的
眼影盘摔坏。照片显示，其中一个格子内的
黑色眼影已经裂成块，明显残缺不全。事
后，达子想起一位长期关注的美妆修复博
主，在考虑到修复费仅30多元且包邮的情
况下，她毫不犹豫地将坏了的眼影盘寄出。
大约7天后，她收到了修复后的眼影盘。

可打开眼影盘，达子却有点傻眼。“当
时我特意要求修复师只修复破损的黑色眼
影，不要动其他三个格子的眼影，但我发现
颜色完全混在了一起，而且其他颜色的量
似乎也减少了。”在后续的沟通中，商家表
示：“收到货后，所有颜色都已破损。”但商
家未能提供任何拆包或修复过程的视频证
据。这进一步加剧了达子的疑虑。

后来，她将自己的经历发布到社交网
站上，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大多数网
友都站在达子这边，质疑“即使存在修复损
耗，也不应导致粉末严重减少”，还有网友
留言称：“商家可能将眼影盘分成两个小样
出售了。”

这条帖子很快便有了热度，达子猜测，
或许是迫于舆论压力，商家才联系她并赔
付了200元。这件事让达子对整个化妆品
修复行业失去了信任。她表示，未来若再
遇到破损的化妆品，宁愿重新购买。

杨环宇坦言，他也经常遇到顾客询问
“为何修复后的化妆品看起来似乎少了一
些”的问题。“化妆品修复的过程中，的确会
有损耗。”杨环宇进一步解释道，特别是在
经过3吨液压机的压实后，产品的厚度一定
会减薄。

因此，他建议客人在修复前后进行称
重测量以检验。此外，客人也可以自行留
取碎粉，以便与修复后的粉进行对比，确保
修复的质量。

关于修复视频，杨环宇介绍说，通常修
复一个粉饼只需半小时，但若客户要求录
制视频，则至少需要两个小时。

“清洗、消毒，每个步骤的调整都将耗
费时间，效率显著下降。我只会在遇到未
曾修复过的化妆品时录制详细视频，然后
发在社交平台。”杨环宇通常这样向顾客解
释，许多人也对此表示理解。

“我们修复师的技艺日臻成熟，但消费
者信任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
信任问题的解决，我相信化妆品修复行业
将迎来更健康的发展。”杨环宇说。

据《北京青年报》

时下，沉浸式化妆品修复视频开始成功跻身治愈解压类视频赛道。在这些视频
中，修复师戴着橡胶手套，在无菌工作台上用小铲刀、小刷子，无声地修复着巴掌大的
化妆品，再配合上轻柔的BGM，称得上是一场赏心悦目的表演。不管是被洗衣机搅过
的口红，还是“粉身碎骨”的眼影、粉饼，经过修复后都能焕然一新。

随着视频的传播，化妆品修复师这一新兴“职业”逐渐被大众知悉。在购物平台和
社交平台上都能轻松搜索到众多化妆品修复店铺。有些工作室的月均接单量超过
1000，修复师们的收入更是稳定可观。然而，“偷粉”“调包”等对修复师的一些负面评
价也让这一新潮“职业”遭遇信任危机。

如果说杨环宇开始做化妆
品修复师是从一场意外的补救
开始的，韩小白（化名）则是从
创造意外开始的。半年前，韩
小白初次涉足化妆品修复领
域，为了磨练技艺，她狠心割
爱。“要把好好的东西搞碎，我
好心疼，不忍心自己下手。”韩
小白回忆，那天，她把十根口红
和六块粉饼放在孩子们的玩具
堆里，“今天，你们的任务就是
把它们玩坏了。”傍晚回到家，
韩小白发现，景象确实与她所
设想的一样惨烈——— 粉饼几乎
无一幸免，碎成碎片；口红有些
被塞入盖子，有些则被牙签插
穿……不过，也正是通过修复
这些“遭受摧残”的化妆品，以
及制作了一期修复视频，她才
接到了第一笔订单。

值得一提的是，韩小白的
修复服务不仅限于常规需求，
还涵盖了更加个性化的需求，
比如为客户提供了一系列DIY
定制服务。曾有一次，她接到
了一项有趣的订单。那位客户
是一位对口红情有独钟的收藏

家，家中的口红已经堆积如山，
色彩缤纷的管子几乎占据了半
面墙的空间。

然而，许多口红却因过期
而闲置，这让客户感到很糟心。
韩小白敏锐地捕捉到客户的情
感需求，她灵感一动，决定不将
这些珍贵的口红管丢弃，而是
在管身上画一点手绘，这样展
示起来仍不失美感。

“彩妆修复之道在于洞察
顾客的内心所需。”韩小白深信
这一点。后来，她还亲自为一
位男性客户设计了一份独特的
求婚礼物。

这份特别的礼物是一支
YSL中古双色旋转口红。韩小
白巧妙地将口红膏体取出，在
内胆中注入了闪耀的流光闪
片。而在原本的刷头位置，则
镶嵌了一枚精致的求婚戒指。

最后，她将这支经过奇妙
变身的口红置于一只精美的玻
璃罩内，点缀以温馨的小彩灯
和淡雅的花朵，将其装点得如
同一件艺术品。

化妆品修复行业被越来越
多的人知悉，在很大程度上也
得益于社交媒体的力量。

一修发布的化妆品修复视
频总是以修复师的第一视角切
入。镜头随着他用刀划开快递
盒，一层层撕开化妆品的外包
装 ，再 展 开 客 户 留 下 的 小
条……接着他会给修复前的化
妆品一个全方位特写，让观众
看清每一处破损细节。此时，
正式进入修复环节：修复工作、
消毒工序，最后再完整展现修
复如初的化妆品。

如今，化妆品修复视频成
为了社交平台上的一大新兴门
类。这些视频通常都带有“治
愈系”“解压”“助眠”等标签，也
会配有诙谐幽默的文案。

比如，修复一盒开裂粉饼
的标题是“裂土封浆”“粉末登
场”，而融化掉的双色遮瑕膏则
会被形容成“各化各的”“让人
难以辨认”“你看我有几分像从
前”。

看着修复师小心翼翼地用
刷子慢慢刷掉糊在粉饼盖上的

土黄色的粉，画面不由得让人
联想到考古现场。

近来，化妆品修复视频的
火爆程度不亚于早期备受瞩目
的吃播视频。

在几大社交平台上，北京
青年报记者注意到，一些化妆
品修复视频的头部创作者已经
积累了超过百万的粉丝。更加
有趣的是这些视频背后热闹的
评论区。当视频画面出现一盒
像“出土文物”般破烂不堪的粉
饼或是眼影盘，弹幕上就会飘
过：“别吵，我在思考”“这是从
月球运回的土壤标本吗？”还时
常有网友留言：“作为一个男
生，我不知不觉把这个视频看
完。”

当然，也有网友对修复师
提出了个性化需求：“下次能把
棉签摩擦盒子的声音去掉吗？
听着牙齿痒痒。”

韩小白最初迷上化妆品修
复也是因为被这类视频吸引。
她后来也开始制作自己的修复
视频，并“安利”给了自己的
家人。

操作过程繁复
修复师掌握十八般武艺

不仅是修复，还可提供DIY定制服务

轻疗愈视频带火了化妆品修复

杨环宇工作室修复师修复化妆品。

修复
口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