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消费上的轻断食，让我体会到一种“不慌”的新活法。我意识到，有些消费只是锦上添
花，没有这些花，草的生活也另有一番滋味。在消费降级、生活简化的过程当中，我照样怡然
自得，热爱生活。最关键的是，我体会到一种去焦虑的心境——不必逼自己去过一种“同比
增长”的人生。愿生活中我们可以像花一样娇艳，也能像草一样强韧。

■ 梁爽

今年看了纪录片《和陌生人说话》“抠组
大神”王神爱的访谈后，我决定改变自己，实
践一种极简生活方式。

32岁的南京女子王神爱，豆瓣抠门组组
长，投资储蓄率达90%以上，毕业9年已在南
京买了2套房。她身上穿的外衣裤是从朋友
不穿的衣物里挑选的，戴的帽子是爬山捡到
的。就连老公也受她影响，用的手机是32G
的。王神爱有种把生活中任何损耗转化为钱
的本领，她认为自己已达到最低档次的财富
自由——不是挣得多而是花得少。

“抠”的是钱，“长”出的是蓬勃生命力

王神爱这期节目引发了不少争议，很多
年轻人不赞同她的抠门方式。实话说，一开
始她说到自己的生活理念和抠门习惯，我也
无法想象，但最后她说到抠门给她带来野草
般蓬勃的生命力，我跃跃欲试了。

因为这段话深深扎到我心里了。“我感觉
自己是站在地上的人，根扎进土里，生活想要
摧毁我，是没有那么容易的。我不想去当那
种人人都夸、人人都说美、但需要很大力气去
维护的花朵，选择适合自己的，像野草一样活
下去并且旺盛地活着，就算把我踩得感觉只
剩根了，没过几天我又会冒出来。”

最近这几年，我挣钱比以前多了，花钱也
比以前猛了。而我真正焦虑的是自己日渐增
长的消费欲望和担心赚钱能力不相匹配的矛
盾，以及由俭入奢易和由奢入俭难的反差。
而且我内心还有一套花钱理由：不多花点，那
多赚钱图什么；我太辛苦，要犒劳我自己；我
写文章，要多体验生活；孩子太小，什么都要
好的……

去年我们买了一套地段不错的房子，当
时想把现在的房子卖掉变现。可谁知房地产
调控让二手房迅速遇冷，又遭遇疫情，更是无
人看房买房了。努力让生活越来越好，但还
是会担心“越来越好”只是一厢情愿的易碎
品。我已感知到花朵般生活的脆弱性，并对
这种脆弱和无常非常焦虑。

践行极简生活，主
动让内心的消费主义
降噪

看了王神爱的访谈，
我决心拿自己做一次实
验，看看自己像野草般生
活一段时间会不会有蓬勃
的生命力？当然我不会用

“抠神”的方法，对于极简
生活，我有自定义的想象
和做法。

梳洗台上，护肤品只
留下水乳，把眼霜、精华等
暂时先收起来，彩妆品只
留下隔离，把高光、睫毛膏
等暂时收起来；泡沫洗手
液用完了，不买新的，就用家人常用的香皂；
进口洗衣液用完了，去超市买国产的大包替
换装；购物APP集中在一个文件夹里，放在手
机页面不显眼处，大大减少非必需购物。

今年“双十一”，我只买了些生活必需品，
也没有大规模采购书籍，把家里那些买了很
多但一直没机会用上的书先拿出来看。逛优
衣库时，我还以几十元的低价入手了2件瑕疵
品。

以前我总是去超市买有机蔬果，现在发
现菜市场的蔬果更新鲜；以前我隔三岔五就
要外出就餐，疫情后总在家做饭，家常菜的谐
音梗就是“家常在”吧；就算要点外卖，我也刻
意比往常少点一个菜，七分饱的感觉很不
错。最近多地疫情反复，孩子的早教机构、我
的瑜伽机构全部关停了线下课，我就开始当
自己的运动教练，也当孩子的早教老师。我
把故事记下来讲给女儿听，和老公在家陪孩
子玩躲猫猫，孩子发出了课堂上没有的朗朗
笑声。

这场生活实验已持续了一段时间，我的
皮肤没有因为没抹精华、没做面膜就出现异
常，看上去和平时差不多；用香皂洗手也没觉
得手粗糙了，用超市替换装的洗衣液洗衣服

没觉得衣服洗旧了；第一次买有轻微瑕疵的
衣服，居然让我有了捡着便宜的兴奋；尤其是
给孩子做早教、陪孩子玩，极大缓解了我的育
儿焦虑。

日常穿衣用度的品质下降一点，却意想
不到省下了不少钱。在这个过程中，我好像
体会到王神爱说的那种“野草般的蓬勃生命
力”。在消费降级、生活简化的过程当中，我
照样怡然自得，热爱生活。最关键的是，我体
会到一种去焦虑的心境——不必逼自己去过
一种“同比增长”的人生。

“生活不是为了赚钱，但是想要的生活都
需要钱"，以前我对这话深信不疑，但现在我觉
得想要的生活，或许并不需要那么多钱。我
意识到，有些消费只是锦上添花，没有这些
花，草的生活也另有一番滋味。我用更科学、
更适合的行为，主动让内心的消费主义降噪。

的确，饮食上的轻断食，会让人提高消
化能力；护肤上的肌断食，会让皮肤功能更
强劲；消费上的轻断食，让我体会到一种“不
慌”的新活法。今后，不管我采用什么样的
生活方式，我都不是原来的那个我。愿生活
中我们可以像花一样娇艳，也能像草一样强
韧。

“消费主义逆行者”，顾名思义就是走在消费主义对面的人，很多人认为“不要买”更能传递它的特征。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消费观，自洽就好。不管是“买”还是“不买”，重点还是看清楚自己是否需要，是否
真的喜欢，能否坚持使用它，可否不被消费主义裹挟，注重自己的内心和实际需求，过物尽其用的生活。

■ 张丰

如今，在各个购物App和社交媒体，
到处是鼓励人们“买买买”的声音。“买买
买”算是一个新词，它突破了汉语常见的
构词法，却也正好表达了商品社会的典
型特征。一个“买”是需求，两个“买”是
虚荣，到了三个“买”，就可能是一种病
症。一些人会为了买而买，把购买行为
本身视为一种乐趣，有时一件衣服买来
从来不穿或干脆忘记。实际上，没有多
少商品经得起这样的审视：真的必需要
买吗？

我小时候，每年大概只在过年时会
买一次新衣服。那样的购买不但盛大到
有仪式感，也确实是生活的必需。那还
是物质匮乏时代的尾巴，父母会谨慎对
待每一分钱，给老大穿的衣服，最好老二
还能继续穿。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对待
当下的生活，我们可以做到10年内都不
买衣服，因为衣柜里的衣服还都完好无
损。

如今，人们已经过了只买必需品的
时代，商家要不断创造“买的理由”。事
实上，消费主义时代的特征不是创造产
品，而是创造需求。一些商家还会为购
买这一行为赋予精神内涵：你购买的时
候不但是在“减压”（心理需求），也是在

“成为更好的自己”（精神需求）。
所谓的“消费主义逆行者”，就是对

这种趋势发出诘问和反思。他们并不是
主张大家“勤俭节约”“拒绝购买”，而是
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购买行为，发现哪些
东西是“过度的欲望”，哪些是“智商税”，
从而让参加讨论的人能够冷静下来，避
开“雷区”。他们其实是通过讨论来达到一种“自我疗
愈”的效果，让自己从“买买买”的焦虑中解脱出来，从
对商品无限的欲望中脱离，从而获得某种面对商品的

“主体性”。
的确，购买行为可以解压，但那种缓解是临时、转

瞬即逝的，就如同抽烟一样，瞬间的快感后可能是对健
康的损伤。而“逆行者”这种通过思考、讨论和谨慎的
行动来达成的“疗愈”，则是更有价值的“治疗”。这种
行为，追求的是人的主体性和对生活的控制感：人是商
品的主人，而不是相反。

苏格拉底有句名言“未经反省的生活是不值得过
的”，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生活中，我们未必需要真
的“断舍离”，或者去追求一种家徒四壁的“新贫穷”。
但是，懂得对自己的购买行为进行反思，仍然是有价值
的。这种反省，本身就是一种有品质的精神生活。

■ 袁秀月

今年“双11”，购物狂欢已从一天延长为一
个月，在各路大促信息的“轰炸”下，仿佛不买
点什么就“错过了一个亿”。然而，在“买买买”
的声音中，却有一群人说“不要买”。它来自豆
瓣的“消费主义逆行者”小组，这里有近30万
人，他们尝试对购物行为进行反思与审视。

看清套路抵抗诱惑，不被消费主
义裹挟

在购物狂欢中，“买它”似乎不需要太多理

由，而不买至少要经过一番挣扎。这便是“消
费主义逆行者”小组正在做的事。“消费主义逆
行者”，顾名思义就是走在消费主义对面的
人。很多人认为“不要买”更能传递它的特征，
并称其为“不买组”。

“很多人理解这个小组想表达的意思是
不消费、省钱。其实不是，只是不被消费主义
裹挟，注重自己的内心和实际需求，过物尽其
用的生活。如果一样‘无用’的物件让你非常
喜欢，看到它会让你安心或愉悦，也是不用抗
拒去购买的。”组长“碎碎铁”表示。

相较于线下购物，消费者在网络购物时会
更加冲动，从中也可以窥见消费市场更多“套
路”。“这么多年了，我也着实不理解为什么付尾
款要在半夜，是怕白天人清醒了吗？”今年“双
11”有网友如此发问。还有网友建议，不要为
了凑满减去买一些不需要的东西，不要大规
模囤牙膏、洗发水、沐浴露，去年买的现在还没
用完。在“碎碎铁”看来，通过制造焦虑，让你
觉得只有买了这件商品，自己就会变得更好
的，都算消费市场的套路。“这些不仅仅是包
包、衣服、口红一类的产品，一些网上课程、培训、
健身都是这样的套路。”

为了抵抗消费市场的诱惑，“消费主义逆
行者”组员们想出了很多小妙招。比如有人
用表格整理分析了家中199件衣服，总结出
自己的购物模式、衣服的闲置率和原因，以及
应对策略；有网友分享取关卖衣服的博主微
博，会丧失80%的购买欲；还有网友从色彩

心理学角度出发，把购物软件主题变成绿色，
就会毫无购买欲望，等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消费观，按需
购买“自洽”就好

前段时间，豆瓣“抠组”资深成员王神
爱因“毕业9年抠出两套房”被骂上热搜，
很多人并不认同“抠门”“极简主义”的生活
方式。“碎碎铁”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消
费观，“自洽”就好。

“我本人是非常喜欢吃美食的人，所以吃
火锅一定不算消费主义，但可能有些人认为
食欲和物欲是一样的，他们的必须是‘吃饱不
饿即可’，那对他们来说，网红力推、热门必吃
之类的就算妥妥的消费主义。”

在“碎碎铁”看来，消费习惯不同很正
常，不去评价其他人群的喜好，从“买买买”
里能获得乐趣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不管是
消费什么，重点还是看清楚自己是否需要、
是否真的喜欢、能否坚持使用它。一次消费
并不会直接把你变成更好的人，更重要的是
你真的了解自己，接纳自己，产生内驱力。

而“不买组”聚集的，都是主动和自发地
“不想买了”的人群，是对“买买买”产生怀疑
的一群人，可能是想控制自己的购物焦虑感，
也可能是希望回归生活本质、注重内心需
求。其实，消费方式的变化，不仅代表着单纯
的“不要买”，还意味着年轻人开始思考，自己
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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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万年轻人为何对“买买买”说不？

近日发布的《当代青
年消费报告》显示，“90
后”中只有13.4%的人没
有负债，而86.6%的人都
接触过信贷产品。除还房
贷外，60%以上的“90后”
将贷款用于提高生活品质
和休闲等。有专家认为，
年轻人不应过度贷款进行
超额消费，进而掉入“消费
主义陷阱”。

商品社会中，一些年
轻人有时会用攀比消费、
炫耀型消费去标榜个体的
独立性。但近日一个“疫
情后你会理性消费还是报
复性消费”的热门讨论给
出了最新答案，在相关调
查中，多数网友选择了“不
会报复性消费”，甚至悄然
转变了生活方式，从“囤
货”转向“清仓”，从追随潮
流转向“极简”，努力挣钱
存钱才是“王道”。比如，
今年豆瓣上围绕“消费降
级”“极简生活”“攒钱”等
关键字的豆瓣小组成员数
量暴增；商家套路、制造焦
虑、消费文化等促使人们
消费的“元凶”被一一拎出
来“数落”；热度最高的帖
子是关于服饰、化妆品如
何降级，囤货如何消耗，每
天消费的星巴克、奶茶可
否通过自制饮品来替代，
自己做饭远离外卖等；《断
舍离》《我决定简单的生
活》等书籍再度被列入人
们的书单。年轻人开始思
考如何更好创造性发挥生
活智慧，不被消费主义催
生的欲望绑架。

苏格拉底有句名言
“未经反省的生活是不值
得过的”。生活中，我们未
必需要真的“断舍离”，或
者去追求一种家徒四壁的
“新贫穷”。但是，懂得对
自己的购买行为进行反
思，这本身就是一种有品
质的精神生活。不管是消
费什么，重点还是看清楚
自己是否需要、是否真的
喜欢、能否坚持使用它，一
次消费并不会直接把你变
成更好的人，更重要的是
你真的了解自己，接纳自
己，产生内驱力。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消费观，只要是注重
自己的内心和实际需求，
不被消费主义裹挟，过物
尽其用的生活，无论是消
费降级还是生活简化，都
会怡然自得，“自洽”就好。

乐活态度态度

实验极简生活实验极简生活，，像野草般蓬勃生长像野草般蓬勃生长

乐活新主张新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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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有句名言“未经反省的生
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中，我们未必
需要真的“断舍离”，或者去追求一种家
徒四壁的“新贫穷”。但是，懂得对自己
的购买行为进行反思，仍然是有价值
的。这种反省，本身就是一种有品质的
精神生活。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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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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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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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反

乐活日子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