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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崭新的物质会让你感到生活有了点儿
新鲜感，但同时你也会很快发现，每一件新物质
的获得都消解着前一物质的“新鲜”。你必须不
断地购买新物质才能维持这种新鲜，否则就会
再次跌入到旧生活的晦暗中。但随着这样的购
买，物质会占据你的空间，耗散你的时间。你必
须时时整理它们，才不至于找不到它们。

“消费前问题”或许可以帮你找出自己的用
钱之道。在你消费前，你可以从最实际的角度
来设置一些“消费前问题”，例如：

1.我的这次消费会让我的身体更健康吗？
我是否可以不通过这次消费而让身体健康？

2.我的这次消费能让我的心灵更丰富敏锐、
富有生命力呢，还是会削弱我的心灵生命力？

3.我的这次消费能让我认识一个新的领域
吗？会让我对这个世界更好奇吗？还是会让我
只满足于结果而对过程不感兴趣？

你也可以从身体、心灵和头脑三个方面，给
自己设置“消费前问题”，比如：

1.这个东西有用吗？它的功用是什么？经
常用吗？

2.是不是已经有了具有同样功用的东西
了？如果已经有的话，要买的这件东西不可取
代之处在哪儿？

3.这东西买了以后，放在哪儿？
你可以把你的“消费前问题”摘抄在卡片

上，然后塞进你的钱包。当你要消费时，尤其是
被那些看起来很养眼的物品媚惑住时，请你拿
出你的卡片看一看，在内心回答自己这些问题。

培养健康的用钱之道，并非是节制花钱，而
是将你的身心从物质的原始积累中解放出来，
真正去购买快乐，而不是被动地发泄。只要你
愿意去尝试，你就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让有
限的钱买来无限的快乐。

首先，要面对自己的心理问题，如果心理上不能
解决它们，我们就往往用钱来弥补，所以“健康用钱”
最好的前提是保持心理健康。

“购物狂”也是一种典型的由“心理误区”造成的“花钱
误区”。比如人际交往、家庭关系出问题的女性，更容易成
为“购物狂”，因为女性的情感需要很强烈，当她们不能更
多地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情感交流时，空虚感和无意义感
就会袭来，如果再缺少其他的爱好，就只能与物质来交
流。其实，她们需要的是情感的关怀，而不是物质。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正视自己的情绪，尤其是
不良情绪。从小我们就被告知，悲伤、哭泣、发脾气等
行为是不好的，于是我们每当有情绪想这样子的时
候，就主观地把它们压抑下来，但负面情绪也是有能
量的，它不会消失，要么一直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引起
身体组织和器官的病变，要么即时转化成其他形式，
最终借由这个渠道释放出去——花钱就是渠道之
一。”郝大鹏说，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突发的变故会
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突发变故带给人们的心理
创伤，会极大地影响一个人的消费健康。比如有些女
性在亲人逝去后，就变成了“购物狂”。也就是说，解
决了人生的缺失，需要用钱去弥补的部分就会少很

多。不健康的消费行为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些心理误
区，找到它，就可以拯救你的金钱。

其次，你需要根据自己的心理需要，找出一个用
钱的方向，比如：你需要一个幸福的家庭，你就要把钱
花在家人和居住环境上；你需要一个成功的事业，你
就要把钱花在能力提高和事业投资上。有一位老人，
花光了除购买生活必需品以外的积蓄，买了一堆花种
子，当它们绽放为一片花海时，在与自然的交融中，她
感受到幸福。评估钱花没花对方向的，只有你自己，
也只有你知道哪种“用钱之道”最适合你。

然后，当你找出了自己“用钱方向”，你就可以明
确地区分出，哪些东西是你的生活必需品，哪些是不
必要的奢侈品。把大部分的钱只花在必需品上，这样
花钱会更合理，也会存得很轻松。

总之，我们要和钱保持的关系，应该是主动支配，
自由选择。用钱之道并非是节制花钱，而是将你的身
心从物质的原始积累中解放出来，真正去购买爱与快
乐，而不是被动地发泄。因为钱只有在支撑人“活得
更好一些”这个愿望时，才具有价值。离开了人的愿
望，钱就会变得跟废纸一样，毫无意义。而每个人的
用钱之道都是独有的，祝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六）绝招：花钱前必问的几个问题

（五）解决：培养健康的用钱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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