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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卢珍珍文/摄
2018年，“消费降级”当选为年

度十大新词语，是“消费降级”概念
火热的一年。

过去几年里，“消费降级”是个
被反复提及的词汇，几度翻红。在年
轻人群体中，大家开始倡导极简生
活，主动记账，关注临期食品，并罗
列起非必要不购买清单。

步入消费降级行列后，这群人
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

生活的改变

去年 4 月，签下房屋购买合同
后，椒江的郑佳决定省钱。

“除了商业贷款，我们还向亲戚
借了近 120万元。”郑佳和老公是双
职工，一年收入近40万元，原计划每
年 20万元的还款额度，在老公的再
三建议下，被提升到30万元。

“一年存 30万元”，成了郑佳一
家的家庭年度项目。在这个存钱项
目里，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消费降级。

郑佳每天必点的咖啡或奶茶，
被替换成了速溶咖啡，这笔钱每个
月可省下 1000元左右。耀达百货化
妆品专柜里，专柜的折扣和专柜小
姐的热心，被郑佳回绝了，毕竟，“省
点涂或不涂”也没那么难。六七十元
一支的护手霜、润唇膏，郑佳选了二
三十元的平替产品。存款意志力更
大的老公，不再走进品牌专卖店，开
始穿起两百元一件的羽绒服。

每个周末出去用餐的习惯，也
被中止了，改在家里吃。孩子嘴巴馋
了，老公会购买抖音上的优惠券，用
餐时，他会提醒读小学的儿子带上
学生证，这样能省上一二十元。

为了省钱，超市里被堆在手推
车上的临期产品，郑佳开始关注起
来。买一送一的小饼干或者酸奶，她
第一次觉得真香。还有摆在降价水
果区里那些略有破皮的水果，只要
挑一挑、洗一洗还能吃，郑佳也会买
回家。她多年习惯在线下实体店购
买衣服、护肤品，去年开始，她学着
下载了拼多多。

一个月 4500元，是郑佳为一家
四口人制定的日常消费额度。“一个
月分 3次，每次转 1500元到微信零
钱上，我只花这里的钱。”

消费降级初期，郑佳心里有种
落差，但用着用着似乎也习惯了。短
短时间内，郑佳有了一个新习惯，每

次消费前，她会打开微信，看看微信
零钱账户上的余额。

王露晨说，刚毕业时，她就喜欢
“瞎买”，也喜欢到处旅游。1993年出
生的王露晨，临海人，是一家保险公
司的职员。

2020年疫情初期，被限制的出
行自由，也冷却了王露晨的消费欲。
以前，大学时买不起的高端护肤品，
她会一样样补齐，但现在，她几乎不
再怎么护肤了。以前总想吃遍没见
过的美食，现在的她连外卖都很少
叫，只在食堂吃。

过去三年的消费模式有它的惯
性，以前更在乎外表或品牌的王露
晨，开始过上极简生活，“处于低消
费状态，更在意实用性”。

在仙居25岁的吴婷婷眼里，她消
费降级的时间点，就在去年4月份。

那段时间，她的男朋友考上了事
业单位，两人也结束了每个月必去杭
州、宁波、丽水等地出游一周的节奏。

“虽然不买奢侈品，但我们两个都是
口腹之欲很强的人，出去一周时间，
我们住在酒店，胡吃海喝逛各种网红
店。这个一周的花费就得近万元，这
笔钱是实实在在省下来了。”

最重要的是，吴婷婷和男朋友
两人的积蓄，在过度消费之后，已经
见底了。

不同的原因

在消费习惯变化的背后，这些
年轻人经历了生活的变化。

疫情初期，王露晨曾问过自己
一个问题：“生病没有钱怎么办？”感
染新冠后，新冠可能导致的基础病
问题，让王露晨想起了自己的父母，

“只有存钱才有保障”。
王露晨开始思考起自己的将

来，目前，除了一辆已经还完贷的车
子，她的手上没有其他资产。提起将
来，她突然模糊起来，不确切的事情
还有很多，关于房子，关于婚姻，还
有自己的未来。

“有钱在自己手上，会有安全
感。”工资卡上的数字，成了王露晨
唯一能够确认的东西。

为了赚钱，王露晨搞过副业，也
买过基金。2021年，年轻人狂热地向
往炒基金致富时，王露晨也跟风买过
一段时间，最后成了被割的韭菜。“我
眼光不行，别人说买什么，我就买什
么，但是我都亏了。”老老实实的，王
露晨现在只把钱放在银行卡里。

2019年毕业后，吴婷婷有过短
暂的就业经验，受不了职场上的人
事，2020年，她得到父亲的资助，自
己创业开了一家水果店。

一年后，她将水果店赚到的钱，
又投资了一家宠物店。因为疫情原
因，没到半年时间，她的宠物店便关
门了。

现在，她在线上经营了一家糕
点店，并在椒江平桥小吃街附近开
了一家线下门店。“线上店铺每个月
的营业额有三四万元，利润在 45%
左右。”这笔钱被吴婷婷的男朋友固
定存了起来，并买了理财产品。

“我的创业完全靠我的父亲，
他也在外地做生意，疫情这段时
间，他的生意受到了影响。接下来
我希望能够靠自己。”吴婷婷说，她
和男朋友即将步入婚姻这个事实，
让她重新看待消费这件事。“现在
忙着赚钱，没有出去玩后，心态也
会放平的。”

在黄岩，年轻人王艺莎遇到了
意外情况。

今年2月份，她的父亲因病去世
了。“从前年开始，我每个月都会带
父亲去医院复查买药，这笔钱都是
我和姐姐平摊的。去年年底，他感染
新冠后一直住院，花了六七万元。”

被动的，王艺莎降低了自己的
消费需求。

父亲离开后，王艺莎重新考虑
过生活的意义，考虑过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去年‘双 11’，连必要的生
活用品我都没买，这些真的没那么
重要。”

更好的未来

前不久，郑佳整理衣柜，收拾出

两大箱未曾穿过的新衣服。这些衣
服都因为喜欢被买下，但也因为各
种原因未曾被穿过。这样的浪费，近
几年都不会再出现了。同样的，郑佳
再也不用烦恼，该如何处理儿子过
度消费的球鞋，“现在每个季节只买
两双鞋对换，不会再买更多”。

“降低消费，也不是说降低生活
标准。两百元的牛仔裤和上千元的
牛仔裤，在保暖性和舒适度上，其实
没差多少。”关于还完外债之后，是
否会消费升级，郑佳思考后说：“也
不会大幅度提升，毕竟有些消费是
非必要的。”

值得高兴的是，消费降级后，去
年，郑佳一家真的完成了“一年存30
万元”的家庭存钱项目。

消费降级久了，有时候，王露晨
也想在高压的生活状态下，通过购
买一只奢侈品包包来解压。

但是，她忍住了。
“有段时间，我的工作压力很

大，烦到焦躁。我在想，要不要买一
个贵的包包，通过消费来给自己放
松。不过，买了包我还得买贵的衣服
去搭配，想来想去，觉得没有必要。
后来就在一个咖啡馆，安静坐着喝
了一个下午茶。”

王露晨发现，以前靠消费获得
的快乐和满足，现在都无法成立了。

“相比消费，我觉得人的陪伴才能让
我真正放松。”

存在卡里的钱，对王露晨来说，
有了更多的生活可能性。“以前只是
很浅层地关注世界，现在开始关注
自我，等自己修炼到位了，再去重新
看看世界。”王露晨告诉记者，将来，
她可能用卡里的钱付一套房子的首
付，也可能去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比如报一个舞蹈培训班，“它至少可
以帮我塑形”。

消费降级后，他们改变了什么？

台传媒记者卢珍珍

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
显示，2022年全年，人民币存款
增加 26.26 万亿元，同比多增
6.59万亿元。存钱正成为一种新
风潮，年轻人记账、搞副业、买理
财产品，努力搞钱的背后，只是
为了账户里的数字往上蹭。

努力

每个月 20 号，当工资进账
那一刻，温岭26岁的杨灵丹，就
会把工资中的一半，转存到另一
个账户。这个账户上的钱，杨灵
丹不会去动，当账面上的数字化
零为整时，她再存到定期里。

自从工作后，存钱是杨灵
丹的常规动作。“我不习惯超
前消费，从大学开始，我就开
始存钱。”

虽然在银行上班，但杨灵丹
觉得自己不擅理财，买过基金，
也买过理财产品，亏得更多一
些。“我属于保守型，只能在银行
里存定期了。”杨灵丹笑着说。

这几年，越来越多年轻人开
始努力存钱，在存钱这件事上，
他们是认真的。

26 岁的木木（化名），是临
海人，做营销工作，每个月工资
9000 元左右。木木从大学开始
就习惯记账，今年是她毕业的第
四年，也就是在今年，她决定每
周、每月在小红书上打卡记账，

“记账是为了明确知道自己的钱
花在哪里了”。

存下 4万元，是她这一年的
存款目标。

年轻人王仁杰为了存钱，下
载了一款记账软件。“只要完成
365天记账打卡计划，这个软件
就能返现金。”王仁杰说，他想改
善自己的消费习惯，当金钱的主
人。“理财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
记账，刚好碰到这个记账软件有
返现活动，我想靠这个活动来激
励自己去记账。”

当缩减不必要开支，还是无
法让钱积累得更快时，年轻人总
会寻找开源的方法。最常见的，
就是搞副业。

璐璐（化名）是台州一名大
四学生，学的是美术，虽然还没
有毕业，但她已经忙着赚钱了。

为了存钱，今年她决定断舍
离，“开始自己做饭，上学期在平桥
小吃街吃了一整个学期，胖了10
斤，自己做饭不仅省钱而且健康。”

节流的同时，今年 3月份，
她在平桥小吃街附近租了个店
铺，开了一家手工店。开业不到
一个月时间，她开始怀疑自己
的开店决定：“生意意外惨淡，
很多人喜欢 DIY 手机壳，但是
我没有上奶油胶，痛失客源。”
店铺没生意时，她已经寻思着
出门摆摊了。

为了增加收入，璐璐还在
小红书上出租了自己的时间
和技能。

“国外有一档节目，讲的是
出租‘什么都不干’的自己。我
有空闲，又想增加自己的生活
经历，就决定像那个节目一样，
出租自己的时间和技能。我出租
的时间不限，但是地址限台州市
区。”璐璐在小红书上罗列了她
可以服务的项目，比如陪人逛超
市，陪人写作业，她也可以倾听
对方的糟心事，“倾听为主，会给
予简单的回复，不指手画脚，不
泄密”。

根据出租内容的难易程
度，对方每小时要给她支付 30
元到 50元不等的费用，还要支
付来回的车费。网上向璐璐咨
询的人很多，需求也各不相同，
有人想找她陪打羽毛球、帮忙
修图、打扫家里的猫毛、当手
模、写论文……但最后成交的，
往往只是少数。

目标

大部分人存钱，是因为一些
明确的目标，小到换手机、电脑、
包包，大到买房、买车、育儿等
等，但也有一部分人存钱，是因
为眼前的不明确。

25 岁的小林是黄岩人，在
汽车制造行业工作，未来的不明
确，让他觉得“存钱是必须的”。

“我工资的 50%用于理财，30%
用于日常消费，20%固定存在银
行。未来有太多不确定性了，有
钱才有安全感。”

由于工作的地点偏远，以及
工作时间较长，这些客观原因也
减少了小林的消费渠道。“我没
有社交圈，用钱的地方自然少
了。”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这个
95 后最想做的事情，是跑到一
个地方去钓鱼，“平时很赶，工作
时被客户各种催，休息时我就想
让时间变慢。”

人生的意外，让温岭的杨灵
丹知道存钱的重要性。

“我亲戚生病时，他每天治
疗以万元来计算的，差不多是用
钱在续命。人都会生病，看病这
个钱能留住，就非常重要。”杨灵
丹的父母也是生意人，从小，她
就见过父母为了筹集资金着急
的样子。“家庭带给我的观念，让
我知道手里有现金可以周转是
多么重要。”

也有年轻人想通过存钱，
获得话语权，得到自我人生的
掌控。

王仁杰虽然只是处于记账
阶段，但记账之后，他能明确自
己的消费项目，最后再存下一部
分钱，是他的最终目标。

存钱干什么？“我还和父母
住在一起，住一起有它的烦恼，
我妈会过问我每晚几点钟回
家，今晚又和哪些朋友一起出
门了。都是小事，但就是不自
由。”王仁杰想自己买套单身公
寓，虽然房价对于他的工资来
说，那么遥不可及，但努力存钱
是所有想法的第一步。

年轻人存钱是认真的

林 立

在读报道时，我常感叹，如果
我是外国人，我一定学不好中文。
中国文字语言最难之处，字形、词
汇的丰富，只是最表层的难。一些
词汇的内涵之深不可测、绵密复
杂，才是中文至深的奥秘。

“消费降级”，这个词汇算是
新词，中国人能感同身受。但它
同样内涵丰富，让我感叹国人提
炼生活境况转化为新词汇的高
超能力。

消费降级，等于“穷”吗？那
肯定不是。但你细品，对这个词
深有体会的都市人，他真正的心
情，就是在“哭穷”。尽管如报道
中所呈现的，他们可以习惯消费
降级后的生活，能够理性地认知
到，几百元的衣服和几千元的衣
服，差别仅仅在于“牌子”。也可
以忍住不去下馆子吃饭，一日三

餐坚持自己做，认清这样也不会
缺少营养，还能积攒人民币。放弃
频繁的旅游，生活也可以继续运
转，找到更经济实惠的爱好，也可
以排遣个人的压力和烦恼。

但说到底，都不情愿，不痛快。
我没有否定这种“不痛快”的

意思，我自己也是不痛快群体里
的一员。不过我很想探究一下，为
什么就不痛快呢？

我觉得答案藏在另一个词语
里面——吃苦。

小学时，当我想要一件超过
基本生活所需的物件，例如一
双有气垫的篮球鞋时，我父母
就会让我选择普通的球鞋。他
们告诉我，不要攀比，不要不满
足，要学会吃苦。小小的我就如
此理解，不是买不起但就是不
买，就叫吃苦。

牢记吃苦，确实让我不自觉
地学会了节俭，但自从我意识到

自己的消费能力上限在哪之后，
我也会报复性地消费一些可能完
全用不上的物件。它们被买来之
后，确实很快就成了摆设。但是进
入消费降级之后，我非常怀念能
够“报复性消费”的日子。

我感觉那是我自己争取来的
快乐，简言之，那是“再也不想吃
苦”的快乐。

把苦吃进去，消化掉，能获取
什么前进的动力吗？我觉得没有。
前进的动力，是快乐的，是甜的，
苦吃进去，我都忍不住吐掉了，从
来消化不出什么。

但承受苦，确实磨砺了人的
意志。苦，有它的意义吗？

我特别喜欢林语堂先生写的
《苏东坡传》，林先生将苏东坡最
显著的性格特征——“乐观”写得
极为动人。苏东坡的一生，苦难与
幸福的比例，可以说是苦多于乐
了。但他极为乐观，总是能在苦难

中笑出声来，写出许多让读者极
为感动的诗词来。

苦，对于苏东坡来说，从来不
是“吃”下去的。他只是“知苦”，非
常知道苦的滋味，但他不吃下去，
他不被动，他主动接纳了苦。

林 语 堂 概 括 苏 东 坡 的 乐
观：“延缓年老展长青春的第一
条规矩，是避免一切情绪上的
烦扰。”

苏东坡面对苦的诀窍，就是
不让它成为自己的情绪。苏东坡
落难时，那何止过的是“消费降
级”的生活，但如果让他用现代白
话词汇去形容，他绝对不会说“消
费降级”，他只会笑呵呵地说：“不
买了呗。”

不吃苦，知苦就行，让我们笑
着向苏东坡学习吧。等赚更多钱
了，咱该买啥还买啥。

苦的意义，就是衬托出甜的
滋味嘛。

不吃苦，要知苦
深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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