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从电视剧到相亲节目，从网络
到纸媒，有关拜金女、炫富女的内
容似乎总是会被摆在最醒目的位
置。在不少人看来，这些媒体上的
内容，会给女孩们带来很糟的影
响。廖丽娟却不那么认为：“肯定会
有影响，但是未必是负面的。人真
正的成熟来自于面对各种正面和
负面信息的理性辨析，然后坚持做

自己想要的选择。”
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说过，人

们通过各种方式和选择，希望遵
从的职业道路、精神信仰、婚恋状
态、国家或以及个人对他所传承文
化的认可程度、喜欢做的事情种类
等来实现同一性，也就是在这个社
会形成一个自我认同。“炫富女”、
“拜金女”们内心深处终究是希望

社会的认同，实现内心的自我同
一性。

有句话说“人们会痛苦是因为
人们追求幸福。”从这个角度看，痛
苦具有积极的意义。用这个逻辑来
推论这样的现象，一些女性拜金是
因为她们追求爱和幸福，前者可以
调整，后者则是需要得到理解和支
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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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你是否一边羡
慕“炫富女”们优裕
的物质生活，一边

为自己买不起房而痛
苦？你是否在选择另一
半的时候特别在意对方
的经济状况，但又担心
自己被人贴上“拜金女”
的标签？你是否想过，你
向往的幸福到底是
什么样儿的？

%事件回放&

! ! ! ! !促进创新发展"共享和谐

幸福# 妇女理论研讨会近日召

开$ 根据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

院公共管理研究所罗国芬的调

查$ 青年女学生是女性中幸福

感最强的人群% 女学生青年幸

福感分数最高$为 !"#$"分$女

职业青年幸福感分数为 %&#&'

分$女来沪青年为 ('#%!分$女

社区青年的幸福感仅 ()#**

分%与会专家指出$当前媒体过

多宣传 !拜金女#!炫富女#$将

会影响青年女性的择偶观和婚

恋观$ 使不同群体的青年女性

产生痛苦%

"专"家"调"查"档"案"

时光
心语

! ! ! !无论多么不重视教育的家

长$ 只要碰到孩子撒谎$ 都立刻

!教育#得特别理直气壮&!这还了

得$小小年纪就撒谎' #撒谎向来

是小孩子最大的罪名$ 属于道德

品质问题% 与此同时$成年人几乎

每日都生活在谎言中而习以为

常% 他们认真地倾听谎言$假装信

以为真(他们也张开嘴巴$随时准

备讲述一个谎言% 成人世界对自

身谎言的容忍几乎是无限的%

说谎的人$ 对孩子们哪怕最

小的谎言都深恶痛绝$ 必欲除之

而后快% 说谎的人$面对一个撒谎

的孩子$ 表现出了最大程度的道

德优越感% 我一直对这个悖论很

感兴趣%

一位妈妈对我说$ 她快被女

儿气死了$原因是没考好且罢了$

还瞒着家长% !上次数学连续两次

考砸$都没说她% 现在倒好$撒谎

成瘾了$这回非得好好惩罚她' #

具体分析一下这个谎言&

首先$瞒着是怕挨骂% 妈妈对

待分数的态度$ 早就让孩子如巴

甫洛夫条件反射般预料到说出真

相的不妙结局$所以选择隐瞒%

前两次饶过$ 不代表这一次

饶过%何况$饶过也难堪%除了趋利

避害的本能$小孩子也有自尊心与

面子问题 )哪怕在父母面前* $对

不愉快的事情不想多加提及%

当孩子考了第一名$ 你夸她

!你真棒' #$孩子考了第二十名$

你难掩失望之情$ 孩子考了第三

四十名$大概要暴跳和咆哮了% 这

些微妙的信息早就传递给了孩

子$你究竟如何对待成绩这回事$

小孩子心中跟明镜似的% 许多家

长没有意识到$你的孩子爱你$有

时她撒谎$只是害怕让你失望%

如此为孩子们辩解$ 是想说

明类似的谎言自有可以理解的逻

辑$家长们完全无需上纲上线$动

辄从道德层面进行解读%

那么为什么成人特别害怕孩

子撒谎$务必赶尽杀绝呢+

当父母的$ 都认为自己天经

地义对孩子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当孩子隐瞒起生活中一小块$或

者用谎言遮盖起一个事实$ 父母

对孩子的控制便出现了一个小小

的盲区$父母们便恐慌了%

只有无所不知才能全盘控

制% 当你挥起道德的利剑劈向孩

子的谎言$也请你意识到$你并不

像你以为的那么正义$ 也许你只

是不满于自

身权威遭到

的挑战 $是

你 身 上 的

!霸权狂#在

发怒%

你和孩

子都是人类

之一分子 $

你们身上存

在人性共同

的特质 $包

括虚弱的可

笑的那些层面% 请你随时省察自

身的人性$并从人性的角度$而不

是道德的角度$看待孩子的谎言%

成人为何害怕
孩子撒谎

" 章红

评判“拜金”行为 别只用道德这把尺
)

! ! ! !进化心理学的研究发现，男性
和女性对于伴侣的要求都基于一个
共同的基础，即繁衍，帮助基因传承
下去，由于男性和女性的差异，使得
他们虽然目的相同，但策略不同。进
化心理学专家巴斯和施密特认为，
男人和女人对短期和长期的婚姻具
有不同的策略、情感和动机。男性往
往采取的是一种短期策略，即寻找
到尽可能多的基因繁衍机会。男性
比女性拥有更为浪漫的态度。他们

也更有可能相信“一见钟情”。
而女性希望吸引一个帮助她抚

养孩子的忠诚男士的策略，这是长
期策略。面对爱情，女性比男性更为
实用主义，对爱谁会更有选择性，她
们倾向于将情感限制在拥有相对较
高的智慧、地位和其他好品质的伴
侣上。因为这能帮助女性更好地抚
养孩子成长，实现繁衍和基因传承。
“从这个角度分析一些女性在

挑选婚姻伴侣的时候更看重物质条

件，我们可能就不必非得站在道德
角度评判甚至人品的角度来评判
了。”廖丽娟说，“我们不会去评论一
个女孩子喜欢强壮的男性，不会觉
得这和道德有关系。以此类推，如果
一些女性自身比较缺乏安全感或者
生存基础的话，她在寻找婚姻伴侣的
时候容易倾向于去选择经济实力相
对强大一些的男性，逻辑上就很容
易说得通，这和道德的评判是两个
不同的范畴，其实很难直接相关。”

! ! ! !相关研究发现，人们谈论某个
观点的时候，未必是决定如此行为
的时候。当一个人谈论对物质、金
钱的向往的时候，未必代表这个人
在作出有关婚姻的选择时就只会
看到金钱，而忽略其他因素。

廖丽娟解释说，人们表达观
点往往有三种用途，一种是宣布

自己观点和可能的行为选择。第
二，更多可能代表的是一种思考
的过程，语言是思维的外在表现。
当人们说“我是拜金的”，可能往
往在表达的意思是“我在思考拜
金这种现象”，不需要直接为有这
些论调的人贴上所谓标签，尤其是
道德的标签。第三，语言的表达，往

往也是一种倾诉和情绪的宣泄，
比如，一个人说我很倒霉，往往表
达的是“我今天遇到了麻烦所以
感觉有点烦，有点累，希望得到安
慰”，而未必是认定自己有多倒
霉。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去驳斥这
些语言，达到的很可能是鸡同鸭
讲的效果。

口头上“拜金”未必真会付诸行动
*

引导“拜金”女 要从内心需求入手
+

! ! ! !人们所有的行为选择，无论是
否合法，无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其
实都是为了满足内心的期待和需
要。抛开这些外在的实现途径，人们
想要实现的需要是相同的。有些女
性要选择有房有车的人；有些女性
要选择温柔体贴的人；还有女性要
选择高大帅气的人……看上去她们
的选择要求都很不同，但是她们的
内心期待和需要其实是一致的。“她
们都希望实现爱的需要，她们都期
待自己的婚姻幸福。”廖丽娟说，“所
以，当看到身边的女性朋友们的选
择纷繁复杂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对
这些实现需要的途径过多评价，事
实上这里面本身很难有对错高低之

分。她们内心的需要和期待其实都
相似并且简单———爱与幸福。”

了解了女性们对爱与幸福的
内心需要后，在面对“拜金女”的时
候，你的态度会不会和原来不一样
呢？廖丽娟说：“我们要帮助她们思
考这些需要的实现。她们真正想要
的幸福是什么？有没有更多的途径
来实现这样的爱和幸福的需要，而
不是固守一种途径———只追求物
质基础？”

心理学上有一种罗密欧与朱
丽叶效应，即反弹效应。心理逆反
理论认为：当人们失去行动或选择
的自由时，他们会争取重新得到自
由。结果是，当我们面临失去的威

胁时，我们可能会更想得到。比如，
父母越是干预反而会增加恋人间
的感情，这使得他们变得更加盲
目。廖丽娟提醒说，如果我们身边
有人存在“拜金”或者“炫富”的状
况，过多评判，尤其是站在人本身
和道德的角度去妄加评论，往往
会使得被评论的人内心产生逆
反，结果可能非但没能说服对方，
反而增强了她们的盲目性，没有
机会让她们理性地分析和成长。
“也就是说，本来这些女性是表达
了一种思考和可能的选择倾向，被
我们评论甚至反对以后，反而更容
易促成她们的行为决定。那岂不是
适得其反？”

“拜金”行为可以调整 对幸福的追求需要理解和支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