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让花钱带来更多快乐和满足

如果你中了500万的彩票，你会
怎么过？

你一定听说过国内、国外一些彩
票头奖得主却遭遇金钱诅咒的故

事。但事实上，那样的极端例子真的
只是特例，很少有中奖者会登上新闻
版面：因为他们（她们）并不会去挥霍
这笔钱，而是把大部分奖金存了起

来，很小心地支配这样一笔意外之
财，这就没有了新闻价值。

那么，中大奖会让人快乐吗？美
国的经济学家进行过典型研究，了解
到彩票中奖者确实会在中奖之后感
到不同程度的狂喜，但这种狂喜会在
之后就淡化起来，“当他们习惯了拥
有这么多财富，这些钱就不能再给他
们带来快乐了。”比利时学者进行的
一项研究则表明，那些一夜暴富的人
不再能从生活中那些细小的事情上
获取快乐。

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很
多专家都相信，有钱人会比穷困的人
更能拥有幸福感，但那只是粗略的比
对，并不意味着越有钱越幸福或是越
缺钱越不幸福。金钱带来的快乐和
幸福存在一个饱和值。

一些人对于金钱有着无限的渴
望，无论挣到多少钱，都希望更多，绝
不停下自己赚钱的步伐。这种被称
为物质主义的生活观，也因此招致了
各种批评。不过，如果引入心理学家
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的“心流”理
论，我们就可以更为清楚地知道，以
挣钱为直接目的，却有着其他目标和
人生价值的物质主义，往往会让人在
挣钱以及后续花钱（含慈善捐助等）
中进入“心流”状态；而那些获得和消
费物质财富仅仅是旨在提高社会地
位，满足自己炫耀心理的做法，却很
难真正从赚钱及花钱中收获快乐，反
而可能收获孤独。

下一个问题，花钱真的会让人感
到快乐吗？赚钱、花钱的过程中，人

的大脑的奖励系统会做出反应，多
巴胺飙升，让人倍感愉悦。英国广
播电台心理学节目主持人、作家、英
国心理学会“人格和心理学媒体成
就奖”得主、英国神经学协会“神经
学公共理解奖”得主克劳迪娅·哈蒙
德说，与其说金钱是工具，倒不如说
是心理药物。

克劳迪娅·哈蒙德所著的《花钱
的艺术》一书，近日由中信出版集团
引进出版。这本书娴熟地运用认知
心理学的观点，探究了金钱带给人的
各种心理和行为反应，梳理了商家、
银行对于消费者和用户施加操控的
定价、营销与宣传手段，揭示了其中
奥秘。钱的形式（纸币、硬币、银行
卡账户的钱、透支的钱）对于我们花
钱有没有影响？如果你对此予以否
认，就可能大大高估了自己的控制
能力。货币最初都是有价值的铸
币，到了现代社会，逐渐发展为纸
币，再到电子、网络账户。尽管如
此，心理学家通过观察发现，人们对
于现金、支票、礼券和银行存款的价
值判定是不一样的，这其中，“特别
迷恋金钱的外在形式”。经验发现，
在同等币值的情况下，人们把硬币
花出去的时间要快得多，而旧的、有
些脏的纸币也会比新的纸币更快花
出去。《花钱的艺术》中还指出，随着
银行卡、移动互联第三方支付的普
及，人们花钱的速度变得更快，同样，
在花费储蓄卡和信用卡里的钱时，用
户通常会更慷慨地支配信用卡的透
支额。 （来源：成都晚报）

《花钱的艺术》
克劳迪娅·哈蒙德
中信出版集团

本书所述内容既体现了作者
长期从事版权贸易工作积累的丰
富经验，也提出了与国际版权贸
易工作有关的独到有用的理念，
而这种经验与理念通过大量案
例与分析得到了充分的提炼与
阐释。本书不仅适合广大版权
经理、版权编辑、版权代理人以
及高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也是出版社编辑从事图书选题策
划与市场营销可参考的经验、策
略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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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们》
作者：艾玛·克莱因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版权贸易经略》
作者：姜汉忠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14岁少女伊薇，孤独、迷茫、渴
望他人的关注。她在公园里偶遇了
几个嬉皮士女孩，女孩们肮脏而性
感，不屑世俗却处处吸引世俗的目
光。伊薇跟着她们来到农场公社，
公社领袖拉塞尔极富魅力，宣扬爱
与分享。伊薇的心一天天归向农场
世界，而超出她理解的危险，也越来
越近……

《主角》
陈彦
作家出版社

谁才是生活的主角？

近期，陈彦刊发于《人民文学》
2017 年第十一期头条的长篇小说

《主角》出版了单行本。作为一部现
实主义力作，小说仍以作者熟悉的
戏剧界为题材，讲述了一代秦腔传
奇人物的故事。作品延续作者一贯
以小人物为中心，为小人物立传的
写作模式，刻画了一代秦腔金皇后
忆秦娥这一形象，并辐射一大群周
边艺人，讲述了这一剧种的发展历
程以及这些艺人的命运。虽然后来
忆秦娥成为戏剧舞台上的主角，但
一开始她是真正意义上的小人物，
刚进剧院从事帮厨喂猪的最底层工
作，住在灶门口。作者在创作谈中
也指出，一个主角依靠的是一个团
队一连串如行云流水般的协同动作

才把主角天衣无缝地送上前台。这
种关于幕后工作的书写在作者之前
的长篇小说《装台》里已经表现得淋
漓尽致了，而《主角》对此的书写仍
可谓不遗余力，由此作者通过小说
讨论了“谁才是生活的主角”这一严
肃的问题。

《主角》从字面意思上来看就是
写舞台上的主角，小说围绕着一个
名叫忆秦娥的秦腔演员展开，描写
她从 11 岁拜师学艺到 51 岁功成名
就的生命历程和舞台生涯，又从忆
秦娥写到她女儿宋雨，时间跨度 40
多年。作者试图通过戏剧舞台生活
的一角，窥探一个时代的脉动与一
个群体的生命律动。小说的叙事场
景也在不断扩展拉开，既有乡村也

有都市，既有国内也有国际，既有情
场也有生意场，甚至还有人间天堂
和地狱的对比。小说时间跨度大，
从改革开放一直写到当下，对近半
个世纪的时代风云变化也有较多的
着墨之处，用秦腔艺人的视角串联
起了整个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变
迁，个体命运沉浮附着在时代的巨
变之上。整部小说有两条大的主
线，一条是忆秦娥一步步成为秦腔
名伶的打拼故事；另一条线是忆秦
娥被迫卷进纷争的故事。忆秦娥仿
佛从一开始就被牵着鼻子走，相继
被师父挖掘，被选进县委领导层，被
省级剧团引进等等。她自己本身更
多的还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小时
候险些被性侵的经历让她对爱情和
异性有着天然的抵触心理，这些不
幸的经历笼罩影响了她的一生。

《主角》是一部宏大之书，是用
“生命灌注的人间大音”，涉及戏曲文
化、历史变迁、社会变革、艺术境界、
女性主义等多个领域。比如从女性
主义角度来理解，《主角》也是一部探
寻女性命运的作品，无论是主人公忆
秦娥还是胡蔡翔、米兰，抑或是楚嘉
禾、惠芳龄等年轻一代，都被时代卷
进来，演绎了各自悲情的一生。再比
如，小说借忆秦娥之口多次谈及关于
艺术本质问题、艺术境界问题。总
之，小说通过小人物的成功之旅书写
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困扰描写，将
小说的主题进一步升华，在延续为小
人物立传的基础上，反映了人类面临
的共同困境。

聚焦小人物的书写可以说是陈
彦小说最大的特点与亮点。早几年
出版的《装台》描写了一群常年为专
业演出团体搭建舞台布景和灯光的
人，以一个装台人为视角，描写西京
城里的人生百态。《西京故事》改编自
同名戏剧，讲述了一群生活在西京城
里的普通人的故事。作品展现了生
活在城市中的农村人面对种种意想
不到的困难如何自强不息、努力实现
梦想的历程，于平凡中传递一种折不
弯、压不垮的人性品质和人格力量。

他的作品总是着力展现这些身处生
活底层的普通人的生命价值与尊严，
让人们在对其满怀爱与悲悯的同时，
生发由衷的敬意。

而在《主角》里，不仅忆秦娥是主
角，那些配角，也都是以自己生命为
轴心的主角，由舞台到生活无不如
此。诚如作者所言，小说涉及二三百
号人物，他们都在自己的轮盘上争当
着主角，即使是厨房的大厨、二厨，也
不免有主次之分，纵是阴间的牛头、
马面，谁走前，谁走后，谁为主，谁为
辅，也都是大有讲究的。因而，主角
是一种象征，生活中谁都是主角，谁
又都是配角。或者说，普通人才是生
活的真正主角。这也是陈彦聚焦小
人物的书写一以贯之的基石。即便
是主角，在作者看来，也是整个行当
吃苦最多的人，这种基调夯实了作者
对小人物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精神的
歌颂与褒奖。

陈彦的写作一直有着深远的文
化根脉，这或许与他长期从事戏剧
方面的工作相关，中国的戏剧和戏
曲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
他的每部作品在写人的同时都兼及
文化，比如《主角》的底蕴也源于传
承有序、扎实又坚韧的秦腔文化根
脉之上。比如小说中对“存”字辈的

“忠孝仁义”四位各怀绝活的老艺人
的描写就是这种书写，这并不是闲
笔或者小说结构的需要，而是与文
化传承有关。小说也对戏剧现状进
行了深入思考。除了人物的刻画，
作者还对戏剧传承与保护的问题进
行了深入反思，因为作者一直从事
相关的工作，在他看来，所有地方戏
曲，都是当地地理人情以及生活形
态的高度凝练，戏剧需要科学保护
与传承，因此小说也给出了相应的
反思。

《主角》较陈彦之前几部作品更
为成熟，叙述更为老道，思考的问题
也更深入。作品努力寻找人性的闪
光点和人类温暖的一面，为勤劳吃苦
敢于拼搏的普通人立传，为小人物带
去心灵的慰藉。 （来源：新华读书）

绘本中故宫神兽们将带领读
者，参与到二十四节气的有趣故事
中，同时展现紫禁城的恢弘古建筑、
精彩藏品。图书配有专属APP，使
用 AR 技术，不出门让孩子亲历大
殿建造过程、零距离观察经典的建
筑结构与纹饰的传神色彩。

《哇！故宫的二十四节气·春》
作者：故宫博物院宣传教育部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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