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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朋友圈人设暗藏的消费主义陷阱

□ 王继洋
据中新网报道，日前，一集

资诈骗案被曝光。令很多人意
外的是，因涉嫌集资诈骗罪被逮
捕的卢某竟然是个90后女生。
据了解，她出生于1994年7月，高
中毕业的她在浙江临安开了一
家房产中介公司，在短短2年时
间内，她向身边的朋友、同学等
40余人借款1400多万元，被抓时
卡里仅剩4万余元。她说借款都
用在了支付利息本金和高消费
上，仅仅是美容院充值就用了
300多万元。

其实卢某诈骗的套路已经
有些老套了，她以为客户垫资和
银行验资为由，在朋友圈高息借
钱。不过，卢某还是有所“创新”
的，那就是精心打造朋友圈人
设。为此，卢某用借款对自己加
以包装，开始了美容、名牌包包
等高额消费。在微信好友看来，
卢某是一个事业顺风顺水，积极
上进的女生。

可问题在于，卢某骗了40余
人，平均下来每个人被骗走了30
多万元，这都是些什么人呢？据
媒体报道，被骗对象并非大老
板，而是一些少则十来万元，多

则五六十万元的普通人，他们被
卢某的朋友圈所蒙蔽，梦想从卢
某这里拿到高额的利息。毕竟，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当一个人遇
到危险需要帮助的时候，下意识
都会选择向当下所能找到的最
强大的人寻求帮助，而不会去选
一些看起来比自己还弱的人。
恰恰卢某从朋友圈看来，是个堪
称完美的“成功人士”。

对于被骗的这40余人来说，
“投资”的钱大概率是拿不回来
了。这样的教训，足够深刻，也
希望能给更多人带来警示，那就
是手头有余钱的时候，别通过借
贷的方式去投资，因为风险太
大——— 很多时候，不贪小便宜就
能防止90%的诈骗。

再来说说卢某。她的诈骗
操作看起来像是“自杀式”报复
社会——— 反正我就是犯罪了，但
是我享受了啊！从某种意义上
说，卢某也是消费主义陷阱的

“受害者”，她享受了短期内通过
诈骗换来的奢华生活，但代价是
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要在冰
冷的牢房度过。正如《断头王
后》里的那句经典语句所说，“她
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
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
了价格。”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
欢消费，喜欢上了购物的快感。

除了买买买本身就能带来巨大
的快乐之外，消费还有一些其他
原因。比如通过消费来获得身
份认同——— 早餐必须要点一杯
星巴克，省吃俭用也要攒钱买一
个名牌包包。

这就是消费主义最大的
陷阱。

如今消费变得越来越简单，
信用卡、支付宝、微信支付甚至
人脸就能支付，加上消费主义及
时享乐的大旗，让消费没有了阀
门，于是割肾买苹果手机，甚至
像卢某这样为了高消费诈骗的
事情变成了并不罕见的社会
现象。

消费本身没有错，毕竟，我
们通过消费表达我是谁、我想成
为什么样的人。但一旦被消费
主义主宰，就会掉进无节制消费
的 陷 阱 ，在 无 边 的 欲 望 中 迷
失——— 手上一有点钱，先想到绝
不是存起来，而是去旅游，买新
车、新衣服或者其他火爆的新
品。他们陷入“生活方式奴役”
的泥潭中，贪恋及时行乐，感官
刺激，获取即时满足感。

从这层意义来说，卢某能够
诈骗1400多万元，消费主义其实

“功不可没”。毕竟，那些被骗的
人，都把卢某的奢华生活方式与成
功画上了等号。这样的“认同感”，
也许比骗局本身，更值得反思。

消费本身没有错，毕竟，我们通过消费表达我是谁、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但一旦被消费主义主宰，就会掉进无节制消费的陷
阱，在无边的欲望中迷失——— 手上一有点钱，先想到绝不是存起来，而是去旅游，买新车、新衣服或者其他火爆的新品。他们陷入“生
活方式奴役”的泥潭中，贪恋及时行乐，感官刺激，获取即时满足感。

一盔一带保平安，商家投机引怨言。
新政若要不走偏，监管部门当亮剑。

绘画 王成喜 配诗 王继洋

近日，公安部通知全国将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
动，江苏规定，7月1日起，骑坐电动车不戴头盔要罚款20-
50元！新规发出后，以前很少受到关注的电动车头盔立即
成为热销品。“几天前上午看的时候是48元，晚上变成了60
元，今天已经90多元了。同样一个儿童头盔，几天时间竟然
翻倍了。”常州市民赵先生告诉记者。据5月19日《扬子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