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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师观点

5 月 10 日，由市婚姻登记
中心和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联
合组织的第二期“执手婚姻 幸
福‘义’家”新婚家庭辅导员培
训班开班。

本次培训班为期4天，吸引
70多位学员参加，包括心理咨询
师、婚姻家庭调解师以及具备法
律、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等
专业背景的社会工作者。课程由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省婚姻家
庭协会副秘书长梁健强，义乌市
家庭教育讲师团讲师郑奕仙教
授，基础课程含婚姻心理学、家
庭教育、新婚家庭辅导模型以及
家庭支持体系等四大模块，实操
课程聚焦婚姻家庭危机干预策
略，通过实战演练让理论知识转
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图为培训中实操课堂。

第二期新婚家庭辅导员
培训班举办

随着“五一”假期落幕，

旅游市场再度交出亮眼成绩

单。据文旅部最新测算数据，

今年“五一”，全国国内旅游

出游达 2.95 亿人次，同比增

长7.6%；旅游收入方面，国内

游客出游总花费达1668.9亿

元，同比增长12.7%。

小长假狂欢之后，有些

人在一阵“补偿性消费”热潮

中猛然觉醒，陷入懊悔中，不

禁自问“花钱为何那么冲

动”。实际上，花钱这一行为

和心理学、社会学有着很大

联系，学界甚至还专门为它

衍生出一门新的交叉学科

——行为金融学。本期《心灵

护航》，我们聊聊“怎样才能

让日常消费更加理性”。

去年深秋，当爱情的果实
终于结成婚姻的契约，丽清（化
名）和东明（化名）的故事似乎
迎来了最美的篇章。然而，现实
的棱角却在他们还未举办婚礼
就悄然划破了这份美好，这段
跨越 4 年、饱含着无数思念与
坚持的爱情，终究未能抵御住
生活的琐碎与考验。

丽清与东明的故事，始于
大学校园，丽清是义乌人，东明
是湖州人，因为祖籍都在浙江，
两个人一见如故、格外亲切。大
三那年，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大学毕业后，两人回到各自的
家乡，分别找到一份相对稳定
的工作。

“尽管很少见面，我们还是
没有放弃这段感情，只要有假
期，东明就会来义乌看我，有时
我也会突然出现在他单位楼下，
给他惊喜。”丽清说，异地恋两
年，包括父母在内的很多人都劝
她放弃，但她坚定地认为和东明
相恋很幸福，几百公里的距离对
自己来说并不算什么。东明的父
母也不看好这对异地小情侣，他
们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在本地找
一个对象，并多次安排他相亲，
但都被东明拒绝了。在东明心
中，丽清就是自己的唯一。

4年时间里，他们经历了从
相识到相爱、再到异地恋的种种
考验，每一次相聚都如同久别重
逢，每一次离别都是对感情的
又一次锤炼。正因为有了4年的
感情基础，去年下半年，丽清和
东明有了结婚的打算，双方父
母也相约见面，两人的婚事最
终被敲定下来。11月初，丽清和
东明订婚并领了结婚证，还把
婚礼日期选在今年“五一”。

然而，婚姻并非仅仅是爱情
的延续，它更是两个家庭的融
合。春节后，丽清辞去义乌老家
的工作，带着对未来的憧憬，踏
上了远嫁湖州之路，却未料到，
等待她的不光是与爱人朝夕相
处的甜蜜，还有生活习惯的差
异、婆媳关系的复杂。曾经那些
被爱情光芒遮掩的现实问题，像
潮水般涌来，让她措手不及。

东明和父母住在一起，丽
清原以为和长辈一起生活，家
务事方面可以得到帮衬，一开
始也欣然接受。可是好景不长，
因为生活习惯不同，再加上当
地方言自己听不明白，丽清常
会有强烈的孤独感，从而莫名
地失落和悲伤。“有时我会向东
明抱怨和倾诉，希望能够获得
安慰，但只要东明的母亲看到
我掉泪就说我矫情，我让东明
周末陪自己回娘家，她也会横
加阻拦。”丽清说，婆婆比较排
外，内心并不接受自己。

和东明矛盾激化是在今年
3月底，由于丽清在湖州迟迟找
不到合适的工作，不免有些小情
绪，东明来喊吃饭的时候丽清没
有应声，他的母亲便阴阳怪气地
说她“脾气比本事大”，两人因此
吵了起来。“本以为东明会替我
说话，没想到他竟指责我和其母
顶嘴，我一气之下回了娘家。”在
湖州生活的日子，让丽清体会到
远嫁的不易，但丽清已经领了结
婚证，此时分手就成了二婚。“我
告诉自己，如果东明能来道歉，
我就给对方台阶下。没想到，一
周后，其母竟然带着东明前来兴
师问罪，还警告我，如果不好好
过日子，就趁早分手。”东明母亲
的话让丽清十分气愤，分手在
所难免。可就在丽清和东明闹
分手的时候，他的家人提出退
还18万元的彩礼钱和首饰，丽
清对此表示无法接受，自己已
经和东明生活了两个月，也领
了结婚证，而且为了结婚辞掉
了工作，难道就不应该得到应
有的补偿吗？

因为彩礼的事情，双方父母
各不让步，东明的母亲还放出狠
话：“如果丽清不退还彩礼，她就
以骗婚罪将丽清告上法庭。”请
帖都发了，婚礼却被叫停这件事
让丽清的精神世界逐渐崩溃，抑
郁的情绪如影随形。她甚至质
疑，这场婚姻是否从一开始就是
一个错误，而自己又是否有足够
的力量面对即将到来的一切。法
律、道德、情感与现实的碰撞，让
她的世界一片混沌。

异地恋修成正果
却败给生活琐碎

分手的决定，对于丽清而
言，不仅意味着感情的终结，更
是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和对未来
的迷茫。她曾为了爱情勇敢放弃
一切，如今，却要为此付出沉重
的代价。彩礼争议，让原本单纯
的情感纠葛变得复杂而沉重。

面对这样的困境，丽清需要
的不仅是法律上的援助，更重要
的是心灵的慰藉和自我疗愈。人
生总会有不期而遇的风雨，但每
一场雨后，天空总会更加清澈。
丽清的故事，虽然充满了遗憾与
苦涩，但也是一次成长的机会，
教会她在未来的路上要更好地
爱自己，在婚姻中要有与爱人和

其家人相处的生活智慧，同时也
要有修补婚姻漏洞的能力。

或许，真正的结束，是为了
更好的开始。丽清需要明白，无
论结果如何，都不应否定过去的
自己，每一次经历都是生命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她可以寻求专
业的心理咨询帮助，逐步走出抑
郁的阴影，找回曾经那个乐观、
坚强的自己。同时，也应该学会
放下，有时候，适时放手，是为了
给自己留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

故事的最后，不论法庭上
的判决如何，丽清都应该记住，
自己的价值远远超过任何物质
的衡量。

据心理研究表明：购物作
为一种自我奖赏，能抵消人们
内心的负面情绪，从而消除工
作学习上的压力，不仅能成功
地转移我们身体的疲 惫感，
还能作为一种对剥夺时间和
精力的补偿，带来瞬间的快
感和满足。同时，当我们购买
心仪的某样特定品牌、款式或
风格的商品时，还可以更好地
展示自己的个性和品位，让我
们更加自信。

“我们可以把购物作为一
种暂时释放压力的有效方式，
但过度或冲动消费后，当我们
看到储蓄的亏空、巨额的账单，
由此产生的强烈心理落差，也
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失落、懊
悔和烦恼。”因此，贾春梅建议，
我们要控制好自己的购物欲
望，避免过度消费给自己和家
庭生活带来不良的影响。

首先，我们要明白花钱消费是为了
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和提升生活质量，
而不是为了攀比和满足虚荣心。我们可
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收入或家庭收入，遵
循“先存钱，后消费”的原则，做好家庭
理财计划，避免冲动购物和过度消费。
购物前，先思考花钱买某件物品是否真
的必需，是否会给自己带来实际的价值
和快乐，不宜贪小便宜，从而做出明智
的消费选择。

现在是互联网数字化的时代，购物时
一般使用电子支付的方式，我们可以很方
便地在自己的微信或支付宝App上面看到
每笔支付款项的金额、用途等信息。建议大
家养成每月定期看自己消费账单的习惯，
做到对当月消费账目心中有数。当出现超
支情况时，及时做出调整，保证家庭财务的
整体收支平衡。

其次，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寻找更加
健康和经济的放松方式。适度放松，远离过
度消费，并不意味过于节俭和拒绝享受生
活。相反，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和提升自己的
技能，寻找更加经济和有意义的方式满足
自己的需求和追求。例如，通过读书、锻炼、
与家人朋友一起享受户外活动等方式释放
压力和放松心情。

我们身处一个经济繁荣的时代，商
家们会采取多种方式，让顾客产生购物
的冲动。对此，我们要树立正确理性的消
费观，认识金钱的作用和意义，根据实
际账务能力，遵循量力而为原则，切勿
掉入过度消费的陷阱，避免浪费行为，
让消费真正成为一种美好的人生享受，
而不是一种精神负担。

合
理
消
费
，享
受
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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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我们生活中有一个很常见的
例子：妈妈看上一件价值不菲的
首饰，舍不得买，爸爸得知后毫不

犹豫买下当作礼物送给妈妈，妈
妈开心坏了，觉得首饰是从天而
降的。爸爸买首饰所花的钱，实际
上是从家庭账户中支出的款项。
但妈妈为啥会这么开心？这正是
心理账户在暗地里起作用。

当同样的物品通过另一种
方式出现在妈妈的生活中，原
本被压抑的渴望得到释放，收
到 礼 物 的 妈 妈 会 感 到 格 外 开
心。在她的心里，这不再是对个
人储蓄的消耗，而是爱的传递，
是丈夫对她辛勤付出的认可和
奖励。这份来自伴侣的关怀，为
物品赋予额外的情感价值，让
它跨越舍不得的心理门槛，成
为一个幸福的符号。

“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本无

形的账本，那便是心理账户。”国家
三级心理咨询师、“亲青帮”工作室
副主任贾春梅介绍，它不同于银行
账户的数字累积，而是衡量情感价
值、个人满足与心理平衡的内在尺
度。人们倾向于将收入和支出分配
到不同的心理账户中，每个账户都
有其特定的用途和情感色彩。对于

“辛苦所得”账户里的钱，我们会精
打细算，谨慎支出。而对“奖励”账
户里的钱，我们就会抱着更轻松的
态度花掉。自己花钱时，往往会计
较于实用性与必要性，而在接收他
人赠送时，则更容易感受到纯粹的
喜悦，因为它触动的是情感账户而
非金钱账户。这种差异，让同一笔花
费在不同的心理账户中产生迥异的
心理效应。

消费的情感价值让人愉悦

今年“五一”，鸣谦（化名）本
着犒劳自己的心态，和朋友走进
一家人均消费近千元的海鲜自助
餐厅。鸣谦一进门，就被琳琅满目
的国际美食震撼了：从阿拉斯加
帝王蟹到法国鹅肝，从日式刺身
到意大利手工披萨，每一道佳肴
都让人垂涎欲滴。

鸣谦觉得，既然已经支付了
高昂的费用，就要让自己的“投资
回报”最大化。他首先从海鲜区下
手，挑选了龙虾和生蚝，随后转向
烧烤区，精选了几块顶级牛排。即
便已经开始有饱腹感，鸣谦依然
取了各种精致的甜品和冰淇淋，
每一步都像是在与自己的“厌恶

损失心理”作斗争。
在连续几轮“横扫千军”之后，

鸣谦明显感到身体的负担，但他内
心的声音告诉他：“不能停，这可是
1000元啊！”于是，他硬着头皮继续
尝试更多美食，直到最后几乎无法
站立，胃部的不适感强烈抗议，甚至
呕心想吐。尽管如此，离开餐厅时，
他竟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感，仿佛真
的赢了这场与自助餐的战斗。

然而，回家后的鸣谦整夜辗转
难眠，胃部的不适让他后悔不已。
第二天，他跑到健身房，希望通过
剧烈运动消耗掉昨晚的过度摄入。
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在举重区里
挑战极限，鸣谦再次陷入一种非理
性的补偿行为中，完全忽视了身体
的警告。

行为金融学里有“风险厌恶”和
“损失厌恶”两个概念。有些消费者
会认为，自助餐不多吃点就是一种
损失，人们在面对损失时，会产生

“无比痛苦和后悔”的心理，因此才
会出现“把自己吃吐也在所不惜”这
一结果。

自助餐吃到吐也要“吃回本”

思思（化名）刚毕业一年多，
这个“五一”最大的开支是一场心
心念念许久的旅行。身为一名标
准的文艺青年，早在大学时代，她
就常常独自背包探索世界。依靠着
父母定期的生活补贴和自己兼职
所得，每当银行账户积累至万元，
便意味着一个精彩假期的开始。

对于这场旅行，她事先没有
详细规划预算，只想着好不容易
有了假期，应该好好享受一番。于
是，思思毫不犹豫地预订了五星
级酒店，购买了各种景点的快速
通道票，每晚尝试不同的高端餐
厅，还参与了一些价格不菲的娱
乐活动。每当商家推荐特色商品

或服务时，她总是欣然接受，觉得
这是难得的体验，不应该错过。

“光是订机票酒店，就花了
4000 元；为了旅游，又买了一些
服装、头饰等，价格也不便宜；为
了拍出网红照片，又提前在网上
花 5000 元买了二手单反相机。”
思思说，旅游花销很大一部分用
在景区花花绿绿的游玩项目上，
根本控制不住“剁手”，一条街上
各式各样的餐饮、娱乐设施等，什
么都想体验，虽然门票、项目费用
单价都不贵，但消费次数多了，也
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当旅途告一段落，整理票据
时思思才惊觉，仅仅是游玩项目

的开销就已破千，更别提那些第一
眼爱不释手、归家后却无处安放的
纪念品的花销。旅途中，“既然来
了，就得尽兴”的心理让她消费无
度，最令人懊悔的是那些未来得及
使用的优惠券，最终只能白白浪费
了。而为了旅游买的衣服、围巾等，
因为属于比较夸张的异域风格，平
时上班根本穿不了，只能放在哪个
角落里吃灰。

每次过完长假，思思都要回到
重新攒钱的日子。她曾尝试把旅游
纪念品放到“闲鱼”上卖，挂了几个
月也没人来咨询，只好默默撤下，有
些中看不中用的摆件，后面搬家时
也扔了。

过度消费买假期快乐

如何让日常消费更加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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