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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富帅男友是极品 抠自己做公益

原来，她的男友家境优越却过得极其节
省，无论对自己还是对朋友莫不如是，唯有做
公益献爱心时非常大方，一度让Shirley感到不
可理喻。不过，在男友反复“ 洗脑”之下，Shirley
渐渐接受了男友的想法，开始频频参加志愿活
动，生活习惯也逐渐向“ 抠抠族”靠拢。

Shirley和男友Z先生是大学校友，她今年
大四，而男友正在读研究生。两年前，因朋友介
绍相识，Shirley对眼前“ 高高、酷酷”的男生印
象极好，听朋友说这个男孩是“ 富二代”，起初
还不敢相信。“ 他的打扮很朴素，穿着一件旧款
T恤和牛仔裤，全身没有名牌。”恋爱后，Shirley
发现Z先生绝不是“ 看上去朴素”，而是真的过
得“ 很节约！”Shirley掰着手指举例道，“ 在他
的概念里，能吃食堂绝不在外就餐、衣服能穿
就没必要再添置、能不花钱就不花钱！”恋爱期
间，Z先生总是送DIY的礼品给Shirley，一张贺
卡、一个变废为宝的纸质书架、从社区活动中
制作得来的工艺品⋯⋯心意虽足，却让Shirley
也纳闷了，“ 难道他就这么不肯为我花钱吗？”

一次，朋友生日，邀约Shirley带男友参加，
不料Z先生竟然以“ 送礼太贵了”为由不愿前
往，两人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吵。“ 他觉得父母
挣钱很辛苦，用钱应当用在刀刃上，不必要的

开销绝不花。”Shirley告诉记者，因为Z先生的
父母是辛苦打拼才有今日，从小教育儿子‘ 惜
福’，对他的零用钱也给的不多，Z先生耳濡目
染，已然把节约当做习惯。

就在Shirley考虑一刀两断时，一件小事却
改变了她的看法。“ 他是个很热心做公益的人，
加入了学校的志愿者协会，业余时间大多贡献
在上面。”一次，协会组织大家慰问老人，Z先
生在获悉其中一位独居老人患了重病，儿女都
推脱赡养责任时，立刻通过居委捐了500元给
老人，每次志愿活动更是积极参加。在Shirley看
来，男友虽然“ 抠”，却是个善良有爱心的人，

“ 愿意为陌生人付出，这样的人还是很难得
的。”为了让女友理解自己，Z先生经常拉她一
起参加公益活动，“ 他说，没必要花的钱省下来
了，送给有需要的人，这才是有意义的。”于是，
在Z先生的感染下，Shirley发现自己也逐渐变
成了“ 抠抠族”，极少买衣服逛街，不再追逐名
牌包，偶尔还会自己去菜场买菜做饭。

“ 其实习惯了会觉得节约也是挺好的生活
方式。”Shirley感慨道，当很多人抱怨“ 抠抠
族”太“ 极品”时，她却觉得不妨从其他角度观
察一个人，也许他过得很“ 另类”，但内心很充
实富足。

“ 恋爱两年，这个‘ 富二代’从来没送过礼物，吃饭多是简餐，你
能想象这样的男友吗？”青春靓丽的“ 90后”读者Shirley，读了“ 抠抠
族”的报道，按捺不住找到本报记者一吐“ 苦水”。 本报记者 朱莹

记者：听说你家庭富裕，为什么花钱这么
省呢？

Z先生：钱是父母的，并不是我自己挣得，
而且我比谁都清楚他们做生意的艰难。小时候
家里很穷，不是节约，而是根本没钱花，所以我
觉得要珍惜当下，每分钱都是辛苦换来的。

记者：为何做公益却舍得花钱呢？
Z先生：我觉得所谓省钱，就是把钱花在刀

刃上，削减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做公益不同，帮
助有需要的人本身是有意义的，对我们来说，
几百元钱也许只够买一条裤子，却可能是别人
一个月的开销。

买裤子的钱别人可以开销一个月

节约可以，别“ 窄”了生活
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眼里，“ 抠抠

族”可不是新鲜事，但凡上了点年纪，谁没经历
过“ 一瓶油剩下最后一点还不舍得扔”的拮据。
不过，时代变了，“ 抠抠族” 也分成了两大类。

“ 一种是节约成了习惯，用上海话来说就是‘ 做
人家’；还有一种是生活方式，对自己抠，对别人
不抠。”顾晓鸣说道，有时，“ 抠抠族”看似把生
活极简化了，未必没有收获。“ 比如说，不在外
面吃饭回家烧菜，体验了烹饪的乐趣；不买名牌
也就不用成天盯着时尚杂志和橱窗，多了业余
时间。”

不过，在顾晓鸣看来，“ 抠”得过度则得不偿
失，因为生活面因此变窄。“ 比方说，因为不舍得
花钱，常年如一日吃同样的东西、做同样的事，尝
试不了新东西，生命的质量反而下降了。”无论
做不做“ 抠抠族”，顾晓鸣认为个人的生活方式
并不需要别人来置评，用钱少未必是损失，用钱

多也不一定就能得到。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顾晓鸣

不要让“ 抠”成为生活的目的
“ 我相信每一个‘ 抠抠族’都有他的理由。”

对于”抠抠族“ ，华师大心理学教授严文华有自
己的理解，在她看来，从心理学的动机角度而言，

“ 抠抠族”必然有自己“ 抠”的动机，有些是为了
将来有更好的生活，有些则是家庭传统教育使
然，还有些是养家糊口所迫⋯⋯如此种种，总有
一款适合“ 抠抠族”。

“ 抠抠族”无所谓好坏对错，但他们中的不
少人还是会被称为“ 极品”。严文华认为，个人的
平衡是最重要的，当下与未来，传统观念和现实
环境，做一个“ 抠抠族”，应当努力做到平衡，不
要因为追求未来牺牲了当下，也不要因为固守传
统思维而与现世格格不入。“ 一开始，节约是一
种生活习惯，为了达成某个目标，但是久而久之，
却把节约当成了目的，这就糟糕了。”严文华以
葛朗台举例，“ 如果养成了固定的思维模式，不
排除变成‘ 强迫症’的可能，为了节约而节约，成
了著名的葛朗台。”严文华提醒“ 抠抠族”们，切
莫忘记自己节约的初衷和目标，以为“ 抠”就是
所有行为的目的。

华师大心理系教授 严文华

@Maxrkl：想花就花，想省就省，不要在意别
人的看法，自己开心就行。

@beebeeloveStephenZhou：我算是总结
出来“ 抠抠族”小夫妻的省钱之道了：蹭单位、
蹭父母。自己再省点，别要小孩不养小车！肯定
能行啊！

读者林小姐：我的同事也是“ 抠抠族！”因

为关系好，我们办公室每周一天默认的“ 咖啡
日”，大家轮流买，每次轮到这位同志，不是钱没
带够，就是手头有急事走不开，或者说他胃痛不
能喝咖啡！一次两次没发现，时间久了我们才知
道，这家伙故意的！极品！

市民金阿姨：现在小青年每个月赚钱也不
多，竟然能存下那么多钱，比我们当时结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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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莹
还记得上学时，教科书里极力宣扬的“ 勤

俭节约艰苦朴素”吗？
时光荏苒，当“ 月光族”的数量越来越多，

越来越为社会接纳的时候，怎么“ 抠抠族”反
而成为了异类，并且被别人另眼相看了呢？

其实，这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这些天来，
我们讲述了不同类型的“ 抠抠族”的故事，他
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作为表象的“ 抠”，但是
在相类似的表象背后，其实这个为数不小的群
体之内，也是千差万别的。

就如同我们所报道过的不同类型的“ 抠抠
族”那样：他们有的只是对于物质的欲望比较
小，处于本能地对高价货、奢侈品有些抵触；有
的曾经也是花钱大手大脚至少不算吝啬的“ 豪
爽青年”，但是却因为各种原因产生的经济压
力，被生活硬生生逼得学着“ 抠门”起来；甚至

还有人抠了自己，却大方地把钱用在自己的家
人朋友，甚至和自己毫不相关但是需要帮助的
陌生人身上⋯⋯

“ 有人拼命减肥，有人拼命工作，我拼命
省钱怎么了？”本报对于“ 抠抠族”的系列
报道临近尾声，在连日采访中，一位“ 抠抠
族” 的话或许可以回应所有的质疑。说穿
了，“ 抠” 就是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生活态
度。只要不是那些“ 啃老蹭友”的极品，只要
当事人的“ 抠”没有伤害到身边的人，那么
便无关乎是非对错，更无需得到他人的支持
或反对。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善意的提醒，“ 抠”毕
竟只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是生活的全部。如
果当“ 抠”已经由一种让自己生活得更好的手
段变成生活本身的目的，那么这样的“ 节俭”，
就多少有点可悲了⋯⋯

》专家点评

》记者手记 “ 抠”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 抠”无可厚非，但请注意范围
本报连续多日对于“ 抠抠族”的报道，引发

了读者和网友的广泛关注。昨天，记者也采访了
社会学家顾晓鸣和心理专家严文华，谈到“ 抠抠
族”他们也认为这样的生活方式无可厚非，但也
要注意“ 抠”的范围，别因此影响到自己生活的
其他领域。

余儒文 绘

想花就花 想省就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