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张萌

我们在选择伴侣时，只看重对方的相
貌、才华、经济条件、责任心及三观，却很少
有人去注意对方的“消费观”。但正是这个
被忽视的消费观，很多时候成了婚姻的硬
伤。

一家理财网站做过一个关于钱与婚姻
关系的调研。结果显示，平均每对夫妻每
年会因为钱的问题争吵39次；无论男性还
是女性，花销矛盾均列在与配偶吵架原因
的前三名；花钱的分歧会对夫妻关系产生
巨大破坏力。得出的结论是：花钱的认同
度（即消费观）是否一致，是决定婚姻关系
是否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谈恋爱要谈消费观

小宁的男友来自农村，大学毕业后应
聘到一家机构，工资不高但他很安于现
状。因从小养成了节俭的习惯，所以容不
得小宁半点“浪费”。小宁逛商场买了一支
两百多元的口红，男友看见了，一脸不高
兴，还说网上二三十元的也能用。小宁说：

“我花的是自己的钱！”
两人出去旅游，小宁想找一家干净舒

适的酒店，男友却坚持要找个便宜的旅
馆。出去吃饭，小宁觉得好不容易来趟海
边，想吃点海鲜，但男友却不同意，还说她
不会过日子。小宁当场就爆发了：“我和你

出门费用平摊，又没占你一点便宜。但你
只考虑你不想要什么，从不考虑我想要什
么！”

虽然那场旅行不欢而散，但小宁很感
谢那次体验，让她没有盲目地进入婚姻。

其实，很多时候，穷本身并不可怕，怕
的是穷的心态。真正的会持家，是结了婚
一起挣钱，通过两个人的共同努力，创造出
舒适的生活。而不是在随遇而安中，你过
得省一点，我过得差一点，最后越过越穷，
反而失去了单身状态时的那股朝气和拼劲
儿。爱一个人，不是让她降低姿态，去迁就
你的低标准，而是要不断努力，和她一起过
越来越好的生活。

消费认知失调

最近，梅与丈夫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
吵。因为梅无意中看到丈夫的网购支付账
单，不到四个月时间，他花了5万多。

丈夫属于享受型，梅属于节约型。平
时他们就摩擦不断，丈夫总抱怨梅不会享
受生活，梅则不认可丈夫的消费观。有了
孩子后，丈夫给孩子无论是买玩具还是买
用品，从不考虑价格，多贵都舍得买。还说
就一个孩子，干嘛节约？丈夫消费的态度
很随性，正因为如此，他挣得不少，但并没
有积蓄，基本上算月光族。去年公公做手
术，丈夫拿不出钱，后来是梅动用了自己的
存款。

与梅的家庭相反的是慧的家庭。慧是
一位中学老师，结婚五年，丈夫各方面都不
错，就是很抠门。每次涉及到消费，丈夫的
态度就让她很不舒服。

去年，北京的冬天很冷。于是，她和几
个闺蜜相约，趁寒假带着孩子去云南玩了
一周。但回来之后遭到丈夫的各种指责：

“来回得花多少钱，就不为今后的日子做打
算？”在云南，慧买了一枚心仪已久的项链
坠，丈夫看到就说：“净买些没用的东西。”

上周，慧下班后接了孩子去超市买东
西，回来时大包小包，还带着孩子，慧就叫
了出租车。丈夫又和她吵：“真不会过日
子，多走几步路能累死？为什么非要打
车？你这消费观真有问题！”

慧很委屈：“几乎每次消费，丈夫都是
说没有必要买这么好的。但我们努力挣钱
的目的，不就是想要生活过得更好吗？”

夫妻彼此的消费观不同，这样的关系
的确很累。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生命个体，来自不
同的原生家庭、成长经历及教育环境，但这
并不必然造成双方的矛盾，矛盾的根源在
于，双方在观念不一致的情况下，一方用自
己的观念去绑架别人，强迫另一方接受他
的观念。

在消费观上，慧的丈夫就是不允许慧
和自己不一样，他的认知里有一种倾向：我
是对的。你和我不一样，就是错的。我要
找理由反驳你、否定你、说服你、改变你，才
能维持自我的认知一致。其实，这是一种

“认知失调”。
“认知失调理论”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

家利昂·费斯汀格提出的，他认为：如果两
种认知出现不一致，就会导致心理不适。
个体就会借助“最小努力法则”，即采取最
节省能量的行为，去干涉其中一种认知，使
它们变得一致，去消解这种紧张不安。

成熟的人，会用自己的内在力量去解
决认知失调，不轻易干涉和评判他人。但
有些人则会用“自我实现倾向”，用自己的
观念来要求别人，他们会把矛盾问题二元
化为两个标准：“应该怎样做”和“不应该
怎样做”。不仅以此要求自己，也以此要
求别人。你和我不一样，就是错的，就是
不正常。

如何获得消费观的平衡

婚姻是以法律的形式是把两个人链接
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即使彼此秉承财务独
立，也难免落入“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
我的”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利益关系中。
和伴侣遇到消费观的冲突，应该怎样处
理？消费观不一致，就一定走不下去吗？

心理咨询师、婚姻家庭咨询师叶子认
为，对于恋爱中遇到的消费观差异，请不
要过早下定论，应该给自己一点时间去进
一步接触考察：到底不同是好处还是坏
处？是否能够承受这个差异？是否可以
通过打磨两人的差异从而形成互补？消
费观的和谐在感情中确实很重要，毕竟婚
姻的存续需要几十年去打磨，不要在初期
就过早地把自己原生家庭的习惯套用到
Ta身上，造成彼此压抑而难以进一步发
展。

任何婚恋关系都不可避免会涉及消费
问题，也有不少夫妻就是因为消费观上的
分歧而分手。

两性情感咨询师黄骐认为，面对这个
问题，最重要的是，双方能否彼此尊重，敞
开沟通。

未必要让对方的消费观和我们完全一
致，但是在一些共同花费上，两个人可以商
量着决定，大方向有共识，细节可出入。而
且要考虑对方的感受，各为彼此让一步。

敞开沟通，意味着我们需要分享各自
对于消费的看法。如告诉对方：哪些钱我
觉得是可以省下来的，哪些钱是在我看来
必要花的，针对自己家庭的财务状况是应
该多花、多攒、还是多投资。两个人只有
敞开沟通，才有可能找到一个平衡点，达
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好的关系不是彼此
检视对方的消费行为，而是双方朝着同一
个方向看，形成双方认可的财务目标与消
费限额。

消费观没有对错，它只是温饱基础上
的一种消费选择。你节俭，我也节俭。你
奢侈，我也奢侈。或者，我不节俭，但我尊
重你的节俭，你不奢侈，却愿意满足我的奢
侈。最终你没那么抠，我也不那么乱花钱，
我们都因为爱，改变一点自己的消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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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约定 矛盾变默契

婚恋咨询室咨询室

■ 马丽媛

很多夫妻争吵时，经常把原因归结
于双方性格不合，指责对方“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而事实上，婚姻关系一步步
进阶，也就是在种种“不合”中，慢慢磨合
而成。

说起我和爱人的“性格不合”，就不得
不提我俩的消费观。

我俩消费观不同的矛盾，在我们谈恋
爱的时候就有。当初，他不理解我为什么
会花钱看一场已经看过的电影，我们俩互
不相让，吵了起来，最后，我一个人在影院
看电影，而他，独自回宿舍生闷气。为这件
事，我们俩差点分手。

因为，我觉得，一个男生恋爱时都不会
迁就女朋友，婚后就更别提了。

果然，结婚后，这样的矛盾时有发
生。买冰箱时，我要选大一点的，为了能
放东西。而他认为太大占地方，不实用。
我一再坚持，他就把我一个人丢在商场，
独自回家……

历史一再重演，我们经常为了买东西
而闹矛盾。总在一个坑里跌倒爬起，这可
不行，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
题。于是，经过了多次的磨合探索，在花
钱方面，我们也做了约定：买东西之前，先
确定谁说了算，然后由那个人负责去买，
买回来后，另一个人不能抱怨，不能批评
买得不好。

直到现在，我们仍然默契地沿用这个
约定。家里所有的电子产品，都是儿子和
老公商量着买，我就负责点赞，因为我知
道，那个东西能用就可以，他们两人高兴最

重要。
实际上，每次他们俩采购回来的东西，

都比我预想的要好用很多。我省心省力，
何乐而不为？

在磨合的过程中，我也放下了一些自
以为是的观点。在消费时，开始更多地考
虑他的需求，除了自用的日用品和衣服不
征求他的意见，其他重要的东西，都先征得
老公同意再买。

至于两个人的收入，我们都是各管各
的，需要用钱的时候，两个人互相支持一

下。要是有了共同的消费目标，我们就
把两人手头的钱都拿出来，凑一凑，看够
不够。

经过这么多年的磨合，我们俩的消费
观念还是有所不同，但是并不影响我们的
婚姻生活。我们的婚姻生活有很多自由，
既有点像自己一个人独立生活，两人又都
在互相照顾和理解对方。

回头看来，现在，我能在生活中感受
到很多的自由和舒服，都来自于自身的
成长。

■ 梁朝晖

一位三十出头的女子觉
得:闺蜜和同事都有几个奢
侈品包，而且周围人的消费
水平都挺高。所以，她也一
狠心，攒了四个月的工资，买
了平生第一个两万多元的
包。没想到遭到先生的强烈
反对，说她太爱虚荣，不知道
家里要还房贷，孩子马上上
学又要花一笔择校费。

先不判断到底谁对谁
错，更重要的是别让矛盾激
化，少让感情受伤。

有的妻子认为自己的钱
是零花钱的想法不够理性，
若对方收入很高，又认可你
这种想法，你的零花钱论才
可以操作。否则，都是工薪
阶层，两口子得一起支撑这
个家。

欧亨利在《麦琪的礼物》
中写了这样一对夫妻，为了
给丈夫买一条白金表链作为
礼物，妻子卖掉了一头秀
发。而丈夫出于同样的目
的，卖掉了祖传金表给妻子
买了一套发梳。然而，现实
生活这么过却不现实，过度

牺牲并不可取。
夫妻间，若有一方愿望过于强烈，就

依从并满足吧。而另一方，得到满足，也
要用满足对方做交换。

什么样的消费愿望都值得尊重，但
达成消费的方式还需三思。还要教育我
们的孩子，有的东西，在某个阶段得不到
是正常的；有的东西，就是努力了，得不
到依旧是正常；但努力会让得到的概率
加大。

（作者系知名心理咨询师、婚姻家
庭指导师）

我30岁，2019年领证。领证后在确
定举办婚礼时间时，公婆找人算日子，说
我那一整年都不能结婚。为此我和老公
大吵，后面作罢。

年底，公公癌症复发，第二年年初去
世，再也没人说婚礼一事。近期身边比
我们晚领证的人筹办婚礼，我又提起此
事，结果两个小姑子大力反对。我跟老
公又大吵一架。

另外就是他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认
识。平时房贷是他还，车贷我还，生活用
品嫌我买得贵也是他买。这样他每个月
基本没什么钱了。

一次，购房首付时借别人的2万元，
我直接还了，对他说：“用我的钱还的。”
他非常不满，说我不应该这么说，是因为
他的付出我才能存到钱，是我们的钱，不
是我的钱。

我想不通，他觉得他的工资就是他
的，而我的工资是属于两个人的。我说：
要么你把所有钱给我，要么就按照工资
比例折算，我以后也付房贷加车贷。他
说，那就把所有的钱都给我。我表示我
本意就不想管钱，现在更迷茫，我和他家
人的关系都不好。从恋爱到领证在一起
五年，他很多时候都没有丈夫的责任感，
在家就想当大爷，什么都不干。我这段
婚姻的问题在哪呢？是否还有救？

颜欢

颜欢，你好！
你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明明已经结了婚，成为

了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在自我意识和生活习惯上却
没有建立婚姻的概念。

没办成婚礼成了你的执念，仿佛没有这个仪式
感的开启，你们就不是一对夫妻。你们顶着夫妻的
名头，过着男女朋友的生活。然后又因为领了证，感
觉被套牢了，所以把一些本来是婚姻当中正常的生
活都当成了负担。

说得再直白点，你们的婚姻变成了一锅夹生饭，
怎么加水再焖都感觉不是那么好吃了。比如在夫妻
共同收入的支配上，他说的没错，你的钱也是你们的
钱，他负担了房贷和生活费的大头，你只给了车贷，
是小头，所以你能存下钱，这也是客观事实。

可你不满意，觉得他小气算计，然后他说可以把
钱都给你，由你来统一支配，你又说你本意不想管
钱。

如果你真的想要把婚姻经营好，还不赶紧趁势
接管他的收入，掌握了家庭的财权，才是婚姻生活中
安全感的来源之一啊。

你的案例非常典型，又是一起只谈感情，不谈现
实，连婚姻规则都没有建立起来，就盲目走进婚姻的
典型。

结婚之后才发现，钱怎么用没有共识，对待双方
家人的关系没有默契，家务的划分也极不清楚，那你
们这场恋爱都谈啥了？

著名心理治疗师、家庭治疗创始人萨提亚在《新
家庭如何塑造人》这本书中提到这样一个理论：“每
对夫妻关系都包含三个部分：你、我和我们；两个人，
三个部分，每个人很重要，每个都有自己的生活，每
个部分都使其他部分变得更为可能。”

夫妻之间的爱情能不能在婚后持续取决于如何
运作这三部分，这对婚姻非常重要。比如夫妻需要
共同决定一些原来只需一个人处理的事情——金
钱、习惯、休闲、工作以及宗教，“爱是一种感觉，能让
人开始一段婚姻，然而也是日常的生活——他们的
过程，决定他们的婚姻会如何进行。”

选择一个人结婚，不仅是因为对这个人有感情，
还因为你能预料到对方在婚姻当中会是一个很好的
伴侣。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事前对未来婚姻中的模
式有过交流和探讨，收入怎么分配，家务事如何分
担，双方家人以什么原则来交往，每一桩都应该经过
双方的认可，达成共识。

不要轻易离婚，因为你们根本还没有真正的结
婚过。今后试着好好沟通一下，适应彼此已经是丈
夫和妻子的角色的转变，建立一套婚姻中的相处模
式，逐渐适应婚姻的要求。

恋爱5年感情应该是够的，差的就是某些话没
有说透，每天总是埋怨和唠叨会让双方都不舒服。

爱情可以靠激情维护，而婚姻，则复杂得多，婚
姻中的感情更为现实，它必须来自一个人的心甘情
愿，如果没有足够的获益爱，就会像种子没有阳光和
水分一样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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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姻生活中，每天都与消费脱不开关系。小到柴米油盐，

大到买房买车，每件事都与夫妻二人的消费观息息相关。因为消

费观的不同，会有各式各样的矛盾渗透在生活中，决定着生活的

品质与婚姻关系的融洽程度。无法融合的消费观成了很多婚姻

的拖累。

其实，消费观没有对与错，但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得步调一

致。在婚姻中，两人达成一致或相近的消费观是每对夫妻应有的

生活智慧。消费观有分歧的夫妻，不妨试着向对方的消费观靠拢

一点，两个人的结合，并不是遵照你认为对的标准去过，而是要按

彼此都能接受的方式去相处，才能实现夫妻同心，共建美好。

如何“磨”出同频消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