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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次数（天）

价格（元）
效用值=

计算衣服的效用方法二

数值越大，说明这件衣服的效用越高

列购物清单方法一

要买的衣服 必要程度 获得的难易度 是否购买

纯羊毛大衣 5星 3星 是

尖头鞋 2星 2星 否

瑜伽训练服 1星 1星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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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橱里好像总是缺一件衣服，
但面对已经堆不下的衣橱，下次购衣前你得算笔经济账——

买衣加减法：
减掉心情值，加上效用值

为了不乱买无用的衣服，最好抱有这样的想法：“同类
型的衣服，我就买它了，其他的都不要。”如果你能这样想，
就可以始终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怎样才能在走进商场时，
不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呢？列购物清单就可以了。

决定购置新衣服之前，最好先给自己的衣橱做个“体
检”，然后在想要买的衣服后面设两个选项：必要程度和获
得的难易度，最后从所列清单中选择必要程度高且获得难
度大的购买。

□见习记者 郭飞飞

“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是刷朋友圈，晚上睡前的最后一
件事还是刷朋友圈，我现在一会儿看不到手机就着急。”市
民小张的生活状态跟很多人一样，花在社交网络上的时间
越来越多，但是找一个能说说知心话的人越来越难。

市民小张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刷朋友圈成了
鸡肋，明明都是一些“心灵鸡汤”、广告促销、服装代购，可是
为了跟大家保持熟络，我还是花不少时间浏览朋友圈，还时
不时给人点个赞。”上班族小王说：“不是我要整天抱着手
机，而是老板往往会在下班后通过微信布置工作，为了饭
碗，不看行吗？”

无效的社交挤占了我们越来越多的时间，有的夫妻甚
至因对方只顾玩手机而争吵。明知无效的社交影响到了我
们的生活，为什么不改变呢？极简生活倡导者建议人们，少

使用社交网络及各类手机应用软件，定期远离互联网及手
机，将时间更多地用于学习、休闲等。此外，人们也要学会
将工作与生活分开，以便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时间。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要学会
权衡取舍，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这就要提到机会成本，机
会成本是指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要放弃另一些东西的最大
价值，也可以理解为在面临多方案择一决策时，被舍弃的选
项中的最高价值者是本次决策的机会成本。比如，农民有
一块地既可以养鸡也可以养猪，那么农民选择养鸡的机会
成本就是养猪的收益。

同理，在生活中，如果你选择将下班后的时间用来玩微
信，那么这一行动的机会成本就是跟朋友聚会或者与家人
交谈。虽然玩微信带来的效益与跟朋友聚会带来的效益无
法用具体的金钱来衡量，但是相信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
感受来进行抉择。

□见习记者 郭飞飞

为什么别人的家里总是那么干
净？为什么我的家里总是乱糟糟
的？怎样才能减少家务劳动？有没
有好办法让我的家焕然一新？如果
你想尝试一种新的居家生活，不妨
试试极简生活，学会对现有的物品
断舍离。

从收拾房间看激励效应

极简生活倡导者认为，家居环境
也应该保持最简单的状态：重装修、
轻装饰，挑选自己真正喜欢的家具，
而不是从网上买回各种单调乏味的
装饰品。

为什么家里越乱我们就越不想
打扫呢？经济学家认为，人们会对激
励做出反应。激励是引起一个人做
出某种行为的某种东西，诸如惩罚或
奖励的预期。正是因为理性，人会通
过比较成本与利益做出决策，所以才
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我们知道，东西
越多整理起来就越费劲，而且整洁的
状态也越难维持。如果费了很大力
气才把房间打扫干净却维持不了多
长时间，根据激励效应，打扫房间的
人就倾向于少打扫或者不打扫，于是
整个家居环境便陷入恶性循环。

断舍离中包含的权衡取舍

看来，要让家里整洁，我们需要
学会断舍离。断就是购物时三思而
后行，只添置必需品。舍就是缩小自
己的喜好范围，舍弃掉部分没有实际
价值的物品，从而达到心情愉悦的状
态。这种状态就是离。

断舍离，看起来是一种整理房间
的方法，其实包含着经济学中的一
个重要原理：权衡取舍。为了精简
物品，为了得到一件喜爱的东西，我
们通常不得不放弃其他喜欢的东
西，在一个目标与另一个目标之间
进行取舍。

居家生活不就是这样的吗？家
里需要的物品总数是有限的，如果你
想购买一套橡木家具，那么就要减少
在其他装饰品上的支出。如果你了
解自己对生活品质的定位，那就不要
淘回来一堆廉价而无用的装饰品。

认识权衡取舍并不会告诉我们
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决策，只有当人们
意识到并了解到自己面临的选择时，
才能做出更好的决策。如果你也对
极简生活感兴趣，那么不妨在日常生
活中多多感受权衡取舍的魅力。

□见习记者 郭飞飞

“这两件衣服很适合我啊，买哪件呢？现在买两件可以
半价，要不都买了？”“这双鞋子刚好配我的那件大衣，买了
吧！”“这件衣服好好看啊，虽然有点紧，但我减肥后穿肯定
特好看。”一件件衣服被我们从商场的橱窗里搬到了自家的
衣橱里，同时真金白银也流了出去。极简生活时代，来为衣
橱“瘦身”吧！

● 人物：小美
● 标签：网购“剁手族”
● 苦恼：打折时买回来
的衣服大部分不适合

“点赞之交”下的机会成本

家里东西越少，越好打扫

精简
从认识权衡取舍开始

置装狂人面面观

在极简生活倡导者看来，买回来一大堆穿不着的衣服
实非明智之举，送人舍不得，自己用不着，放着还占地儿，与
其买那么多穿不着的衣服，还不如少买几件真正适合自己
的。少并不意味着穿衣品位降低，多而杂的衣服并不能衬
托出穿衣者的气质。

关于买衣服这个话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流行
的款式、时尚的搭配、季末的折扣、商家的促销总是能激起
我们购买的欲望。无论我们上个季节购置了多少新衣，面
对新的季节，我们都好似上个季节是“裸奔”过来的，于是开
启新一轮购衣狂潮。

过度消费导致钱包负荷过大

● 人物：小晴
● 标签：时尚达人
● 苦恼：置装费占比过大

精简衣橱 为钱包减压

新款服饰是她难
以抵挡的，商场专柜
一出新款，她就要买
回家，每月3000元的
收入明显不够。

小美认为自己是个
会过日子的人，买东西
总是货比三家，有折扣
才出手。

案例

居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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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晚必刷朋友圈、公众号一连串……
我们的时间就这样被浪费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