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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您的导购员
李康宁

广义上的消费，甚至要早
于文字与货币。在这两个字成
为一个现代经济学名词之前，
便已经坚挺地植根于每个人的
生活之中。人类自童蒙时代，因
为以物换物的需要，发明了结
绳记事的办法，以至于有了数
学的雏形。发展至今，电子商务
密布全球，千里之外亦能论价
成交，让世界日益成为一体。可
以说，消费行为是一种人类与
生俱来的本能。而社会之所以
能不断进步，其原动力之一，就
是从消费行为之中伴生的。

与善于归纳推论的西方
文明相比，东方文明更适合启
发联想。于是我们将纷繁复杂
的消费行为，具象化为耳熟能
详的现实事物。开门七件事，尽
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句话
便道出了物质消费中不尽的
琐碎与艰辛；雅人所共赏，无
非“琴棋书画诗酒花”，正说
明饱暖安逸之余，精神消费
也是少不得的。

以传统而论，国人的消费
观一直以勤俭节约为要。如同

《朱子家训》里讲，“一粥一饭，
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
物力维艰”。无论从个人修养，
还是社会风尚而论，这句话说
得朴实诚恳，无可挑剔。但在熟
谙经营之道的行家看来，节约
财富并不等于限制消费，甚至

要鼓励消费，以促进生产。这种
理论的鼻祖，当属齐国名相管
仲。数千年前的齐国都城淄博，
在他的倡导经营下，是全天下
最会享受生活的城市。“尝至味
而，罢至乐而”，吃饭要吃最好
的，听歌要听最炫的。这种做
法，虽然招致了一些儒生的争
议，但最终让齐国走上了“通货
积财，富国强兵”的道路，成为
春秋五霸之首。

所以，想用一种简单的方
式来归纳“消费”的定义，实在
是一件难事。有些天性清高些
的人物，宁可食无肉不能居无
竹，这只能说明他们物欲恬淡，
但对精神消费的要求更严苛。
而那些天天挂在网上淘货下单
的人物，也未见得便是奢靡浮
夸之徒。总之在当今这个崇尚
独立选择的时代，装乖扮巧地
指导别人如何消费，实在有些
画蛇添足。

所以我们所推出的这个周
刊，仅以一种诚心服务的态度
发声，不会以虚张声势的方式
夸口。只负责出谋划策，绝不会
强作主张。我们不会成为一个
喋喋不休的推销员，只希望做
一位秉持公道的导购员，把琳
琅满目的商品条分缕析，拆解
成您最需要的信息。让您手里
的每一点辛勤所得，都用在最
恰当的地方。

今日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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