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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 山
实习生 徐欣怡

时间再往前倒几年，一走进服装店，只

要 导 购 员 夸 几 句 ，90 后 梁 晔（网名墨墨）
就会毫不犹豫地下单。但如今，她不仅对博

主推荐和广告“免疫”，还会有意识地“断舍

离”，把钱用到真正让自己愉悦的爱好上。

中国青年报社《参数》节目组发现，像

墨墨这样消费习惯发生变化的年轻人不在

少数。年轻人为何有这些变化？他们如何看

待这种变化？

那些悄然改变的消费习惯

“上学时，父母每个月给多少钱都会花

完，花钱没有任何安排。但去年入职以后，

逐渐对消费有了一定规划，每月会把 20%
的钱存起来。”今年 25 岁的季均逸（化名），

工作不到一年，已经从“月光族”，变成了一

个对收入有规划、会理性消费的人。每月在

设置一定存款金额后，季均逸才会用剩下

的钱去买那些“价格比较贵，但特别想要”

的东西，也会规划消费安排，“比如接下来

有买车计划，那么首先会有一部分工资用

到车贷上，再去考虑其他消费”。

梁晔来北京工作 5 年多了，她觉得自

己最近几年消费观有特别大的变化。读大

学以及刚入职时，她在消费上很冲动，也很

从众。挑衣服下单也往往是冲动型。而现在

买东西，梁晔首先考虑是否需要，会先买必

需品，选性价比高的东西。

不仅如此，她现在更愿意在运动爱好

上增加消 费 ， 更 看 重 运 动 时 发 自 内 心 的

快乐，“像滑雪这项爱好，如果是在 5 年

前，我会买好看的雪服 拍 照 ， 向 大 家 展

示 。 但 现 在 完 全 不 一 样 了 ， 会 考 虑 是 否

会 坚 持 这 个 爱 好 ， 如 果 确 定 能 坚 持 ， 会

从 基 本 装 备 开 始 购 置 ， 再 慢 慢 选 择 性 价

比 高 的 装 备 ， 不 会 像 以 前 那 样 冲 动 地买

下全部装备”。

北 京 邮 电 大 学 大 三 学 生 龚 如 诗 ，觉

得 自 己 最 近 几 年 在 消 费 上 最 大 的 变 化

是 ，买 回 来 用 不 着 的 东 西 少 了 ，银 行 卡 里

的 存 款 多 了 。“ 大 一 时 没 有 存 钱 的 概 念 ，

现 在 每 个 月 的 生 活 费 ，大 概 有 10%-20%

会 存 起 来 。大 一 时 用 来 买 衣 服 的 花 销

要 占 生 活 费的 50%，现在这部分花销只占

30%左右了”。

龚 如 诗 说 ，以 前 购 物 时 ，更 多“ 看 眼

缘”，看商品的外观是否精致、吸引自己，也

会受到社交平台上博主的影响，看到别人

说东西好用，就会直接下单，但买回来发现

没那么好用，东西就会闲置甚至扔掉。如今

购买护肤品时，龚如诗会更注重商品的质

量、效果，“现在买的东西会更好用，因为很

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青年消

费观进行的调查显示，受访者觉得自己消

费观主要的变化是“买好的、更看重品质”，

然 后 是“ 攒 钱 意 识 变 强 了 ，冲 动 消 费 减 少

了”，其他还有“只买有用的”“会有节制有

规划地消费”等。

消费习惯改变背后的原因

梁晔告诉记者，“想明白了”是自己消

费观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以前会觉得小

姑娘爱漂亮，会因为别人对自己外表的夸

赞 就 下 单 。但 如 今 梁 晔 认 为 ，自 己 不 再 需

要别人的评价了，会更愿意为了悦己而消

费，“会觉得运动比穿好看的衣服，更让自

己开心，也不会为了拍照发朋友圈去买运

动装备”。

龚如诗则认为，自己消费习惯的变化，

是一种随着年龄增长逐渐成熟的过程。“大

一、大二时，有种不知钱为何物的感觉。但

是大三寒暑假在家，慢慢理解父母早出晚

归工作很辛苦，不应该把生活费当作理所

应当，都是 父 母 一 点 点 挣 出 来 的 ，所 以 有

了节约的观念。大二时关注了一些公益活

动，突 然 发 现 自 己 之 前 浪 费 的 东 西 ，很 多

是别人需要的，对我触动比较大”。

95 后林浩（化名）已经工作 3 年多了，

以前上学时他总会冲动消费，会用生活费

的一大半去买奢侈品牌，特别喜欢买限量

版球鞋。现在工作后，他不再会买性价比不

高的衣服和鞋子了，“现在经济独立了，不

想再找父母要钱，会对自己收入进行分配，

更注重实际消费”。

中青报社调中心的调查显示，在年轻人

消费观变化上，理财观念增强更懂得合理规

划收入用途（64.5%）是主要原因，其他还有：

意识到了“月光”的危害（54.4%）和经济压力

和开销场景增加倒逼消费理智（50.5%）等。

年轻人眼中的理性消费
该花的一分不省，不该花的一分不掏

“我的花销大头在食物上，占比一半，

剩下的主要在日常生活，主要看需求。”今

年 26 岁的田晴（化名）工作两年了，她觉得

自 己 的 消 费 一 直 都 是 以“ 按 需 购 买 ”为 主

的，“像‘双 11’也会在直播间购物，但要看

自己是否需要。也喜欢品牌服饰，虽然价格

高一些，但整体消费不多，几个月买一次”。

“我会把钱存起来，买些理财产品，看

着小金库慢慢充实起来是很幸福的，这些

钱也可 以 用 到 自 己 喜 欢 的 事 情 上 。”田 晴

觉 得 按 需 消 费 ，不 仅 可 以 留 一 定 的 应 急

钱，也 可 以 有 更 多 可 支 配 的 钱 ，去 做 喜 欢

的事，“比如出去玩，我会在娱乐上花钱，

觉 得 这 是 值 得 的 ，一 来 拓 展 社 交 圈 ，二 来

能放松自己”。

田晴认为按需消费很重要，“想买一样

东西，会先放一放，给自己一个‘冷静期’，

可能过段时间就没那么想要了”。

已经学会“断舍离”的梁晔，会经常问

自己这样几个问题：“我需要它吗？同类型

的东西有多少？是否需要这么多？”如果确

定物品的使用频率不高，或者有替代品，她

就会果断舍掉。梁晔说，如今自己的消费习

惯也在影响身边人，经常会有人问自己，怎

样归纳整理需求、减少不必要的物欲。

林浩说，虽然以前上学时，也会贷款消

费，但不会把额度设置的超过自己能力，而

且 会 把 这 类 消 费 主 要 用 在 日 常 生 活 开 支

上，而不是给自己一个“超前购买”的理由。

林浩指出，理性消费，重要的是设置底

线，“比如收入 1 万元，我会设定每月的存

款目标，剩下的钱再分配消费”。

在季均逸看来，只要在自己能力范围

内的消费，都算是理性的，“即便是贷款消

费，也是用来买生活必需品，如果用于购买

奢 侈 品 这 种 符 号 价 值 高 于 实 际 价 值 的 东

西，我就觉得是不理性的”。

现在季均逸会按照急需程度对消费进行

划分，“会发现有一部分东西并没那么着急要，

就可以推迟一段时间再买。花钱投资自己也

是不错的。想去健身，进行提升和锻炼”。

据社调中心的数据，95.3%的受访青年

感到，年轻人在消费上更加“精明”了。

不 购 置 用 不 上 的 东 西、不 从 众、不 盲

目，梁晔现在很享受自己的消费状态——

让自己精神满足的消费更重要。

龚如诗觉得，从看重商品外观到关注

实用性，自己的消费观逐渐变得积极正向，

“至于以后的消费习惯，会更加理智，也会

关注一些理财知识，想更好地作规划”。

90 后 小 婷 说 ，当 直 播 间 里 充 斥 着“ 买

它”的高 喊 声 ，当 社 交 平 台 上 遍 布 好 物 分

享时，在下单前多想一下很重要，“不是把

消 费 当 作 洪 水 猛 兽 ，而

是‘ 该 花 的 一 分 不 省 ，不

该 花 的 一 分 不 掏 ’。”她

觉 得 理 性 消 费 ，可 以 让

自 己 在 面 对 未 来 的 不 确

定时多一些心安。

当年轻人变得
精打细算⋯⋯
“该花的一分不省，不该花的一分不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宛霏
实习生 张桢桢

穿上白裙，系好舞鞋，足尖着地，轻盈

跳跃，在空中优雅地旋转身体⋯⋯芭蕾舞

演员公主般的形象，在许多小女孩的心中

播种下了一个芭蕾梦。“五、六、七，走！”走

进明亮的舞室，中央芭蕾舞团舞蹈学校的

老师一边拍手一边响亮地喊着口令。伴随

舒缓的钢琴曲，一只只粉红色芭蕾舞鞋在

地面上旋转着，洁白的裙摆在空中划出优

雅的圆。在这间教室里练习过的人，既有正

在上学的孩子，也有年轻的白领和退休的

阿姨。在她们看来，芭蕾是梦想，是最美感

情表达，是精神的升华，是心灵的飞翔⋯⋯

随着经济发展，舞蹈教育不再遥不可

及，很多希望成为芭蕾舞演员的孩子们有

了跟中央芭蕾舞团老师学习的机会。那怎

样判断自己的孩子是否适合学习芭蕾？哪

种训练方式最为有效？本期 《强国课堂》

邀 请 到 中 央 芭 蕾 舞 团 团 长 、 艺 术 总 监 冯

英。从 《天鹅湖》 到 《红色娘子军》，从

公主、农奴，到娘子军战士，冯英演绎过

众多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在节目中，她

依据个人几十年的从业经验，分享了自己

对芭蕾艺术及其教育的独特理解。

滥觞于文艺复兴时期，芭蕾舞被誉为

“足尖上的艺术”。在冯英看来，芭蕾并非

拘束于圣殿，而是日常生活中的伙伴。每

个人生来都是“舞蹈家”，正如为惊喜而

欢呼雀跃是人类的本能。

“舞者是一份特别美好的职业，尤其

是对于女孩子。”冯英告诉记者，通过基

本功的训练，芭蕾舞能为女孩子们带来的

不只是挺拔的身材、端庄的仪态和专业的

舞技，更是一种修养和对美的再认识。

正 是 抱 着 改 善 体 态 、 提 升 气 质 的 初

衷，很多父母选择将自己的女儿送进芭蕾

舞教室。来自重庆的伯春华便是其中一位

父亲，“璐璐是个内向的娃儿，有时蛮自卑

嘞。我和她妈也是想让她能像舞蹈演员那

样自信，才让她去学芭蕾的。”站在教室等

候区，伯春华看着 11 岁的女儿在老师的指

引 下 弯 腰、勾 腿 ，一 步 一 步 熟 悉 着 学 习 节

奏。但他和其他的家长们一样，都有着共同

的疑问，“孩子到底是不是学芭蕾的料子？

要不要让她一直学下去成为专业演员？”

冯英表示，专业芭蕾舞演员的挑选标

准极为严格，必须遵循“三长一小”的原

则——胳膊长、腿长、脖子长、脑袋小。

在正规考试中，她会用尺子比着孩子们的

腿测量，精确到厘米，来判断身材比例是

否过关。除此之外，柔韧性、弹跳力、反

应力也是考量的重要因素。倘若没有这样

的先天优势或错过了训练的黄金时间，冯

英建议家长们考虑业余培训。

“孩子们小时候都是不懂艺术的，实质

上是家长们在替他们作选择。家长可以从

孩子的天分、兴趣点 切 入 并 判 断 ，为 她 们

挑选合适的训练方式 。”冯英认为，自控、

韧 性、坚 守 ，这 些 都 是 优 秀 舞 者 必 备 的 关

键品质，“无论如何，是否足够喜欢芭蕾是

一切的出发点。学习的过程一定是枯燥、乏

味的，所以态度决定一切。”

专 业 的 芭 蕾 舞 演 员 需 要 经 过 7 年 锤

炼，才能成功拿到剧团的通行证，成为真

正意义上的职业舞者，其背后离不开日复

一日的刻苦训练。西北大学的大三学生琚

博妍就曾经学习过两年芭蕾舞，回忆起四

年级被强迫下腰时磕掉一颗牙的意外，她

用“身心俱疲”来形容训练的那段时光，

“我真的很佩服那些坚持艰苦训练，走到

台前的芭蕾舞演员。”

在儿童芭蕾舞教育中，冯英特别反对

“过度训练”的误区。“对于年龄很小的孩

子，要从意识唤醒她们，从对芭蕾的认知

上启蒙她们。根据年龄段的不同，训练方

法也要有科学区分。”冯英说，她甚至还

会请一些编曲家，专门针对孩子的兴趣和

特点编一些小曲目。

“舞蹈演员吃的是青春饭”，这是许多

现代人的共识。事实上，它对人的裨益是

跨越年龄的，并不仅仅局限于少年儿童，

许 多 中 老 年 群 体 同 样 热 爱 芭 蕾 并 乐 在 其

中 。 冯 英 还 记 得 自 己 在 美 国 时 见 到 的 场

景：舞室里，一位 70 岁老人翩翩起舞，旁若

无人，陶醉其中。这位女士对生活和艺术的

热爱深深地打动了冯英的内心。“总有人

问我，现在学芭蕾是不是太晚？我认为，

这个问题应该回归到出发点——只要想愉

悦自己，让自己更加优雅，什么时候开始

跳舞都不会晚！”冯英笑着说。

与演员一样，芭蕾舞演员也需要走进

角 色 内 心 。“ 人 性 是 共 通 的 ， 美 是 共 通

的，但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个性的。”扮

演 林 黛 玉 时 ， 冯 英 会 细 致 阅 读 《红 楼

梦》，把握角色的“魂”；同时也会反复观

看 越 剧 ， 把 握 角 色 的 “ 形 ”。 这 样 一 来 ，

她便寻找到了所演绎角色的支撑点。舞蹈

技艺是芭蕾舞演员的敲门砖，技术高度决

定 角 色 表 达 的 完 美 程 度 。 选 择 每 一 个 角

色，都会面对不同的挑战，需要自己不断

地 进 行 学 习 与 磨 合 ， 冯 英 用 经 验 告 诉 我

们，脚踏实地才是唯一的路。

诚然，芭蕾舞演员的舞台生涯闪耀却

易逝。17 年的演员生涯落幕，冯英依然选

择追寻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从一名舞者，到

带领一整个舞蹈团的团长；从闪耀的台前，

到无闻的幕后，40 年光阴，冯英将自己的

全部青春都奉献给了中国芭蕾事业。“永葆

一 颗 服 务 的 心 ”，任 中 央 芭 蕾 舞 团 团 长 以

来，冯英深深地明白了这一道理。在她的带

领 下 ，中 央 芭 蕾 舞 团 也 在 坚 持“ 艺 术 进 课

堂”的普及活动。剧场里开

讲座，操场上做活动，一场

场别开生面的课堂让她切

身体会到美育的重要性。

“芭蕾给了我‘艺术人生’，

我要用一生来守候它！”

哈尔滨市宾县成功入选全国县域共青团基层
组织改革试点地区，团宾县委积极用好“党建带
团建”金钥匙、紧紧抓住“团教协作”关键点，
改革中聚焦政治建团，让青少年理想信念更加坚
定；聚焦固本兴团，让团队组织凝聚力不断增
强；聚焦担当立团，让团员青年在发展大局中担
当作为；聚焦发展强团，让团组织服务青少年本
领有效提升；聚焦从严治团，让共青团改革进一
步向纵深发展。在建团百年来临之际，我们已做
好准备握住这光荣的接力棒，一路披荆斩棘、笃定
前行，让这个时代听到黑龙江青年最响亮的声音。

共青团哈尔滨市

宾县委书记 车颖超

团涿州市委将加强青年工作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有效衔接，下大力协调各部门各领域的资源力量，搭
建信息共享平台、完善统筹沟通机制，鼓励和支持社
会力量参与，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青年发展的良好
社会氛围。我们制订了青年发展规划，建立并有效运
转青年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出台了有关青年发展的政
策，重点培育“青年培优、青年引流、青年志愿、青
年权益”4 项青年重点工程，聚焦解决青年的“急难
愁盼”问题。下一步，我们将主动适应新形势，改革
创新基层共青团工作，提升共青团在青年群体中的吸
引力，推动党的青年工作展现新气象、实现新突破。

共青团河北省保定市

涿州市委书记 马子淇

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冯英：

什么样的女孩适合练芭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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