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们做心理工作的，一定很懂人
心，别人想什么，一猜就猜到了吧？”

紫琪问这问题时两眼发亮，看来
比起咨询，她更想学学这个本事。可不
止她一人这么想：心理学嘛，就是猜透
别人的心，从此会讲价、不上当、职场
战无不胜、恋爱马到功成……

“可是，我们从来不猜。”
紫琪疑惑地瞪大了眼睛：“可是爱

一个人，不就想知道他的心思吗？有专
业优势干吗不利用呢？”

原来，“猜心”就是紫琪“爱”的方
式。对正在交往的男友，紫琪每天都要
猜上八百回合，比如“让他带我参加朋
友聚会他没立即答应，一定是对我们
的关系有疑虑”、“增加了一组微信表
情，准是从新加的女性朋友那儿来
的”、“忽然给我买那么贵的东西，动机
和收入都是问题”……每个猜测都得
加以印证，而印证的结果带来更多猜
测，所以紫琪与男友相处的大部分时
间，都在孜孜不倦的收集信息和喋喋
不休的提问回答中度过。不光紫琪猜
男友，男友也得猜紫琪。诸如“生日要
什么礼物”、“工作上有什么困难”、“为
什么不理某人”、“怎么又哭了”……这
些事儿，爱我就猜得到，猜不到就是不
爱。紫琪对这样的“猜心游戏”乐此不
疲，自以为掌握了男友的事业情感人
际关系，又显示了自己的聪慧敏锐可
爱受宠，脸上常带着胜利者的微笑。而
男友呢，男友曾哀求紫琪：“咱就不能
好好的，有什么说什么吗？别什么都管
什么都猜行吗？”而紫琪大加斥责：“我
要是不爱你，才不会这样天天想着你
呢！你爱我吗？爱我怎么会这么没有耐
心？”男友不再争执，渐渐地，也不再接
受猜和被猜，看样子打算退出紫琪的
游戏。紫琪这才惊慌起来，而惊慌中的
想法仍是：“难道这次我没猜对？”

把“猜心”当成爱，才是最大的不
对。因为“猜”别人的目的，或许是为了
解，或许是为讨好，但最终还是为了控
制对方；而“被猜”，则是强行要求别人
对自己聚焦，试图占据别人的关注与
思考。“猜”与“被猜”，都是自我中心的
表现。像紫琪一样迷恋“猜心游戏”的
人，往往缺乏人际关系中的必要的边
界感，认为“人应该、并有能力了解他
人的一切”，而没有意识到这实际上是
一种心理的侵犯，也是对他人的低估
甚至蔑视。可以想象，紫琪男友每天活
在紫琪无形的监控下，无休无止地被
琢磨、被评判，是多么困扰，更不用说
还被要求同样为之了。

“但是，爱不就是需要彼此了解、
心意相通吗？”紫琪委屈地问。

是的，但爱的了解与心意相通，是
个体之间在彼此充分尊重、关注和接
纳对方的基础上，形成的共情或共鸣，
是不带有假设、要求，也不带有利益需
求的。我们不能出于自私的目的，要求
对方变成自己面前的“透明人”，也不
能要求对方所思所想都围绕着自己，
把自己的满足作为至高无上的标准。
如果做不到这些，所谓的爱就变成了
绑架，而“猜心游戏”里，永远不会有赢
家。

这也是为什么心理工作者“从来
不猜”的原因：我们尊重每一个个体，
在人们愿意开放的时候，我们会去观
察、体会或给予帮助，而更多时候，我
们宁愿每一颗心，都保持着它的独立、
安静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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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二代、彩票大奖获得者、巨额遗产继承者……

“命运的宠儿”———
为何会成为精神的贫困者

┬蒋 硕
（婚姻心理咨询师、“青未了·心理
咨询工作室”专家顾问团成员)

┬艾 乔(“青未了·心理咨询工作室”热线主持人)

没有胜利者

的游戏

我们常秉持着爱的名
义，阻碍他人与自我的成
长。试试看，消除爱的误
解，享受爱的愉快——

“井喷效应”下

产生的暴发户
根据美国“金融培训全国基金会”

的估计，在赢得巨额奖金的人群中，70%

在其后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几年内便把
奖金挥霍一空。英国研究人员发现，44%

的彩票大奖获得者会在短短5年之内花
完所有奖金。某些彩票中奖者的亲身经
历，进一步说明了“大奖毁一生”，我们
看几则有关的新闻事例：1997年，小比
利·鲍勃·哈勒尔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赢
得高达3100万美元的彩票头奖。他之后
对于任何需要帮助的人都极为慷慨，导
致严重超支，债台高筑。哈勒尔最终选
择自杀，他在自杀前曾说，“中奖是我这
一生中最不幸的事。”2001年，戴维·李·
爱德华兹赢得2800万美元彩票头奖的
部分奖金，中奖后一味挥霍无度并吸毒
成瘾，妻子也在他财产耗尽后与之离
婚。他沦落在污秽不堪的货物箱中栖
身，58岁时在临终关怀所孤独地死去，
令人不胜唏嘘。2002年，迈克尔·卡罗尔
在英国赢得1500万美元彩票奖金，此后
疯狂沉溺于嫖妓、吸毒，2006年因持有
毒品被定罪。

暴发户共同的特征非常显著：精神
空虚、肆意挥霍，喜好跟风，对未来没有
认真的规划。在心理学上，对一夜暴富
的“命运的宠儿”有一个贴切的名词解
释叫“井喷效应”：某种事物在短暂的时
间内频繁发生，迅速达到高潮或火爆状
态的一种现象。煤老板、拆二代、巨额遗
产继承者，等等，皆属于“井喷效应”下
产生的暴发户。有一个令人值得深思的
现象，同为有钱人，白手起家的富豪能
守住钱财，低调行事，李嘉诚是极为成
功的代表，克勤克俭，不求奢华是他做
人的准则。反之，暴发户却不能安于守
财，追求一掷千金的快感。热线中有一
位女土豪讲述别人“鄙夷”她的苦恼，她
是靠开化工厂发家的，去欧洲旅游的目
的就是购买顶尖奢侈品，可有人指着她
身上价值十几万的皮草，直言不讳地说
她是暴发户代言人。暴发户分为两类，
一类用膨胀的挥霍炫富证明自己，另一
类用“知识”武装自己，称之为“文化暴
发户”。

炫富消费型暴发户：由于朋友做煤
炭生意，我有机会接触过财大气粗的煤
老板。有一个煤老板好赌博，他手里随
时拎着一个精致的密码箱，经常飞往澳
门豪赌，在他眼中，赢也好输也罢，不过
是个数字而已。煤老板的口气相当豪
放，“去澳门输个几十万，就和在家陪老
人玩玩麻将一样。”还有一位煤老板热
衷于购买豪车，听朋友说，他的3辆豪车
价值数千万，而他本人是个“车盲”，压
根不懂车的性能品质，甚至连品牌、型

号都搞不清楚，买车唯一的要求就是
“不求最好，但求最贵。”这位煤老板给
情人买了一辆宝马，当他得知宝马无非
是有钱人的“平民车”，立马给情人换了
一辆比宝马更显身份地位的豪车，他告
诉情人，“宝马就当你练手开着玩吧。”

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曾提出一个
“凡勃伦效应”：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能
畅销，反映了人们挥霍性消费的心理愿
望，这种消费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物
质的享受，而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得到
一种社会心理上的满足。暴发户在发家
之前，大都穷困潦倒，他们更希望通过
宣泄式的消费来炫耀自己的财力和社
会地位。

文化暴发户：我身边有不少“拆二
代”，由于郊区扩建或农村开发，他们因
此得到巨额的拆迁款和多套房产。据我
所知，一个拆迁后新建的小区，里面的
居住者大都是百万富翁，可谓一步登
天。“拆二代”其实是一个矛盾体，他们
之前生活在农村或城乡接合部，父母要
么靠天吃饭，要么在城市打工，文化普
遍较低，面对城里人天生的优越感，他
们有很深的自卑情结。一位男士上高二
那年成了“拆二代”，一夜暴富改变了他
的心态，他不再认为考大学是人生的转
折点，退学后，他沉溺于比富的奢侈生
活，以此来彰显独特的品位。他有一间
装潢考究的大书房，欧式书柜里摆满了
中外名著和古文版书籍。只要听说是名
画，不管是山水画还是油画，他必定重
金购买，至于谁画的，有怎样的背景，他
根本不懂。我问他，读过谁的名著？他倒
也实诚，“一本也没读过，我一看书就犯
困。”

倪匡曾说过：“一个人炫耀什么，恰
恰是他所没有或缺少的。”财富的迅速
扩张，衍生了舞文弄墨的文化暴发户，
无知的审美成为变相的挥霍无度。

暴发户

渴望被尊重和存在感
“人富有了第一个心愿是赢得社会

的尊重”，这一观点早已被广泛认可，而
暴发户之所以会成为一个特定的贬义
词，与他们素养缺失、暴戾乖张，处处表
现出“有钱就是真理”的得意忘形不无
关系。他们内心其实渴望得到别人的尊
重，但，修养的匮乏使他们无法理解尊
重的深度，唯我独尊的狂妄不过是强调
一种存在感。

我去医院探望亲戚，目睹到一个暴
发户怒声呵斥保洁员，仅仅是保洁员手
中的拖把不小心甩在了他的裤腿上，他
趾高气扬地叫嚣着，“老子的钱能买下
这家医院，立马就让你丢掉饭碗。”有一
篇文章描述：在二战期间，当时的英国
国王爱德华到伦敦的贫民窟进行视察，

他站在一个东倒西歪的房子门口，对里
面一贫如洗的老太太说：“请问我可以
进来吗？”真正的贵族更懂得对底层人
的尊重。难怪马云感慨，“现在的问题
是，有钱没脑子，文化太差，口袋满了，
脑袋空了。”

心灵富足

才会有归属感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需求层次

理论中指出：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交
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马斯洛
认为，每个人应该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逐
渐递进，只有先满足低层次的需要才能
再去满足高层次。正如暴发户，一步登
天后该思考满足更高级别的需求层次？
所以，充实精神信仰，负有责任感的信
念，是暴发户实现自我价值的重中之
重。

美国慈善大王卡内基对财富的观
念是：“对金钱执迷的人，是品格卑贱的
人，个人财富的聚积有赖于社会的帮
助，社会所赋予的财富应当回归给社
会。”众所周知，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
格生活朴素节俭，也是全球知名的慈善
家，为了庆祝女儿出生，他与妻子将持
有Facebook的99%股份(约450亿美元)捐
赠给慈善机构，用以发展人类潜能和促
进平等。28岁那年，扎克伯格捐出近5亿
美元的股票，用于硅谷地区的教育和健
康项目。他们的善举有对社会的责任
感，也有自身坚定的信仰。

普通百姓在一夜暴富之后，很难达
到高层次的境界，但一定要明白，精神
财富永远胜于物质财富。有一位拆迁暴
富的中年男士向我诉说，自己以前是个
农民，突然实现了城里人的“乌托邦”梦
想，也曾有过纸醉金迷的荒诞，但活着
不踏实，有种坐“过山车”的眩晕，他害
怕成为坐吃山空的废人，更害怕金钱成
为自挖的“坟墓”。他文化低，就做一些
卖苦力的短工，比如卸炭、搬运化肥，虽
然累，但他觉得心安，每走一步都是稳
稳的。

白岩松在《等一等我的灵魂》一文
中写道：“一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
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很奇怪：为
什么不走了？停下的人一笑：走得太快，
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它。”“井喷
效应”下产生的暴发户更应懂得精神支
柱的深邃：首先是文化的教养，抵御物
欲主义的诱惑，不以享乐为人生目的，
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其次是社会的担
当，要严于自律，扶助弱势群体，有强烈
的责任感。最后是自由的灵魂，有独立
的意志，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
具有理智与道德的自主性。心灵富足才
会得到归属感，从而去完善“自我实现”
的最高需求。

⑤⑤

新
闻
背
景

据媒体报道，
西方针对彩票中奖
者的多项研究和一
些中奖者的亲身经
历表明，巨额奖金
突然给生活带来的
剧变，让众多中奖
者难以应付和驾
驭，大多数人在中
奖几年内将奖金挥
霍一空，有些人还
因此陷入悲惨境
地，甚至感叹“宁愿
当初不中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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