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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租房贵，张龙说起了和他同
年毕业的女友，宋笛（化名）。“她也被
房东赶出来过。”保守的宋笛始终不
同意和张龙同居，情愿每月多花
1500元，在莘庄和网友合租了一套
三室一厅的房子。

和房东三个月签一次合同的小
宋在2015年11月被房东告知：房子
要卖，12月要搬走。宋笛感慨：“外
地大学生在上海生活，太没安全感
了。房东前脚说卖房，你后脚就得搬
出去。”

宋笛记得，毕业时在莘庄地铁站
附近合租的一间屋子大概是 1500
元，12月时，价格已在2000元左右。

“1500元的房子离地铁站有两三公
里。”舍不得多花钱的宋笛，用了一个
月的时间，在网上“淘”到了一间转租
的1600元的合租房。圣诞节的后一
天，宋笛搬出旧居。

小宋自称“对钱有概念”，不像张
龙把工资的一半都拿出来租房。小
宋拿着纸笔写下一串数字：“1600元
租房、150 元水电煤费、300 元交通
费、1000元吃饭，怎么算工资还是不
够用。”

如今住在宁夏银川家中150平方
米的房子里，张龙觉得“幸福感”回来
了，“最近正准备去银行就职，月薪仅
3500元，但不用租房，吃饭在家解决，
剩下的钱还够攒个首付。”他透露，老
家当地在繁华地段整租六十平方米的
精装修带家具的两室一厅，差不多是
1800元/月，“这价格，就算在崇明岛估
计都租不到同等条件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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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毕业季，又是一大波应届生来袭，他们迎头撞上的是又一轮的房租上涨。面对这每年都“似曾相

识”的新形势，这些即将迈入职场的新人们会遇到怎样的“蝴蝶效应”，又将表现出怎样的“生物应激性”？社会又
能为他们的生存现状做出多少“进化”？这周我们将对此话题架起长镜头，看看他们的故事。

房租又涨了！好吧，回家歇歇！
职场新人一毕业拿到9000元月薪工作 一年后仍觉得很累

“在上海撑了10个月，今年5月底我实
在付不起房租，彻底‘卷铺盖回家’。”今天
故事的主人公是23岁的张龙（化名），2015
年7月他从同济大学软件学院本科毕业，
原本想在沪闯荡，却因为房租的压力，上个
月不得已辞去月薪9000元的工作，选择回
老家发展。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晓颖

“租房一年，房东坐地叫价，涨到
了5300元/月。”今年4月，小张得到
二房东的涨价通知后，慌了手脚。

小张毕业后在上海一家互联网
企业做IT，负责开发软件产品。2015
年4月拿到录用通知后，他便着手在
公司附近的上海体育馆的中原新村
租了一套房——精装修带家具的一
室一厅房间，月租4000元。“9000元工
资，税后差不多到手7000多，想着一
半多要用来租房子，就觉得不甘心。”

2016年在家过年时，看到上海
的房租莫名上涨的新闻，小张描述自
己当时“心头一紧”。虽然做好了心
理准备，但涨一千元的情况，还是让
他措手不及。他分析，二房东可能也

是彻底不想让他住了，所以会“漫天
要价”。

“5300元，我肯定租不起。”今年
4月，正在上班写代码的小张看到房
东发的微信后，这样回复。“那你下个
月合约到期就搬吧。”二房东的回复
让小张一下泄了气。小张回忆，当天
晚上下班后，他去咨询了家附近的房
产中介。“目前小区附近一室一厅只
有5000元精装修的，要吗？”中介告
诉他，如今多是卖房的信息，出租房
紧张，即便有，也是放出来不到两天
就被预订了。中介表示，小张想要的
靠市区、交通便利、3500到4000元一
个月的一室一厅房源，在上海体育馆
附近基本找不到了。“虽然知道上海

房价接连上涨，但具化到数字上，还
是难以接受。”张龙公司附近5公里
的房价较2015年毕业时已上涨三成
有余。

整整一周，张龙在下班后跟着中
介看了 9 套房子，却没有一套合适
的。距离较远的整租房少有一室一
厅的。张龙说当时的自己一方面被
老板催促着出软件成品，另一方面眼
看临近搬家日，却找不到合适的房
源，要崩溃了。张龙连在上下班的路
上都一直低头狂刷租房软件的信息，
却苦于找不到一处价格低廉、居住环
境干净明亮的房子。“心累。”在上海
无亲无故，眼看就要没地方住了，“回
家”两字在小张脑海里越来越响。

不过小张坦言，自己租的房子的
确算贵的。身边同学多与朋友或在
网上找陌生人做室友，分摊房租。“在
上海最难租房的，不是来沪的打工
仔，而是像我们这样高不成低不就，
眼光和心气很高的大学毕业生。”小
张以自己为例，在大学里住烦了宿舍
的他不想再和人合租同住。加之在
北方长大，习惯住在宽敞且明亮的商
品房里，对比上海老公房的狭小潮
湿，小张一开始租房时对中介带他看
的房子很不满意。“我家的厕所都比
一间卧室大。”他始终觉得在居住条
件上不能委屈自己，于是在和中介看
过了十几套房后，一眼看上了中原新
村的一套精装修房，也不顾房租预
算，拍板了。让小张没想到的是，最
后却是房租逼他辞职回了老家。

张龙形容当初的自己“太天真
了”，占收入一半的房租已经让他“压
力山大”，工作之初每个月均是“月
光”。

张龙的房租是三个月一付，共
12000元。这让他要提前一个月攒
下工资，有时交完房租，当月就彻底
没钱了。“工作快一年，我向朋友借了
两次钱。交好房租，实在没钱吃饭。”
以前周末会陪着女朋友“吃吃喝喝”，
变“月光族”后，无奈，他只能开始学
着自己在家做饭。

“这样省钱。”小张毫不避讳地计
算着节约的成本，“在外面吃一顿饭
一般300元，自己就算做三道肉菜，
也只要一百元不到。还挺浪漫。”一
个月下来，小张手机里多了2个教做
菜的软件，银行卡也多了近1000元
的结余。然而，今年4月房租一涨，
手头又紧了。

过春节回到家，家人都知道张龙
一毕业就有了一份9000多元月薪的
工作，饭桌上都把他当榜样宣传。“但
我却连给小辈的压岁钱都出不起。”
他一想起这段经历就觉得酸楚。“今
年春节回家，我工资卡里只有1271

元了。我一直记得这个数字。”他
说。抹不开面子，给外甥包了个500
元的红包，结果却被外甥的父母退了
回来，这让他长舒了一口气，“我嘴上
客气着，心里却想着太好了，又省了
500元。”张龙现在总拿这个段子在朋
友面前调侃：“生活压力让我活得锱
铢必较。”他举例，毕业后不到半年，
买什么都下意识和房租对比。看到
一副4000元的新款耳机，第一反应
是，“哟，和我一个月房租差不多，不
买了。”看到心仪的球鞋，也会想，“算
了，省钱交房租吧。”他说想当年自己
也是舍得花钱，愿意给自己投资买装
备的人。张龙说，在高房租的生活成
本压力下让他“忘了自己是谁”。

上个月初，小张决定辞去工作，
将行李打包好快递回家，买下一张机
票，告别了熟悉了五年的上海。如
今，张爸爸对儿子放弃前景不错的工
作感到可惜，张妈妈却觉得儿子回来
挺好，在外打拼太累。

涨涨涨 再也找不到心仪的房 “9000元工资，税后差不多到手7000多，想着一

半要用来租房子，就觉得不甘心。”

月光族 为攒房租自己学做饭
“在上海最难租房的，不是来沪的打工仔，而是像我

们这样高不成低不就，眼光和心气很高的大学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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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会算账
照样受困扰

“外地大学生在上海

生活，太没安全感了。房

东前脚说卖房，你后脚就

得搬出去。”

回家暂歇，这是部分外地来沪打拼的年轻人的选择。 青年报资料图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