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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悦是学校里的小名人，不仅是班长，还是学校的校长助理，成绩
优异，为人和善，兴趣广泛，才9岁的她，在用钱方面已经很有自己的一
套。

喜欢一样东西，她不会着急买，会先做一番比较，选择出最优的商
品。对于自己的零花钱，她会花在自己认为最值得的地方。

小姑娘最喜欢各种铅笔、笔记本，有一阵子，她每个周末都要去逛
天一的无印良品。这里的文具不花哨，但制作精良，水笔、自动铅笔、
橡皮等等，悦悦对这里的每件文具都爱不释手，而且，每件文具多少钱
她都了如指掌。

悦悦买文具的钱都是自己的零花钱，一支30多元的自动铅笔，小姑
娘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今年暑假，悦悦跟妈妈一起去了趟日本，慕名去了当地的无印良
品。看到用日元标示的价格，悦悦赶紧用妈妈的手机计算了汇率，一算
发现，这里的文具比国内划算不少，悦悦中意了很久的那支自动铅笔只
要18元，便宜了近一半，她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笔芯更换频率高，小
悦悦也屯了不少。在跟妈妈商量后，她还买了一些笔带回来送给同学。

买东西会做比较，这是悦悦在幼儿园就养成的习惯。那时，妈妈带
悦悦去书店，看到心仪的书，妈妈会引导孩子去比较网上的价格。渐渐
地，她就养成了买东西看价格的习惯，先去书店挑选喜欢的书，然后在
网上买。

幼儿园时，悦悦跟父母去香港，见到了港币，这是她第一次看到除
人民币之外的货币。好奇的她问个不停：这是什么？它跟人民币有什么
不同？一块钱人民币可以换多少港币。在妈妈的引导下，悦悦对货币有
了认识，这之后，跟家人出国旅行，看到日元、韩元、美元，悦悦都会
将它们换算成人民币，大人买东西，她都会做一番换算。

悦悦虽会精打细算，但是该用钱的时候毫不吝啬。悦悦的零花钱并
不多，也就百来块钱。一次，悦悦跟妈妈出去吃饭，他们点了两碗饭，
一共花费70多元，妈妈提议这顿饭是否可以由女儿来请，悦悦毫不犹豫
就答应了。能用自己的钱请妈妈吃饭，小悦悦表示很开心。

今年暑假，悦悦参加了一个财商训练营，课程时间不长，但却有不
少收获。去银行进行了实地考察，学习如何取号、办理业务、使用点钞
机，还参与了“跳蚤市场”活动，用自己在理财课上学到的知识做起了
小摊主。悦悦拿着老师发的20元钱，去超市“进了货”，又向妈妈要来没
用过的化妆品。那一天，悦悦第一次以“卖家”的身份赚到了150多元
钱。

妈妈还把这件事情晒到了微信朋友圈：意犹未尽的财商营——小悦
昨天赚得盆满钵满，现在小富婆一枚了，梦想基金已过500元，最后只
给了我30元回扣，她表示当店主感觉比银行职员棒，因为可以直接收钱
入囊，银行职员数完钱都不能归自己。

今年10岁的乐乐阳光、懂事、帅气，不仅是父母眼中的乖孩子，也
是老师心中的好学生。但是，一直以来，他对钱都没什么概念，家人觉
得孩子还小，长大了就懂了。但是，最近陆续发生的几件事情让家长意
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事情还得从手机说起。二年级时，乐乐大姨换新手机，就把用过的
一个苹果手机给了他。乐乐有手机后，刚开始并不常用，除了给爷爷奶
奶打打电话，就是偶尔与几个大姨、表哥等在微信里聊聊天。

乐乐妈妈有几个姐姐，一大家子10多个人有一个微信群，逢年过节
大姨们都会在里面发红包。发得多了，孩子的微信红包也丰厚起来，加
上大姨们平时给他发的红包，不知不觉就攒了3000多元。

今年暑假，乐乐妈妈带儿子参加一个公益活动。根据活动安排，参
加活动的孩子需要用手机支付1元钱作为公益基金。“我觉得应该让孩子
有更多的主动权，就让儿子决定捐多少，他想都没想，就跟我说要捐500
元。”

上星期，家人发现，乐乐的微信红包又少了600元。爸爸检查儿子的
手机，发现里面多了很多游戏软件，这些游戏都是用微信支付的。

很少玩游戏的儿子怎么会去买软件？夫妻俩觉得问题有点严重，找

孩子好好聊了聊。从孩子的回答中，他们了解到：这些游戏儿子并不怎
么玩，只是班里的同学经常在聊买这个软件买那个软件的，很少与游戏
有接触的乐乐也被带动了，一夜之间下载了数十个游戏。

“先不说这些游戏会对你的学习造成影响，现在的情况是你根本不爱
玩那些游戏，你花几百块钱去买一堆对你根本就没用的东西，这不是浪
费钱吗？”妈妈试图引导孩子。

“班上的同学都买了，为什么我不能买，我很多东西买来都没什么
用，那为什么还买？”一时间，儿子的回答让她哑口无言。

的确，在生活中，孩子妈妈对于儿子的要求从没有拒绝过，儿子要
什么就给买什么，甚至孩子感觉一般的玩具，也会主动给孩子买。不光
自己给孩子买，还托人从国外代购汽车模型、乐高玩具。

无奈，夫妻两讨论后，决定将孩子微信红包里的钱转了出来。而在此
之前，夫妻俩还“收缴”了孩子的零花钱。原来，前阵子，乐乐从自己的
零花钱中拿了300元去学校附近的小店买了4把玩具枪送给同学，要不是
同学妈妈说要将买玩具的钱还给乐乐妈，这事夫妻俩到现在还不知道。

现在，微信红包的钱没了，零花钱也没了。但是，爸妈也担心，这
样并不能解决孩子乱花钱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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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2岁的时候想有一
个苹果手表

我13岁的时候，
我想读蓝青中学

我14岁的时候，我想
有一枚戒指

我18岁的时候想去
日本留学

我22岁的时候想去香港工作 我24岁的时候想
吃各种世界美食

人生就是一直要有梦想

FORTUNE财富话题

悦悦的梦想板。

我26岁的时候，
想当一名歌手

我27岁的时候，想为
山区的小朋友捐钱

我30岁的时候，
想有一个化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