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刊·家庭 13
2024年5月24日/星期五

责任编辑 薛丽娟 / 美编 李鹏 / 校对 王棉 / E-mail：ycwbdhw@126.com

□衣名

在母亲的呵护下，我自小养成了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习惯。当走进
婚姻的“围城”后，就显得无可奈何，只
好把“家政”的大权交给妻子，加上我
不跳舞、不“垒长城”、不抽烟，兜里装

“铜”反觉占地方，所以，连单位“小范
围”的奖金，我也是毫无保留地双手捧
交给“掌柜”。妻子见我在用钱上属

“低能儿”，也从未给过我“回扣”，我自
己兜里经常翻不出一分钱，常常是“兜
比脸干净”。因此，我也落了个“怕老
婆”的雅号。

一次，和妻儿一块逛街，妻子逢
店必进，见衣服必摸，我和儿子实在
耐不住，妻子便给我们买了瓜子、口
香糖及饮料等一大堆食品，约定好见
面地点和时间，就把我们“放飞”了。
谁知她在一个服装店里遇到几个单
位里的“姐妹”，一顿猛侃，又购了一
套时装后，几个女人你唱我和，妻子
竟把我和儿子忘得一干二净，自个回
家品赏时装去了。我和儿子在“会
面”地点左等右等不见人，只好打车
回家，该下车了，可 6 元钱的车票钱
我怎么也拿不出来。车主见我西装
革履不像赖票人，便同意我一会儿把
钱送来。

推门进家，妻子正穿着时装洋洋
自得地在客厅走着模特步，我气不打
一处来，冲她嚷嚷。妻子听明白后，
拖着儿子就往外跑，去补那 6 元车票
钱。过后，想到堂堂七尺男儿竟无钱
买票，感到很窝囊，可又一想本人潇
洒下车扬长而去，自有“后勤部长”屁
颠屁颠前去补票，又觉得自己十分

“高大”了。
不理“财政”，当然就不知道柴、

米、油、盐啥价格了。有时到朋友家串
门或回父母家，总会有人问：“你们那
里大肉什么价？芹菜、豆芽多少钱一
斤？”现在人们都是很关心物价的，民
以食为天嘛。可这样普通的问题，我
却插不上嘴，让朋友们觉得很不理
解，说来他们都不信，我家钱在什么地
方放着我都不知道。一个星期天，妻
子带儿子进城逛公园去了，我在家里

搞我的“豆腐块”创作，忽闻敲门声，拉
开门，原来是收水电费的。师傅查完
电表、查水表，共 85 元钱。仅 60 平方
米的房子，两室两厅该翻到的地方我
都翻了，最后只好给收电费的师傅道
声对不起，请他们下次一块算，或者等
我妻子回来后上门缴款。收电费的师
傅一脸莫名其妙，最后还是无可奈何
地走了。

兜里无“铜”自然少了那些讨价还
价的琐碎事，可在商品经济的社会生
活，不掌钱就得掌“权”。在“围城”里，
我无钱无权，但我有自己的活法。孩
子的学习辅导是我的，内务卫生是我
的，而我更多的时间则是上网浏览中
国及世界文化，发自己想发的感慨，写
自己想写的文章，这还不够潇洒么。
我不是那种被媳妇管得没有一点自
由，也不是妻子在“财政”上挟持我，更
不是妻子吝啬，而是我觉得和钱打交
道实在太累。有妻子热衷于干“家
政”，我何必再去插手，那是一本念不
完的经，需要无私和耐心。我自费上
函大毕业了，总共用去多少钱我也不
知道，因为学杂费是妻子一手缴办的；
我和孩子每年要用到十多种学习资

料，只需写个单子给妻子就行了。妹
妹刚上班需交押金，妻子二话不说就
把钱寄去。去年，弟弟买房还差点钱，
她当即给弟弟送去3万元。今年，家在
山区小镇上的母亲过生日，流露出想
买件金手饰的想法。妻子当时虽没表
态，回家后，取出储蓄，花两万多为我
父母各买了一只金戒指，还特意为母
亲买了一对金耳环，可妻子至今手上
也没戴过什么金首饰。虽然我们只是
工薪阶层，经济并不怎么宽裕，可当父
母和弟妹们有困难的时候，她总是倾
尽全力。你说，我这十足的“甩手掌
柜”，难道不幸福吗？

无钱想潇洒，先要学放心，丢掉小
肚鸡肠。“围城”里常常有因为钱吵架、
砸桌子、摔电视的，也有因为钱一家人
变为两家人。我没有这些烦恼，因为
我挣钱不问钱，因为我相信妻子的理
家能力，因为我珍惜我们的夫妻姻
缘。人的一生，其实很短暂，如果不加
倍珍惜，就会更短暂，佛说，修五百年
只能同舟，修一千年才能同枕。妻，是
一千年修行的结果，我没有理由不放
心，没有理由不加倍珍惜。正因如此，

“怕老婆”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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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

所谓“信息差”就是信息不对称，
它多被用于经济学领域。但是在生活
中、在感情里，一样会存在信息差。

有这样一个案例：女人跟一个有
妇之夫交往了6年，她坚信男人不爱妻
子，要不是他妻子纠缠要挟，男人早就
离婚跟她在一起了。她找咨询师寻求
让那位妻子主动放手的方法。

对此，咨询师建议她先跟那位妻
子聊聊，因为中间也许有两位女性都
不知道的事情。事实果真如此——并
不是妻子离不开男人，而是男人离不
开妻子。女人被骗了，她还不是男人
在外唯一的女人！

那么，我们该如何减少这样的信
息差呢？可以从这几方面入手：

主动询问

一对男女刚认识或刚在一起时，
多聊一些个人的事。问的时候掌握一
些技巧，不要像查户口一样。比如，可
以通过询问对方家乡有什么特产美
食、分享讨论大学校园经历、一起吐槽
老板客户和同事等来了解对方的过去
及目前的动态。当然，提问的一方也
需要适当透露自己的情况，否则对对
方是不公平的。这样，能加深你们对
彼此的了解，

观察言行

一个人的形象可以通过他的朋友
圈、发表的一些言论来塑造。但这些
信息未必都真实，或许，有些是特意展
现出来给别人看的，有些是经过夸张

和美化的，还有一些是捏造的。因此，
面对这些信息，你需要花时间观察和
分析这个人的性格到底是什么样的，
跟他口中的自己是不是相吻合。

他人视角

他在你面前会设防，但是，他在朋
友、家人面前没必要伪装，会展现真实
的自己。所以，你可以听听他朋友、家
人对他的评价，当然这部分评价有的
也未必真实，要学会去伪存真。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观察他的朋
友圈子。他的朋友们都有什么样的特
性，他大概率也存在这样的特性。他
的父母是如何相处的，他又是如何跟
父母相处的。了解这些，能帮助你探
知他对待亲密关系的态度。

（《中国妇女报》）

警惕感 情 里 的信 息 差

慈善的本质是互存互惠，是助人快乐，
助人摆脱困厄。心理学家说热衷慈善、乐
献爱心者，心理健康程度和心灵快乐指数
均高于普通人，他们一般更健康更快乐。
为什么心存善念会更加康健快乐呢？今天
跟大家聊一聊善与健康的话题。

【问】生活中，为什么许多人愿意帮助
那些非亲非故的人，而且还有人特别愿意
做善事呢？

【答】心理学家分析助人为乐的原因有
两个：一是会改善个人情绪，使之良好有效
地减轻自己的身心压力；二是助人的积极
效果和身心压力的减轻，对自己的健康有
积极影响。这说明助人本身就蕴涵有内在
的回报，强化了利他主义，也防止了自私。

其实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慈善活
动中，无论助人者、受助者还是旁观者，都
能从中体会到和谐与愉悦的互爱感。他们
这样做时心情特别好，情绪积极，自尊得到
提升，是真心快乐的。

长远而言，助人者会收获做善事、助人
的好处，诸如自信、自尊、提高自我认识、摆
脱压力等。因做善事、助人，心里会升腾起
自豪感。

助人能摆脱糟糕的心情，通常我们总
认为，心情好的人才愿意助人，其实许多心
情糟糕者同样愿意向别人伸出援助之手。
这样做是一种自我满足，可以给自己带来
内心的回报，让自己感到被需要。

很多人乐善好施，愿意倾听别人的苦
恼，喜欢帮助弱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可以让自己心情更好，得到更多的快乐和
满足。

【问】举善、行善说说容易，要做到真正
的举善、行善是很不容易的，什么才是真正
的乐善好施？

【答】这是因为真正的行善者、善举者
都是不图回报的。

在真正行善者眼中，乐善好施既是过
程又是目的，是人生的一种追求，是美好的
享受，是幸福的体验。我们常说的“善有善
报”有两种含义：一是对那些乐施好善有功
者，因为他们对社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社
会以他为榜样，进行歌颂；二是当那些行善
者自身有困难时，其他人也会乐于行善于
他。如果以回报作为自己举善的前提条件
来理解“善有善报”，这是很大的误解，所
以，举善应该是不为因果而行善的。人们
之所以要积德行善，并非积累人生的资本，
而是实现与人为善而已。这是我们需要追
求的一种境界。

乐善好施有健康（上）

嘉宾王水成：全国食疗养生大会高级
顾问，国家一级健康管理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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