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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存钱大法”分享不易

! ! ! !早饭在家吃，有草鸡蛋、牛奶
!或豆浆"、稀饭、面包!或包子、烧卖"

等。一般晚上去超市，这时候草鸡
蛋、面包、烧卖和肉包都打折出售，一
天两人也不过五六元，一个月至多
#$%元。午饭夫妻俩都在单位吃，不
要钱；周末时不做，早饭多吃点，或在
父母家吃。晚饭一个月 &%天，丈夫基
本 #%天在外应酬，'天在单位加班。
这 #'天晚上，妻子通常在家自己弄
饭，一个月 (%%元够了。剩下的 #'天
到父母家吃。每次去父母那儿，都有
水果吃，每次离开都会带很多回来。
夫妻俩和家人有“亲情号”，在

单位都有“短号”，所以一个月话费
都不高，两人一共 '%元左右。两人
都有小电动车，公交卡每人充 '%元
可用大半年。宽带一年 )$%元，一个
月 )%元；有线电视一个月 ()元；
水、电、气一个月 #%%元，夏天和冬
天的 )个月每月都 #%%元。两边老
人平均每个节日 #%%% 元，一年
&%%%元，共计 *%%%元；每年国内旅
游杂费 )%%%元；人情往来 (%%%元；
零花钱人均 #%%%元，共计 (%%%元；
添置衣服、鞋、裤等人均 (%%%元，共
计 )%%%元；紧急支出待用：'%%%元

!不需要就存起来，一般不需要"。丈
夫还称，自己不抽烟、喝酒，妻子不
太化妆，买衣服基本在地摊买或网
购，每件不超过 #%%元。例如毛巾、
香皂、女性用品、洗衣粉、卫生纸、饮
料、糖、冷饮、内衣之类生活用品，单
位都会定期发。
这么一路看下来，我真不明白，

为什么那么多人对这对小夫妻冷嘲
热讽———什么卑鄙的啃老，什么毫
无吸引力的生活质量？
存那么些钱干什么？没见人家

的打算吗？准备换套大房子呢。
在我看来，小夫妻虽然是 $%

后，但显然没有时下很多年轻人的
不良习性，知道勤俭节约，没有不良
嗜好。他们还懂得孝顺父母———经
常回家看看，他们是做到了。老人在
儿女成家后最期待的，是一家子能
常常团聚在一起，能围一桌吃顿可
口的饭菜。这点，小夫妻做到了，老
人家估计也很满足，感到了幸福。而
从老人那里带点水果之类的东西回
自己小家，不过是这口袋进了那口
袋，都是一家子，老人会计较？

“我们夫妻月收入 9000元，每月消费 1000元，存
8000元，年底可以绰绰有余地存款9万元以上！”近日南京
一对80后夫妻晒出的存钱大法，引来不少网友围观。

他们的省钱大法是：吃饭基本靠单位和在父母家蹭，通
讯靠短信，交通靠电动车和公交，买衣服靠网购。这对80后
夫妻的省钱大法是否值得提倡？有网友觉得如此省钱让人钦
佩，也有网友认为这样过日子太辛苦了，还有人认为两人完
全是在啃老啃单位。

你赞同这种省钱方法吗？让消费与理财达到平衡,你有
什么心得？

! ! ! !英国一项网络调查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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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夫妻月收入 +%%%元，每月消
费 #%%%元，存 $%%%元”，南京一对
$%后夫妻晒出的省钱成果，惊动了
不少网友。然而分析一下他们每月
仅花 #%%%元的秘诀，其中相当部分
又不属于省钱范畴，比如吃饭基本
靠单位和在父母家蹭……如果这也
算节约，那么某些吃喝拉撒都能报
销的人，也许月收入 +%%%元，多开
点发票，月底可以存 #%%%%元以上，
颠覆能量守恒定律。

不过仅就技术层面而言，一个
家庭每月只消费 #%%%元，倒也并非

天方夜谭，我有一位邻居就能实现
这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家
空调、冰箱、彩电、电脑……基本家
电一应俱全，不过空调几乎不开、冰
箱很少用，连彩电、电脑都用得不
多，每月电费居然只有四五十度。每
次阶梯电价调整资费，绝大多数人
反对，他家都坚决支持。因为他家总
是小区里极个别第一档电费用户，
可以享受到降价。而且即便按照农
村标准，第一档电价也不可能设置
到四五十度，所以他们无比安全。
就像那对蹭饭夫妇，不可避免

会刮单位、父母的油，我们那位邻
居的节约也会影响别人。他们家厨
房改成了贮藏室，做饭都在阳台上
完成。每天生煤炉，浓烟被分享到
楼上好几层。有时炒一些辛辣的
菜，上上下下都能听到咳嗽声。居
委会上门劝告了好几次，他家坚持
别人无权干涉其内政，于是大家只
能忍着了。
在别人看来，这种极端的节约

如苦行僧，生活没滋没味，还搞坏
了邻居关系，得不偿失。可是他家两
代人都是这么过的，没觉得有什么

不适，身体似乎也不比别人差，谁
也不能干涉他们自得其乐。然而就
和南京那对晒“存钱大法”的小夫
妻的节约故事一样，只能当作传奇
来听，没有谁真的会效仿。消费观
源自价值观，极度节约者的价值观
非常另类，注定不可能传染别人。
多年前，房地产商炮制出一个

“美国老太太”，忽悠大家超前消
费。好在多年后，大家的脑袋没有
那么热了。自己的钱怎么用，自己
做主，原则是自己花得舒服。你愿
意当月光族，或者葛朗台都行，只
要不违法。如果你日后后悔了，自
然会作出调整。节约经这种事，往
往无法分享。

! ! ! !我有个单身同事，公司
里分给他一套房，就在静安
寺后面，坐公交车到办公室
只要#'分钟，但是，他偏偏不
去住，每天都在办公室的沙
发上将就。大家上班早的话，
总能在洗手间门口看到他拿
着牙刷牙膏忙进忙出。每当
招进一批新人，新人们的固
定八卦话题就是：“某老师为
什么不回家睡啊？”据说，他
早已把这套房出租了。

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
一条帖子，说是某吝啬鬼如
何蹭单位的公物，极品招数
包括：把笔记本电脑等各种

电器带到单位里，充电并下载内容；下
班回家前，用保温杯泡一壶茶带上，再
顺路去趟洗手间，扯上一段卷筒纸；住
在办公室里，用免费的水电和办公用
品，畅饮畅吃冰箱里的各种饮料零食。
最离谱的是，睡前泡脚也要用饮水机
的纯净水……看到这段内容，我就情
不自禁地联想到这位身边的“钉子
户”，他该不会也用纯净水泡脚吧？
不过，这位同事倒不是专蹭公司

的便宜，只是节俭的天性使然。比如，
虽然他年薪有&%万元，却连一辆普桑
都没买，出门以公交为主，偶尔打车。
又比如，估计他很少去什么饭店咖啡
馆之类的地方消费，喝咖啡至今还是
拿着小勺舀着喝。
鉴于他有财从不露富，所以大家

都不知道他赚来的钱都去了哪里。或
许，是在银行的账户里？又或许，化为
了一本本房产证？又说不定，都变成了
一根根黄澄澄的金条———每天晚上，
人家都会关上灯静静享受金光闪闪的
梦幻感觉呢？

如果攒钱成了赚钱的唯一目的，
那么活生生的人与冷冰冰的印钞机
又有什么区别呢？

! ! ! ! $%后小夫妻俩月收入+%%%

存$%%%，吃饭靠蹭单位和父母，
交通靠电动车和公交，买衣靠网
购？神人啊。

开门过日子，花钱的地方
多着呢。掰掰手指头，除了吃饭
和交通，亲戚朋友同事遇到红
白喜事随份儿的人情费，洗化
卫生用品费，逢年过节孝敬老
人费，水果牛奶买书订报费，医
疗保健费，休闲旅游费，有朋自
远方或近处来的招待费，上网费
水电费维修费……以上等等，
#%%%元钱绝对不够，除非你让物
价倒退(%年。

如果说以上种种你都不需
要开支，一个人一个月只花'%%

元钱。我顿时就要“不耻瞎问”，
因为问题是接踵来的：

你们经常大脸大脚地在父
母家蹭饭，到了父亲节母亲节中
秋节春节等等节日还有父母生
日，你们还腆着脸玩空手道？
虽然能在单位蹭到饭吃，那

社会关系至少还有同事这一档。
难道说，我只吃别人的，别人别
想吃到我一毛钱。估计这饭蹭不

长，面子倒是有可能蹭没。出来
混，总是要还的，天下没有白吃
的午餐。

大批量$%后结婚生孩子进
行时，是不是有同学哦？需不需
要包红包哦？同事之间遇到红白
喜事，随个份子是中华之民情。
我从(%年前上班伊始就开始在
随数不清的份子的窘迫日子里
挣扎了好多年。难道如今社会风
气都变了，都不再给同事随份子
了，那我们这一辈岂不亏大了？
还有，外地同学来看你，或

者亲戚朋友来找你玩，玩着玩着
就到了饭点。你说，回家吃饭去
吧。呵呵，你敢说？
假如说你们就不交朋友，不

用读书看报跟朋友聊天，本人就
是无欲无求。那没办法，“,服了
-./”了。不过，这不叫节俭。叫
什么，你懂的。只是攒钱真的那
么重要吗？累了不需要歇息吗？
压力大不需要外出散心吗？

武侠小说里的高僧境界更
高，不蹭单位父母的饭，辟谷修
禅，一分钱都花不掉———你们还
有进步的空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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