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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小姐是个典型的购物狂，并为此苦恼不已，不久前她
找到了心理咨询师，经过心理咨询师的分析后，她才明白，原
来她一直都不知道自己花钱到底是在买什么，因此越来越深
地陷入了花钱的误区。

“当你买了一部手机，表面上似乎是拥有一个高级的科
技产品，但实际上，你购买的是更畅通的人际联系；当你买了
一所房子，表面上是拥有一处固定资产，但实际上，你买的是
一个‘温暖的家’。”潜能开发教练、心灵成长顾问、心理咨询
师郝大鹏如是说。“也就是说，我们花钱买一个产品，并不是
为了获取这个物品，而是为了获得它带来的心理满足。甚至
花钱本身，也是为了达到一种心理满足。”为了更透彻地解
释，郝大鹏向记者讲述了两个案例。

张先生因为工作出色而被提升，收入由原来的5000多元
涨到了一万元左右，可令张先生苦恼的是，他总是控制不住
地想花钱，结果每月存下的钱和没有涨工资之前不相上下。

“他花钱买的就是安全感。”郝大鹏一针见血，“当收入突
然增加时，人的潜意识里会担心原来的生活遭到破坏，于是
就会把这部分‘多出来的’、似乎‘不属于自己的’钱给尽快处
理掉，以保持平衡，求得心理上的安全。”

心理学对购物的解释是：购买是对爱的渴求。小孩子买
玩具获得伙伴，年轻人买数码产品获得个性，女性买衣服获

得优越感，男性买股票获得成就感，中年人买全家的需要，老
年人买身体健康……我们都是为了获得一个替代爱的心理
必需品，而掏出自己口袋里的钱。这种需求正是我们花钱想
要买来的那部分价值。无论是理性消费还是感性消费，你花
钱买的都是你的心理需要。可见，想更多地了解自我，那就
看看你都买了些什么吧。

郝大鹏讲述了一个更特别的案例。
小蕊，27岁，月收入在4000元左右，虽然是个“月光仙子”，

但一直以来消费都非常理性。但近几个月来，不知为何，小蕊
时常有透支消费的习惯，直至最后严重透支，无法还款。

“她本人表述的原因是耳根子软，老是禁不住导购的软
言温语，通过咨询，我发现，真正的原因是她与男友关系的不
确定性。”郝大鹏进一步解释说，“为什么女人心情不好的时
候特别喜欢疯狂购物，因为女人往往比男人对爱的渴求更强
烈，而购物是能寻找到的最简单、最可控的方式。‘购买——
获得’这个公式让人感觉幸福。”

“从小蕊后来的行为来说，购买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获得
爱。而是要获得一种破坏。为什么会想要破坏呢？因为只
有破坏才能打破现有的这种不确定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也是人通过自己虐待的方式来转移压抑的负面能量的一
种自我调节。” 请继续阅读C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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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抉择：“花”还是“存”的背后心理
花钱还是存钱，对于钱还没有多到可以傲然视其为粪土的人来

说，始终是一个大的困惑所在。
如果你很年轻就开始存钱，那时候挣得不多，于是为了存钱，你可

能在吃午餐时，只选最便宜的搭配；你可能会因为避免外出花销，而减
少和朋友见面。万一你在花光所有钱之前就已经死了，那些克扣和节
省又是为了什么？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你要操办婚礼或者突然
生病，你的账户上连 1000元也没有，那时你会不会感到沮丧和绝望？
所以，每一个想过好人生各个阶段的人都应该花点精力去思考如何用
钱与时间博弈。

在花钱与存钱的观念上，有两种极端的人，其一就是“月光族”，因
为此群体以女性居多，又有“月光仙子”一说。

“月光族”，是年轻人比较容易走入的“花钱误区”。他们通常无法
区分不必要的消费品和生活必需品，造成这种“无法区分”的心理误
区，首先是年龄与经验的限制，其次就是在自我的形成上出了问题，
他们需要更多彰显个性的消费品，比如带有特别功能的手机、另类
服装等来帮助自我在融入社会时，不被埋没。

钱与我们的心理安全感密切相关，“花”还是“存”的问题，要看“你需
要哪种方式来获得安全感”。因为钱意味着拥有更丰富的资源，钱可以
换来食物、衣服、交通工具和艺术品，可以满足从生理到精神各个层面的
需要。当我们的需要被充分满足时，我们会感到安心，会觉得自己是主
动的，可以对周遭的世界有所控制，控制感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心理学
家曾做过调查比较，从小经济富足的孩子，安全感的确比穷困家庭的孩
子要丰厚许多。因为他们从未失去过经济基础的保障感。

由于安全感的作用，使人们对钱的态度，分成了两大类，一类要在
“花”的过程中，体验获取资源、享受快乐的安全感，这种情况多出现在
童年家庭富裕的人身上。而另一类，就是要在“存”的过程中，获得防
患于未然的安全感，童年家庭拮据，甚至饿过肚子的孩子，会比较常选
择这种方式。“守财奴”就是这种情况的极端表现。

社会对男性责任的价值观体系，导致“守财奴”多发在男性群体
中，“存钱”对他们意义重大，他们要为明天、为隐患存钱。因为未知的
不可控性让他们有强烈的不安，这些都需要用“钱的累积”来逐渐平
复。《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作者劳伦斯说过，一个男人，自从掘得一生
中的第一桶金以后，他就懂得了攒钱，而攒钱也就成为他一生追逐的
目标了。这样一直到死！

劳伦斯的这句话很是精辟。大多数守财奴是由心理上“过渡的责
任感”造成的，一些男性，尤其是童年就承担了很多家庭责任的男性，
会存在这样的心理问题，他们过早地就意识到要“承担好责任”就要用

“经济积累”，也只有自己能“积累”时，才会被他人需要。所以他们往
往克扣自己享受快乐的权利，来满足“责任”的要求。其实适度的积
累，已经可以完成好责任了。如果可以让“守财奴”们感到周围的人在
乎他，是出于爱而不是他的责任，这种“守财”的状态就会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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