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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疫 情 時 代
之中國社會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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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月光族，我是月負
族。」30歲的于淼在河南省

南陽市一家大型國企工作，「收入
穩定，家裏經濟條件也還可以。但
存款為零，每個月都是在為信用卡
打工。」疫情之下，于淼也成為
「斜槓青年」的一員。
斜槓青年，指的是這樣一個人群：
他們不滿足單一職業和身份的束縛，
而是選擇一種能夠擁有多重職業和多
重身份的多元生活。這些人在自我介
紹中會用斜槓來區分，例如：張三，
記者/演員/攝影師/作家。
智聯招聘發布的《2020年白領生
活狀況調研報告》顯示，疫情期
間，32.5%的受訪白領表示有從事過
靈活就業或兼職，而就職於100人以
下小微企業的白領更多體驗了「斜
槓生活」，佔比達到36.61%。

月負族：
學會理財 健身取樂
曾經怕被同事鄙視的于淼也開始
了給自己「加槓」——透過分享賺
佣金。「對於以前的我來說，一天
賺幾十塊錢根本不放在眼裏」，但
疫情讓她體會到「賺錢不易」。
于淼坦言，以前還會吐槽自己的
單位，但現在覺得疫情期間沒法去
上班還有單位給發着基本工資是很
值得慶幸的。「以前每日上班不覺
得，但宅家的日子有種坐吃山空的
感覺。」于淼並不會為了賣東西而
刷屏，對她而言，「每天能賺回零
食錢就覺得可以了。」于淼更多的
是學着去理財，「買了保險，還投
資了一個線下的小生意。儘管現在
還沒存住錢，但總體財務狀況是往
好了走。」
疫情期間，之前大手大腳地花錢
買來的很多東西似乎都「沒什麼價
值了」。于淼說，每天呆在家裏，
穿得最多的就是睡衣，之前買的那
些包啊、鞋啊都派不上用場了。
「呆在家裏光是吃吃喝喝也很鬧
心。於是開始健身，堅持過午不
食。」于淼說，「能管得住自己的
嘴了，身材變好了，就覺得外在的
東西沒那麼重要了。」「疫情期間
一點沒胖還練出了馬甲線」，這讓
于淼很驕傲。
管得住嘴的于淼也管住了自己的
錢包。鞋控的她從疫情開始到現在
一雙鞋子都沒有買過。她甚至關了

支付寶的信貸服務「花唄」，信用
卡也註銷了，只留一張應急。「以
前不管是貴的便宜的，有用的沒用
的，只要喜歡就買。為了買衣服和
化妝品，信用卡可以刷幾萬。現在
買之前會問自己有沒有類似的，是
不是必須的。如果答案是否，就不
買了。」

媒體人：
打三份工 積極面對
而在河南鄭州工作的媒體人高銀

龍更是「雙槓」加持。由於媒體人
時間比較自由，他本人酷愛英語，
閒暇時他會接一些翻譯的工作，同
時還在一間培訓機構擔任英語老
師。「疫情期間一直是在線，現在
剛剛開始線下復課。」
三份工並未讓高銀龍覺得暈頭轉

向，反而更加明確了自己想要的到
底是什麼。「現在傳統媒體低迷，
做編輯待遇普遍不高，但自己千辛
萬苦考進來實在不想放棄。而英語
是我的愛好，我只不過是把平時刷
劇看小說的時間用來做翻譯和培訓
了。」
「本來還擔心單位知曉自己做兼

職會批評，但你看疫情之後都鼓勵
擺地攤了，別人擺攤賣吹泡泡機，
我擺攤賣英語，單位應該還會鼓勵
的吧。」高銀龍開玩笑地說道。

隔離者：
居家內觀 了解自己
「成年人的精緻來自

於管得住自己。」同
樣 30 歲的尚曉通
在疫情後發出這
樣的感慨。疫情
管控最嚴期間她
從河南南陽返回
鄭州，需要居家
隔離14天。這14
天，她每天變着花
樣做飯、健身、在線
辦公。「一個人的隔離
生活是內觀的過程。」
尚曉通發現，「一個真
正獨立自由、從容喜悅
的靈魂，其實藏在和自
己相處的方式裏。」現
在的尚曉通穿雙99塊錢
的老爹鞋都覺得「腳底
生風」。「一直買一直
空虛，而該不買則不買
的時候反而覺得更自
信。」現在的尚曉通只
為適合自己的埋單，
「碎花裙子再流行不買
因為不是我的風格，
冰袖再便宜也不買因
為我很少用。」

對於不少內地年輕人來說，經歷過疫情最大的感觸就是

「不再做月光族」。打多一份甚至幾份工、靈活就業的「斜槓

青年」群體也在悄然增加。正如一位30歲的女性受訪者所言，

「這次抵抗新冠病毒靠的就是能憋得住。生活也是一樣的，所謂

憋得住，其實就是能管好自己。管好身體，管好錢包，管好生

活。我相信不論將來再遇到什麼樣的日子，都能應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

人們常說，21 天
形成一個習慣。疫
情給了人們充分改
變和內省的時間和

空間。居家期間沒有工
作沒有應酬，人們褪去了所有的社
會身份，要面對的就是最純粹的自
己。慶幸的是，這些受訪者都是敢
於直面自己的年輕人，「以前總覺
得自己憋不住，忍不住誘惑，要想
買，想要瘋。但現在真的讓你宅在
家裏，你也做到了，而且做得還很
好。」于淼也說，一旦你發現能管
得住自己了，你就再也不想放棄，
因為「自律的感覺真的是自由的感
覺，不被外界所束縛與干擾」。

她們也發現，所謂的精緻，不是

多花錢，而是多花心思。現在網上
流傳一句話，不管幾零後，都做奮
鬥後。但對於尚曉通、于淼她們而
言，應該是不管幾零後，都做自律
後。「不只要掙錢，要奮鬥，更要
安排好自己的健康與生活。」

當「精緻窮」的年輕人變得「能
憋住」，沒有報復性消費，也沒有
報復性囤積，而是堅持給生活加道
「槓」，給日子添點「料」，偶爾
「喪」下亦無礙，畢竟總能滿血復
活。

當然，並非所有年輕人都如此。
但還是要忍不住慶幸，尚曉通于淼
張艷們都在各自的小社群中成為小
小的領頭人，她們靠着自己的實際
行動一點點改變影響着周圍的人。

智聯招聘發布的《2020年白領生
活狀況調研報告》顯示，疫情帶來
的影響體現在身體健康和個人衞生
方面，分別有74.94%和56.11%的受
訪者體現了高度重視，從此白領養
生或將不再佛系。

認識真正的健康
在鄭州市做康復理療師的張艷，

在疫情期間改變了從大學起已經維
持了17年之久的不吃早飯的壞習
慣。「張文宏教授說不要喝湯喝
粥，早餐吃兩個雞蛋，配牛奶。」
她便照做了，現在也不會再強迫孩
子去喝粥，「以前都覺得不喝個粥
好像不算吃飯」。現在的她也會適
當吃些維生素，晚上不再熬夜刷吃
播，「以前也知道那些養生的道
理，但都做不到。」現在她開始有
意識地去做了，「在病毒面前，最
終拚的還是自身的免疫力。」
「一個疫情讓大家認識到健康的

重要性。但怎麼才算健康呢？有人
貼着膏藥去健身，有人熬最深的
夜，貼最貴的面膜，這都不是真正
的健康。真正的健康是懂得管理自
己的身體，吃有營養的，該休息休
息，該運動運動，該工作工作。」
張艷說，現在來找她諮詢鍛煉的人
很多，她都會根據每個人不同的情
況制定不同的訓練方案，「鍛煉不
是為了瘦，而是調理身體狀態。」

養生食品受歡迎
對此，尚曉通深有體會。她所在
的公司主要做孢子粉等養生類產
品，疫情期間的營業額呈明顯上升
的態勢。「2019年11月份微店銷售

額是11萬多，12月份78萬多，2020
年1月份、2月份、3月份、4月份均
超過了100萬。」
尚曉通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疫
情期間是最忙的時候。「線上下單
下到爆，但由於物流限制，貨物不
好出。倉庫工作人員便將貨運到鄭
州高速口，我們再去接，然後拿到
家再UU跑腿或者順豐給大家。」
「因為有了一大批鐵粉顧客，疫情
期間我們轉型做商貿，在選品的時
候做過調查發現大家對輕奢不感興
趣，對化妝品不感興趣，對吃喝類
最感興趣。」她以4月份推出的一款
25年陳皮為例，因有止咳祛痰的功
效，甫一推出便賣爆。

「今天出門買水果，本想在一家
水果店搞定，但問了價錢發現，小
區門口的蘋果最便宜，而馬路對面
的車厘子性價比最高，還有菜市場
裏的小番茄最划算。就這樣我跑了
一上午，花了不到30塊錢買了一大
兜水果回來。開心啊！」做自媒體
小編的小胡在朋友圈晒道。

小資女慳得開心
小胡總是自稱很「摳門」（編

按：吝嗇、不大方的意思），她也
真的摳。「要不是你請我，我是不
會喝星巴克的。自己在家買來豆子
做手沖的不香嗎？」她對香港文匯
報記者說道。
1996年出生的小胡老家在河南許

昌，疫情期間她的收入與生活都並
未受影響。「那時我正好去新疆找
我爸媽了，就在那裏呆了三個月才
回來。」小胡抱怨，「在新疆的時
候老爸總是故意不帶錢包，害得每
次去超市都是我結賬。」但看得
出，小胡並非真抱怨。自畢業以
來，她靠着三個微信公眾號，每個
月有近萬的收入，「房子的首付已
經交了，現在還正打算給老爸換
車，但我得好好跟他談談條件。」
「親父母，明算賬」，對於小胡
來說，錢的事情都是要分清楚的，
她在新疆的點滴花費都記在了記賬
軟件上，「到時候跟我爸談的時候

就有根據了。」
像小胡這樣愛記賬的如今不在少

數。有數據顯示，復工後，記賬軟
件新安裝的活躍用戶持續上升，大
量為30歲以下，居於三四五線城
市、消費能力較低，財務健康突然
深入人心了。
「倒也不是要刻意去理財。畢竟
掙的也不算多，就是不想讓自己做
月光族，我是需要卡裏有錢才有安
全感的人。」小胡說道。「但我也
並不覺得生活質量降低了，這要看
個人的標準吧，像我每天能吃到奶
奶做的紅燒肉就開心到不行。」

不吃早餐陋習
一個疫情改變

記賬App受捧
用戶多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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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幾零後」都做「自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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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療師張艷正在指導學員。
受訪者供圖

■■ 疫情過後疫情過後，，于淼每日于淼每日
健身打卡健身打卡。。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現今內地年輕人追求精緻生活，就是要多花心思，閨蜜聚會也要拍出雜
誌封面感。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