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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财富观念受谁影响
□吴在天

我们过年有个传统，就是给孩子发
红包。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孩子收到的压
岁钱该怎么处理，很多父母都会担心，害
怕孩子拿着钱乱花。

比如前段时间有则新闻，说一名初
中生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偷偷把父母十
年来的积蓄、辛苦赚来的16万元存款，统
统打赏给了某直播平台的女主播。而这
样的新闻并不新鲜，网上随便搜索就可
以看到一堆。在这些胡乱花钱的孩子眼
里，金钱到底是什么？家长该教育孩子如
何对待钱，而作为孩子的时候，你又接受
过什么样的财富教育？

可能我们小时候听得比较多的一种
说法是：钱是脏的。这种脏，不仅是物理
意义上的脏，更多的是我们赋予了钱一
种“邪恶”的意义，比如有钱就变坏、为富
就不仁……钱只是一种交换的工具，本
身并不具备这些感情色彩，但是我们为
什么会和钱建立不好的关系呢？很有可
能是我们最初和钱建立关系时，受到了
让我们认识钱的那些人的影响，同时也
是我们和那些人关系的呈现。

客体关系理论认为，一个人的行为
模式和人格的自尊，都反应了他早期和
客体的关系。

有位朋友说，小时候父母一分零花
钱都不给，她每天放学眼睁睁地看着同
学买各种零食，一起有说有笑，她总觉得
自己好像融不到这些圈子里面。

那些同学的家庭条件也并不比她家
的好，但看着别人都有，自己却没有，这
让她很自卑，所以她也渐渐和同学减少
了来往。有时学校组织外出活动，她身
上没有零花钱，最初她还会接受同学请
客，但这更让自己感到自卑。因为，别说
请别人吃东西了，自己都没有零花钱买
零食。印象深刻的是，她那时候很想尝
尝冰激凌的味道，还求过同学让她尝一
口，甚至还捡过同学掉在地上的零食偷
偷吃。

因为从小对零食的渴求，现在她喜
欢囤一大堆零食在家里，如果没有，整个
人就会感到焦虑。哪怕她囤积的零食，很
多放到了过期也没有吃。

同样的，她的内心也缺少安全感，哪
怕她现在工作了，经济也独立了，但是内
心仍然有一个黑洞，怎么都填不满。

这就是客体关系的体现，而每个人
最初最重要的客体，就是父母。父母在金
钱上用什么态度对待孩子，往往会影响
这个孩子对待财富的观念。

你能赚多少钱，是由你跟钱的关系
决定的。而你和金钱的关系，来自于父母
对你的影响。

另一位朋友说，小时候父母对她的态
度是，越是想要的东西，父母就越是不给
她，除非她达到了父母的要求。所以，她一
直有个信念：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很
难，她要很努力、付出很多才能够得到。

她从小听到的信息是：因为她是女
儿，家里养大她多么不容易，是她欠了这
个家庭的，如果她不好好表现就是对不
起家里。以至于小时候她每次花钱都是

在愧疚中度过，哪怕是交学费，她都觉得
自己对不起家里。但其实她的家庭状况
并不差，只是父母只攒钱不花钱。

这位朋友现在也很少给自己买东
西，每次花钱都会勾起她内心的罪恶感，
但是她非常舍得给父母和弟弟花钱。

除此之外，她还限制了自己赚钱的
能力。虽然她的工作很努力，也很出色，
但是，她一直没有得到晋升，不是没有机
会，而是机会都被她拒绝了。

因为她觉得自己不能胜任管理的岗
位，她很恐惧。她觉得自己一直没有什么
安全感，别人稍微对她好点，她都会感到
焦虑、诚惶诚恐。她说，与其得到之后又
失去，还不如不得到的好。

因为害怕失去，所以不敢拥有，而拥
有更多，则意味着失去更多。她的父母因
为重男轻女，只想在她身上索求。所以，
拥有更多对她来说，就意味着被索取更
多。她不想再被父母索取，所以她故意不
让自己赚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限制
自己挣钱的能力，是为了避免被父母更
多地索取。

有时候，父母对金钱和欲望的匮乏
心理，也会影响到孩子对财富的态度。

比如我们现在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现
象，普通收入的家庭，父母勤俭持家，然
而子女却大手大脚花钱无节制。穷人的
家庭为何养出了乱花钱的“富二代”？

这种现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父
母的补偿心理。很多成年人会觉得以前
家境不好，现在有条件了，不能亏了自己
的孩子。但成年人真正想补偿的，其实是
自己未被满足的欲望。

而当这个孩子长大了，他可能只学
会了怎么花钱，却并没有好好赚钱的动
力。于是，最常见的结果就是躲在家里

“啃老”，这时父母可能会抱怨孩子没有
自主生活的能力。但是这个果，却是父母
不经意传递下来的。

这就是潜意识的动力。
就好像现在大多数人都说，我喜欢

钱，我要赚更多的钱。可是，在你的潜意
识深处，你可能不是这么想的。很多意识
上说喜欢钱的人，行为上却像和钱过不
去一样。比如，有的人会认为，钱是省出
来的，所以他们穷得很稳定；有的人觉
得，不能太享受，这会让自己有罪恶感，
所以，他们即使赚到了钱，也要想办法让
自己过不好；还有的人觉得有钱是危险
的，是会被索取的，所以，哪怕他们很有
能力，都在用来使劲地限制自己的成功。

那些在物质上过得拮据，或者是拥
有财富也始终感到匮乏的人，大多对财
富有着各种各样的限制性信念。而这些
信念，往往都是在他们的原生家庭和成
长环境里塑造而成。穷，可能会遗传，但
也是可以改变的。

改变的开始，就是去认识你和金钱
的关系，你和财富的关系。钱是一种能
量，它需要流动，它像一个放大镜，帮你
充分展现你本来的样子。

你需要看到，在赚钱这件事情上，你
背后的心理冲突到底是如何影响了自
己。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由内至外地对
财富保有积极的态度。

非主流父母
□白湖

某天晚上，为了孩子上学的事，我们请一位
教育专家吃饭。

第二天，那位专家发了一篇文章，说做父母的
不要太焦虑、太急功近利……孩子是一个普通的
羊孩子，你非要她到一群牛孩子中间去，孩子也不
适应……看得我简直尴尬到脚趾能抠出一个客厅
来。

我和老公，两个学文学的人，请客吃饭、谈笑
应酬本就是弱项，以我们的弱项，去谋孩子人生教
育的头等大事，就好比心理学上的短板理论，决定
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的，不是它的长板，而是短
板。一整个晚上，我和我老公紧张到手心冒汗，说
话谨小慎微，从头到尾赔着笑脸，这原本也非我们
所愿啊！可是事关孩子的教育，不得不卑微如此，
谁懂？

我本来是头一沾枕头就能睡着的人，可一连
两个晚上，我辗转反侧到凌晨也睡不着，不只是自
己的自尊心受伤害了，更感觉对不起孩子。她是我
们眼里那么优秀的孩子，礼貌、安静、爱读书、热爱
大自然、热爱浩瀚宇宙与星空，幻想着有一天可以
坐宇宙飞船去太空，对人类起源的奥秘想要一探
究竟，对宇宙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想象，这样的孩
子，值得更好的教育。

可是因为我们做家长的太笨拙，原本锦上添
花的事，忽然变得如此别扭，也是始料未及的。

可见，教育真的没有花架子可搭，我们做父母
的是怎样的人，我们教育出来的孩子便大抵是怎
样的孩子。我自己如此普通，不善言辞，在饭局中
毫不起眼，怎么能奢望教育专家一眼就看出我的
孩子是未来的栋梁之材？这到底是我这个做妈妈
的迷之自信，还是我可笑的人间妄想？这些已经不
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是一个孩子的妈妈，哪怕我再普
通，再微不足道，我也希望能尽我所有的努力，让
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孟母三迁”的故事，是刻在
每一个中国母亲骨子里的古老基因，我的父母这
样努力过，而我也只是在尽自己为人父母的微薄
之力。

“你们很非主流。”这是专家最后的总结。我和
老公听了都似懂非懂，但客观来讲，又不能不同意
专家眼神犀利。

在浩浩荡荡的新式教育大军中，我们的确是
旁逸斜出的那一枝，我们从来没有给孩子报过课
外辅导班，也一再告诉孩子读书是她自己的事，要
靠她自己百分之百的努力。这么多年，孩子学习优
异，对科学知识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和热爱，所以，
我们才想另辟蹊径，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有一天
可以在科学的海洋心无旁骛地学习科学知识。

她当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只是，我们
视她若珍宝，才会好高骛远、浮想联翩。被专家当
头棒喝，冷静下来一想，虽然初心是好的，但我们
紧张的情绪，我们所表达的急迫心情，这和急功近
利也没什么区别了。

可是，就算被误解，我们有勇气去纠正吗？没
有，专家那么忙，那么权威，她哪有那么多时间去
听你娓娓道来？孩子今后教育的路到底该怎么走？
仍然是我们自己的事，仍然要靠着我们自己摸索
着往前走，也许还会像我们经历过的一样要走必
不可少的弯路，但谁的人生道路是笔直一条道走
到底的？

非主流父母就非主流父母吧，这只是一个外
在的标签而已，我想要告诉自己的是，做父母也是
需要成长、需要学习的，而这样的学习和成长是终
身的。

狄更斯说，“人生的长链不论是金铸的也好，
铁打的也好，荆棘编成的也好，花朵串起来的也
好，要不是你自己在终身难忘的某一天动手去制
作那第一环，你也就根本不会过上这样的一生
了。”为人父母也是这样，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一环
套一环，环环相扣，所以，所言所行，要慎之又慎。

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更是任重道远，请教
专家的意义在于，专家会以旁观者清晰的视角，指
出我们家庭教育的不足，以更专业的知识当头棒
喝、催人警醒，如果更幸运一些，专家会引领你进
入一个崭新的视野。除此以外，还是要靠自己一朝
一夕的成长和摸索，别无他途。

只是，也很好奇，主流父母的家庭教育又是什
么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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