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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新民环球

俄罗斯人幸福感“爆棚”
选择自己的活法 快乐地活在当下

幸福与金钱无关
伊戈尔 !"岁，在媒体工作，是

个健谈的人。“只要拥有喜欢的工作
和贴心的儿女，做一个幸福的人并
不难。”他说。
当记者二十多年的伊戈尔认为

自己“一直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这
种幸福是很多人得不到的。”他相信
自己的能力，“需要什么东西都可以
凭自己的力量得到。”
伊戈尔回忆说，他大学毕业时

正值前苏联解体。“但对记者而言，
国家的动荡是出新闻的好机会。我
感到自己是被需要的，这一点很重
要。”他说。在那一段时间，他走了很
多地方，观察并报道在这个国家发
生的许多事，“很有趣的经历”。
谈到孩子，伊戈尔脸上的笑意

掩饰不住。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
#!岁，已经工作也有了女儿；小儿
子才 !岁，正是可爱之时。伊戈尔
说：“小儿子和孙女几乎同时出生，
所以我现在是子、孙同时绕膝。”

伊戈尔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
曾在中国东北地区工作过。"$岁的
老母亲如今还经常受邀去外国高校
做讲座，前不久刚从意大利回来。伊
戈尔希望父母健康长寿，常对母亲
说：“你肯定能活到一百岁。”
“我觉得幸福与否，其实和经济

条件关系不大，这是很内在的个人
感受。%&&%年我失业了，整整一年
既没有工作也没有房子。我去了新
西伯利亚、高加索旅行，和父母、孩
子待在一起。那段时间也是快乐
的。”他说。

伊戈尔对幸福的理解或许能代
表部分中年俄罗斯人的感受。全俄社
会舆论调查中心的专家菲奥多罗夫
认为，#'年前俄罗斯进入全面改革
时期，到现在逐渐形成新的社会、政
治、经济体系。这一过程中，人们必须
跟随国家的发展步伐，调整对生活的
期许，“他们知道怎样才能改善自己
的处境，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心理学家克留齐尼科夫指出，
俄罗斯人性格中隐藏的乐观因素也
起了很大作用。在新的社会条件下，
人们认为自己可以对生活做出新规
划，因此能更乐观地看待未来。

有机会就有幸福
克塞尼娅 #'岁出头，是个活泼

的莫斯科女孩，说话时总会忍不住
手舞足蹈。见到记者时，她一身户外
运动装束，刚刚从克拉斯诺达尔斯
科边疆区的海边旅游回来。“"天时
间，(天在火车上，到了那就背着包
到处走。”她说。

与中年老成的伊戈尔看法不
同，克塞尼娅认为幸福感与经济条

件有关联。她喜欢工作一段时间就
去旅游一次，到新的地方看看不一
样的风景，这必然需要一份固定的
工作或收入为保障。
她说，莫斯科许多年轻人打两

份工，他们知道必须安排好自己的
生活，想清楚什么是自己想要的。
克塞尼娅觉得读大学时是最幸

福的阶段，“每天很热闹，也不必为
生活发愁。自由自在，不用回家被父
母问东问西。”她目前正申请出国留
学，想出去看看并学点东西，希望回
来能有“更多的自由”。
与克塞尼娅同岁的娜斯佳出生

在圣彼得堡，大学毕业后在莫斯科
找了一份翻译工作。在她看来，莫斯
科本地人的幸福感比俄罗斯其他城
市居民都要高，因为“这里各种社会
保障都比其他地区做得好。虽然物
价高，但收入也高。对本地人而言，
没有买房的负担，人们会活得比较
轻松。”
娜斯佳现在最大愿望就是在莫

斯科城郊有地铁的地方买一套小户
型公寓。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套
(( 平方米的公寓售价 )'' 万到
%'''万卢布（%元人民币约为 $卢
布）。一次付清这笔钱，对她而言是
不可能的。她正努力攒钱准备支付
('*的首付，而贷款利率高达 %"*

到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住

上自己的房子，”她有点犯愁。
即便如此，她依然不愿意离开

莫斯科生活。“这里有很多机会让我
选择，其他小城市无法相比。”拥有
机会，就意味着拥有改善生活、抵达
幸福的途径。

知足常乐即幸福
认识老奶奶斯维特兰娜是在一

个阳光明媚的初春早晨，冰消雪融
后的莫斯科格外迷人。满头银发的
斯维特兰娜独自在市中心的小池塘
边散步。见到记者便寒暄道：“阳光
这么好，冰都化了，草也快绿了，日
子要好起来了。”

年近 "'岁的斯维特兰娜独自
住在莫斯科市中心一间公寓中，丈
夫去世多年，没有子女。
对于自己的生活，斯维特兰娜

认为：“没什么可抱怨的。”她退休金
不多，但也够花；身体还算健康，有
一个侄子时不时会来看望她。每天
上午，她都来池塘边散步，和路人聊
天交谈。
在斯维特兰娜看来，生活应该

知足常乐。她还记得上世纪 &'年代
时，“商店里什么都买不到，过了今
天就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整个国
家都看不到未来。”因此，她觉得“如
今一切稳定下来了，人们也对自己
的生活有了规划。没有什么坏消息，
就是好消息。”
俄罗斯心理分析研究所的教授

亚历山大·普罗特金认为，俄罗斯人
倾向于从消极方面出发看待幸福这
个概念，会认为如果没有什么不幸
就是幸福。这种心理大多出现于曾
经历过巨大动荡的社会，比如，国家
历史上曾有过公民社会缺位、无法
治等时期。

心理学家伊戈尔·瓦西里耶夫
说，不少俄罗斯人重视“活在当下”，
即便积蓄有限，也要去其他地方旅
游，或者买一件奢侈品，这也是促使
幸福感提升的一个因素。
实际上，俄罗斯民意基金会对

该国约 $+"万名成年人进行的调查
显示，老年人和退休人员的幸福感
最弱。这可能与俄罗斯养老体制有
一定关系。俄罗斯人交付养老保险
的年限相对较短，导致他们拿到手
的养老金偏少。

#''&年开始，政府养老金出现
赤字，俄国内也出现关于是否应提
高退休年龄的讨论。在物件上涨等
情况下，手里的钱不够花，难免会让
这些人群感觉不那么幸福。

赵嫣

民众自认幸福
总统避谈幸福

! ! ! !俄罗斯民意基金会的幸福

感民调采访了大约 !!"万名成

年人!分布在俄 "#个联邦主体

的 $%%%多个居民点"

其中!大学生群体幸福感

最强!&&'的受访大学生称自

己幸福" 其次是月收入超过

$!!万卢布 #约合 (#(&元人民

币$的人!约有 &('认为自己幸

福% )%岁以上老人和退休人员

幸福感最弱!$*'认为自己不

幸福"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在没

有工作也不打算找工作的人

中! 自认为幸福者的比例高达

&%'"

*('的受访者感到自己不

幸福!*+'的人则说不清自己

是否幸福"

俄总统普京在 ( 月 $! 日

举行的与民众连线电视节目中

也被追问&你幸福吗' (这一问

题%他回答说!一个人是否幸福

是个)哲学问题(!不知道自己

是否幸福%他说!自己对俄罗斯

人民选他当国家元首心存感

激!&这是我的全部生活! 这对

幸福来说是否足够! 我不知

道% (

俄罗斯民意基金会4月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约73%的俄罗斯人认为
自己幸福，莫斯科人的幸福感比例则达81%。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一项民意
调查也显示，77%的受访者感到幸福，这一数据比两年前增长了10%，比1992
年的数据上涨了33%。

相关链接

收入提高幸福增
年轻一代更幸福
! ! ! !圣彼得堡高等经济学校的

一项研究显示! 经济条件仍然

是多数俄罗斯人衡量幸福度的

重要标准%

俄总理德米特里*梅德韦

杰夫 (月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

提到!$%**年! 俄罗斯居民实

际工资增幅为 $,&'!$%*$年这

一数字提升到 &,('!增幅比例

较大+ 收入增加可能是影响民

众幸福感的因素之一"

此外! 圣彼得堡高等经济

学校的研究说! 俄罗斯年轻一

代的幸福感较高! 因为他们享

有更大自由! 可以选择自己想

要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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