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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虚构的主人公西尔维娅的生命微叙事出发，在对她不同时期

因不同原因、以不同方式所过的节俭生活进行哲学分析的基础上，阐述选择节俭

生活方式的内在和外在理由，讨论节俭教育的有关哲学和教育主张，论证教育培

养节俭美德的必要性。同时，对基于公正原则而提出的节俭教育观加以矫正，并

提出教育培养节俭美德对应对威胁人类生存和地球可持续性的气候危机具有更

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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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我将通过一个虚构人物西尔维娅(Sylvia)鲜活的生活微传记开始

我的教育哲学讨论。1西尔维娅在二战中长大，和其他在二战中的英国人一样，

她的童年生活过得非常节俭。西尔维娅成年后的生活简而不陋，俭而不吝，她在

耄耋之年遭遇了新冠疫情带来的封闭生活，她对全球资源枯竭和气候变化带给子

孙后代的生存危机充满焦虑，进而思考自己的生命经历，认为生活有必要并且可

以在很多方面节俭而精彩地度过。在本文中我将西尔维娅日常生活的分析作为引

子，逐步展开对节俭生活和节俭美德的教育观的系统性阐述。 

 

一、节俭的生活方式三种样态 

 

(一)战时逼迫的节俭生活 

二战期间的英国实行食品和服装配给制，使得人们无法出国度假，且在娱乐

活动、礼品馈赠和购买其他非必要商品上省而又省。对战时的英国人来说，生存

是第一位的。节省并不是他们愿不愿意的事情，而是别无选择，因为在那个特殊

时期，国家必须量入为出，必须考虑部队的急需。此外，战时物资供应的紧缺，

 
1
 人名 Sylvia( 西尔维娅) ，源自拉丁语，寓意是森林少女，既清新唯美，又充满着诗意感。 



还与当时生产的粮食总量有关，也与能进口的物品等多种因素有关。 

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说过一句名言:如果缺乏适度的节俭，

人们就会丧失对成功的所有渴望，甚至不再忍耐生活的艰难。［1］他谴责那些“一

文不名的浪荡子，他们一掷千金，肆意挥霍，放浪形骸，遭致嫉恨不说，还惹人

耻笑”。就这段话来看，节俭似乎就是指量入为出。虽然“节俭”这个词的日常

用法有这个含义，但其意义还不够深入和全面。毕竟，对一个拥有私人飞机、超

级游艇和豪华住宅的亿万富翁来说，他的日常奢华开销几乎不会影响他的收入，

他可能量入为出，但根本谈不上节俭。所以，节俭生活不仅仅是指量力而行，而

是有更多的实质表征。丹妮尔·兹沃索埃德(Danielle Zwarthoed)曾对节俭行为

进行了界定:节俭是一个人在思想意识、价值取向、喜爱偏好、情感表达、实用

技能和行为习惯等方面的整体表现。节俭行为受这些因素驱动。一个懂得节俭的

人往往擅长管理生活，在物质资源较少的情况下，和那些不懂得节俭的人生活得

一样好。节俭作为生活能力是“节制消费”的稳定习性。［2］ 

在战时 6年乃至战后的持续紧缩期内，其他英国人和西尔维娅一样，养成了

“节制消费”的习惯。“节制消费”当然是一种节俭行动，但在战时它不一定符

合兹沃索埃德对“节俭”的界定。我不相信所有在战时靠配给活下来的人，都能

像那些随便出入豪华酒店、生活丰裕的少数富人生活得一样好。他们中的许多人

生活虽然节俭，但都不是自觉的，也不是在情感上喜爱节俭的生活，而是因为战

时生活资料的贫乏，节俭是被迫的、无法避免的。大多数人之所以愿意接受或选

择节俭，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英国想要赢下这场战争，就必须付出必要的紧缩

生活需求的代价。 

(二)出于简单生活信念的节俭生活 

一种“节制消费”的稳定习惯是不是节俭的美德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兹

沃索埃德对节俭的解释强调了个人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从

西尔维娅成年后的生活态度“俭而不吝”来看，她此时的节俭生活完全出于简单

生活的信念，而不是出于美德。 

西尔维娅发现，最充实的生活追求不一定是昂贵的。其中，最重要的生活活

动都使人感到惬意完满，这类活动包括与朋友们分享愉快的友情时光;看小说、

读传记、观时事;加入地方文学团体搞创作;独自一人或结伴而行;在乡下林间和



田野里散步遐思;打理自己的花园;等等。西尔维娅从未奢望过要住进比她那两间

郊区花园公寓更大的豪宅里，没有想要漂洋过海去领略异域风情，更没奢望过锦

衣玉食和华丽出游的生活。 

在西尔维娅看来，这样的充实惬意的生活活动还包括在学校里教书，享受和

同事间的真挚合作。在退休之前，她在普通高中里教授公民教育的课程。在教学

中，她引导学生辨识广告在刺激或生产人们的消费欲望方面的作用，并让他们意

识到，浪费的生活方式不仅烧钱，而且还可能会伤害身心健康。西尔维娅把节俭

作为一个人应该持有的生活信念。 

在我看来，西尔维娅过的是一种“俭而不吝”的生活。这或许就是埃默里斯·韦

斯特科特(Emrys Westacott)在《节俭的智慧》一书中所说的“知足常乐”的“简

单生活的方式”。［3］28－30正如他所指出的，这种生活方式具有悠久的传统，至少可

以追溯到公元前 4 世纪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Epicurus)，他的哲学实践特别赞

美简单味纯的食物、舒畅的工作、对大自然的沉思、纯真的友谊等。［3］29 如果我

们沿着人类节俭的历史传统追溯下去，很可能存在比西尔维娅更节俭的生活方式

和生活态度。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她的生活称为“俭而不吝”的缘由。 

西尔维娅成年后秉承的生活信念和选择的节俭生活方式，与她在战争中经历

的那种被逼的节俭不同。前者是自主选择的节俭，就是兹沃索埃德所说的表现在

“价值取向、喜爱偏好、情感意愿”上的节俭。不过，西尔维娅的生活态度，或

者兹沃特霍德所谓的“节制消费”是否可以称作节俭的美德呢? 

如果说节俭的美德涉及对低消费生活的伦理追求，那么西尔维娅的情况就不

包括这一点。诚然，除了必需品外，她对购物没有强烈兴趣，而且能给她带来最

大满足感的各种快乐活动都不是满足消费欲望的活动。她之所以节俭，仅仅是因

为她在情感上偏爱这样的生活，觉得这样的生活有内在的乐趣。她可能确实有“节

制消费”的稳定习惯，但那也只是她成年时期节俭的生活方式的副产品，而不是

她努力追求而形成的理性的节俭美德。 

(三)出于关心后代、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和新冠疫情而选择的节俭生活 

西尔维亚进入了耄耋之年，仍然像前文所说的那样节俭地生活。近年来，日

益严重的全球气候危机让她觉得应该为人类子孙后代的可持续生活、为拯救地球

而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此，她把能用的东西回收再利用，带自己的咖啡杯去当



地的咖啡馆，尽量少用塑料用品。她还在节约能源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卖掉了她

那辆小汽车，在屋顶上装上了太阳能电池板，在中央供暖和使用热水方面尽量节

省水电。她还放弃了吃高热量的红肉。她的生活变得更节俭了。 

明显的是，现在西尔维娅的节俭生活出自与以往不同的理由，而且以不同的

方式体现。她的新的节俭行动，并不仅仅是节俭生活习惯的自然延续。节俭已经

成为了她有意识关注的东西，成为一种出于强烈的道德感受或道德意识并想进一

步推动的生活行动。实际上，这种节俭行动不仅包含“节制消费”的习惯，而且

也包括兹沃特霍德观点中没有提到的其他要素，如道德觉悟、价值体认、伦理意

识等。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尔维娅最近这几年的生活，与她早年在战争期间的生

活是有关联的。这两个时期都赋予了她“节俭的习惯”。不同的是，她现在把节

俭看作是道德责任，把节俭的生活升华为自己的道德理想。而在战争中，她不得

不尽量节俭。如今生活条件很丰裕，她反而把节俭当作道德义务，把简朴生活当

作伦理行动，节俭成为她自然而然的道德追求。其实，她本可以不这样做。在物

质丰裕的时代，政府从未限制人们的生活消费，反而正是政府的发展主义和全球

化的消费主义隐含的道德压力更坚定了她自觉过新的节俭生活的道德志向。 

在 2020 年 3 月之后的新冠疫情流行的数月里，政府开始实施强制措施，要

求大家居家隔离。在这段时间，西尔维娅不得不自我隔离。对她来说，由于她属

于“弱势群体”，这种隔离要比其他人持续的时间更久。虽然在很多方面，这种

限制对她的大部分生活没有造成太大影响，她还可以读书、做园艺以及在林中散

步等，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不能外出就餐，不能远行，也不能外出度假。她

原本为了减缓全球气候危机而过“极俭”生活，在这种条件下节俭变得更加自觉

了。 

 

二、节俭生活的两种类型 

 

从西尔维娅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贯穿这些不同的“节俭”见解和行为

的主线只有一个，就是节制消费。我使用这个标题，就是要对以下两种不乱消费

现象加以区分:一种是迫使型节俭;另一种是意愿型节俭。 



西尔维娅经历了那些被迫节俭的往事，不论是童年时期的战争经历还是耄耋

之年的新冠疫情居家隔离经历，每次都是政府下达相关指令限制人们的消费。尽

管在当老师时，她的很多学生来自贫困家庭，但西尔维娅自己却从未有过捉襟见

肘的困窘经历。人们在贫困状况下消费减少，主要因为他们囊中羞涩，他们的节

俭是生活所迫使，而不是自我之意愿。第二类节俭，即意愿型节俭，如果我们根

据人们选择节俭的理由做进一步细分，又可以分为内在和外在两种。 

由于内在理由而愿意节俭，与愿意过简单、低消费生活的个人内在追求有关，

因为人们将这种生活方式与其内容看作他们的美好生活的构成，从而认同其具有

内在善。西尔维娅成年时期的节俭生活就是在这样的个人追求中度过的，她在阅

读或打理园艺等一些简单的、大部分不花钱的快乐生活中找到了自我的完满。但

这种节俭的生活不是哲学家伊壁鸠鲁赞赏或推崇的那种践行节俭道德理念的生

活形态。人们也会出于外在的道德理由选择低消费的生活方式。年过八旬的西尔

维娅过节俭生活，目的就是想帮助解决气候危机，帮助人类的子孙后代能够在地

球上过上美好生活。当然，这不仅是她出自道德慎思的节俭信念，也是她实现道

德理想的节俭行动。 

正如我在上文中提到过的，作为一名公民课的教师，西尔维娅关心的一个问

题就是与她的学生一起讨论高消费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消极后果。比如，会被广

告商洗脑，并可能会因此遭受经济损失，付出身心健康的代价。她之所以这样做，

是想让她的学生考虑选择低消费的生活方式，把这些危险性降到最低。这些也是

外在的理由，与帮助后代和应对全球气候危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关乎特定个

体的福祉，而不是关注地球以及人类整体的福祉。 

 

三、节俭教育的内在理由 

 

人们主动接受节俭的生活方式，无外乎内在和外在两种理由。我们可以对战

争时期、新冠疫情期间或贫困状态下等人们被迫节俭的情况做简单的解释。如果

节俭是别无选择的选择，进行节俭生活的教育是没有意义的。这种拮据艰难的条

件本身是直接的教育，即人们在节俭环境中长大并养成节俭的习惯———唯有如

此，人们才有能力应付或处理这样的生活困难。就像西尔维娅在二战中所不得不



做的，将能获得的东西(如过期的罐头肉、干鸡蛋粉、发霉的军用饼干)用到极致。

事实上，自觉节俭与被动节俭是不同的。一方面，自觉成为某类人与被迫成为某

类人，积极应对某物与被迫接受某物，两者在教育方式和效果上具有天壤之别;

另一方面，人们积极应对环境的行动，其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广泛意义上的“教育”

力量。西尔维娅对阅读的终生爱好，很可能就是因为她小时候家里恰好有一套狄

更斯的小说激发了阅读兴趣，她的阅读行动就是她“教育”自己的力量。更有意

义的是，很多人在新冠疫情期间正好有闲暇听听鸟鸣，打理园艺，居家办公，上

网看电影、听音乐、查文献、做研究，这已经成为了人们居家隔离时期的生活常

态。可以说，这种疫情时期的非常态反而让一些人过上了一种乐意去过的并不困

窘的简单生活或低消费生活。这样的生活到底能持续多久，还有待于我们对疫情

的控制，但这种生活自身的闲暇与充实具有教育的意蕴。 

我们先分析一种源自内在理由而不是外在理由的节俭生活的教育意义。在家

庭教育中，有些父母可能会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简单生活的观念，使他们将节俭作

为自己的人生哲学。有些父母和老师可能只希望孩子不受清规戒律或条条框框的

束缚，能够获得简单的生活乐趣就好。简单的乐趣来自具有内在价值的活动，这

些活动不仅让一个人活得精彩丰富，而且能够为个人的美好生活造福。这些能够

带来简单乐趣的活动不应包括嚼 QQ 软糖、拔蜘蛛腿找乐子等，而应该包括那些

人们可以全身心参与的“不太花钱的”活动，比如骑车兜风、即兴欢唱;或者干

脆就像西尔维娅那样，闲时看看小说，在乡间遐思漫步，和朋友们聊聊天，找到

真正的精神愉悦。事实上，这是积极生活带来的完满(fulfilling)。教育最充足

的理由之一，就是引导或教会人们去过丰富完满的积极生活，而这种幸福、精彩

的生活，又离不开人们全心全意地投入那些具有内在价值的日常活动。我在《儿

童的福祉———让儿童幸福生活的学校教育》一书中对这些观点进行了详细的阐

释和辩护。［4］ 

在节俭教育中，教师和父母面临的难题是他们如何正当地鼓励孩子去追求那

些简单、朴素无华的乐趣。如果越俎代庖，直接为孩子做决定，逼迫他们过简朴

的节俭生活，就会涉及家长制的专权问题。教育者常常替孩子决定什么样的生活

才是对他们有益的，并教导他们去过这种生活。事实上，这样做违背了教育应当

培养人的自主性的目的。过什么样的生活是生活者自己的决定，而不是被强制的。



具有自主性、成为生活的决定者是每一个人过丰富、美好、完满生活的必要条件，

在现代的、进步的文明社会更是如此。如果教育者操纵或控制年轻人的生活选择，

就会僭越他们的自主性。教育及教育者应当尊重儿童以及年轻一代选择生活方式

的自主性。他们有自由依据自己的判断选择自己愿意过的生活，不论是过消费型

的生活如度假、购物等，还是追求“简单生活”，如在公寓里读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瓦尔登湖》，这是他们自己的生活，由他们自己来决断。就像我们

在西尔维娅身上看到的那样，她早就知道有奢华或消费的生活方式可供选择，至

少在她退休之前，她完全有能力去追求这样的生活，但她根据自己对生命的理解

而做出了节俭生活的选择。她从小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就形成了关于自己应该如何

生活的独立思考，而从来没有受到他人所灌输的某些生活信条的影响。 

在涉及青少年的节俭教育方面，家长制的界限到底在哪里?一个人怎样才能

称得上是一个自主的选择者和生活者?［5］仅仅“简单生活”就为我们提供了大量

而复杂的选择。如果父母和老师使用灌输的方式，向孩子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

选择更节俭的生活方式，不让他们了解其他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那么父母和老

师当然是错误的。在媒体资源丰富的现代社会，不让儿童接触到其他生活方式的

可能性很小。正如兹沃特霍德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个商业繁荣的时代，儿童很容

易被广告诱导去崇尚那种奢华的、消费至上的生活方式。如果父母能积极地向孩

子传授节俭的理念，他们就有可能接触到更广泛的生活方式。 ［6］即使在童年时期，

儿童以非自主的方式接受了父母培养的节俭生活的习惯，他们也会在成长过程中

对这些观念或习惯进行理性的批判。当然，这种批判的前提是父母在培养孩子节

俭习惯时，必须注意培养他们理性思考和批判的能力。［6］我的观点很明确，儿童

有资格、有能力理性地讨论生活方式的话题，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孩子倘

若能够与教育者一起理性地讨论节俭生活和奢侈生活各自的利弊，他们就很有可

能获益良多。我这样说，是希望教育能够培养儿童严肃、审慎的生活态度，培养

他们慎重选择的能力，培养他们抉择生活的勇气。 

 

四、基于社会正义、全球气候变化和儿童福祉的节俭教育 

 

(一)社会正义 



近年来，许多人坚信高消费经济势必导致全球资源枯竭，并为当前现状感到

忧虑。因为这意味着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留给后代的可利用的资源将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应该让节约型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家庭与学校以及其他教育

机构一样，因为承担着教育的任务，所以要培育儿童的节俭美德，以使儿童获得

可能影响其一生的节俭品质，即家庭需要对节俭教育有所作为。［2］沃特霍德在一

篇关于家庭教育的文章中指出，父母作为现代公民，应当关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既然他们承担教育子女的使命，那就有义务防止子女沾染奢侈的消费习气，

因为节俭生活的教育是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 ［6］我同意兹沃特霍德的观点，即:(1)

惠及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正义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过节俭生活;(2)根据正义原

则，父母和老师有理由敦促孩子过一种低消费的生活。因为与后来者相比，目前

活着的人没有理由享有特权。实施节俭教育，是因为教育的目的不应仅限于为当

下儿童造福，还应该致力于促进其他人以及未来子孙万代的福祉。 

(二)全球气候变化 

实行节俭教育的第二个外在理由是节俭生活有助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正如

我们所看到的，年过八旬的西尔维娅的节俭理念受到了这个理由的影响。她虽然

不是一个哲学家，无法将这种理由解释得那么明晰，但她肯定认识到，全球气候

的变化势必会导致可耕地面积大大减少。如此，那些靠耕地为生的人就无法满足

自己和他人的需求，而且生活也会陷入窘境。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享有特权，将

我们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或后来者的痛苦之上。 

兹沃特霍德指出，人类对食物、燃料和其他产品的过度消费会排放大量的温

室气体，进而造成全球气候变化，而气候变化是海平面上升、气象灾害、新的疾

病、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破坏的一个原因。她认为，高消费带来对资源的过度

开发和利用，是导致气候变化的原因之一，而气候变化又威胁到正义的实现，所

以，高消费不符合自由民主的正义原则。［2］ 

可以看出，兹沃特霍德呼吁大家应对气候变化，反对高消费水平，是因为她

赞同基于正义原则开展节俭教育，她希望我们能“公正地对待我们的后代们”。

在她看来，任何一代人都不能不公平地具有占有更多资源的“特殊身份”。我虽

对她的观点没有异议，但觉得它还不够深入。虽然这种论点值得肯定，但它低估

了(二氧化碳含量过高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带给人类的危害。这也许是一场即将



到来的灾难——到 2100 年，地球上的生命和支持生命的自然环境很可能会遭到

重大破坏，地球上生命的持续生存将面临危机。兹沃特霍德主张通过避免高消费

的生活方式来履行我们对后代的责任的观点，是过去 70 年间许多人坚持的立场。

然而，大多数人是最近 20 多年才意识到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方式提出的挑

战，而且这种意识越来越强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不只是呼吁把节俭作为对后

代负责的方式那么简单。这种通过节俭而对生活秩序和生活方式的重建，涉及的

不仅仅是公正的问题，不仅是子孙后代生存可能性的问题，同时也是地球的可持

续性的问题。如大卫·维金斯(David Wiggins)所言，我们在交通运输、工业生

产、建造房屋等方面越是依赖化石燃料，越是依赖产生甲烷气体的养牛业提供肉

食，就会对吸收碳元素的雨林造成更大的威胁，同时，灾难就会越加接近人类。

因此，我们按照休谟提出的“合理节俭”理念去生活，就显得尤为必要。［7］ 

依据“公正对待后代”的原则而节俭生活意味着我们的节俭行动关切到其他

人的命运。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危机提出的节俭生活有更

全面的理由，那就是气候变化不仅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也威胁到包括动植物在内

的其他生物，还威胁到所有这些生物赖以生存的地球的美、构造和自然平衡。我

们的生活行动顾及所有这些与我们共在的事物才是合理的。而正如维金斯指出的，

我们只关注人类自己的福利而不再关心地球以及其他存在的这种想法经不起辩

理。［7］ 

(三)儿童福祉 

儿童福祉是我要讨论的第三个外在理由。总体上，我支持对儿童开展节俭生

活的教育，因为这关系到他们未来的生活过得是否丰富、是否幸福。 

兹沃特霍德基于社会正义和儿童福祉而主张节俭教育。她指出，昂贵的消费

习惯已被证明会导致焦虑、抑郁、自卑和强迫性的购物瘾;儿童参与消费活动往

往以牺牲诸如游戏、家庭对话等“童年的善事物”(the intrinsic goods of 

childhood)为代价;如果教育儿童勤俭节约，可以增加他们成年后在劳动力市场

上的谈判力，并帮助他们在收入允许的情况下减少消费，从而在经济上自力更生。

［2］ 

总的来说，我对她的这些观点深以为然。西尔维娅在她作为公民课教师的时

代也抱有类似的观念。兹沃特霍德所引用的所有数据都可以作为教学素材，用于



西尔维娅的公民课的课堂教学讨论。然而，兹沃特霍德的方法是有问题的。她所

列举的因素中除了“童年的善事物”之外，都没有与儿童所参与的活动的内在价

值联系起来。对兹沃特霍德来说，培养儿童养成节俭习惯，主要是这种节俭教育

对他们有好处，即可以帮助他们以后免受不幸、羞耻和内疚、抑郁和焦虑等情绪

的影响，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就业岗位。当然，她提到的“童年的善事物”涉及

节俭教育的内在价值。 

兹沃特霍德提出的“童年的善事物”是非常有意义的教育概念。她列举了“童

年的善事物”，包括和朋友们一起玩、骑自行车、读故事、从事创造性的艺术活

动、发现新事物、在乡间散步等。这些活动作为善事物，对于儿童的节俭生活和

福祉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些具有内在价值的童年活动都是不太花钱的，比如骑的

自行车也不一定太贵，二手的就足矣。如果孩子能全心全意地参与这些活动，他

们不仅有精神上的收获和喜悦，而且开始习得节俭生活的方式，获得“节俭”的

稳定品质。孩子发展出这种品质，并不是因为他们刻意去“节俭”，而是因为他

们在与那些“童年善事物”融为一体时，在积极活动中节俭的美德品质就自然地

表现并培养起来了。因此，不论老师，还是家长，都要在鼓励孩子形成参与这类

活动的兴趣方面承担更积极的作用。 

我认为，恰恰是因为“童年善事物”对于儿童的成长具有内在价值，所以其

更重要，更不可缺失。学校教育就应该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在家长打好的基础

上进一步按照“童年的善事物”的理念开展节俭教育的活动。比如可以在时间表

上设置很多花钱不多的积极活动，让儿童沉浸其中，并在老师指导下取得进步、

获得乐趣。这些活动不仅包括能够满足他们特殊的兴趣爱好的活动，还包括学校

课程中激发儿童探究学习学科内容的活动，比如算术和历史类。这些活动不仅可

以培育知识素养与精神品质，而且可以形成他们处处节俭的生活理念与生活方式。

由于“节俭的美德品质”的培育需要通过日常的生活行动来实现，那么只要家校

双方齐心协力，共同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迟早会有教育的收获。 

重要的是，家长和学校都有责任让儿童进入或创造一系列这样的“童年善事

物”，让儿童从中做出自主选择。当然，其中有许多善事物往往是童年时第一次

接触到的高阶类善事物———如阅读书籍、欣赏音乐、制作物品、亲近自然(如

在花园或田野)、享受不花钱的体育运动;有些善事物则是以后的生活中所独有的，



比如爱恋关系、通过有偿工作而自我实现、成家立业、抚育家庭等。尽管除了有

偿工作之外，很多善事物都会增加我们的开支，但是可以按照节俭生活的信念或

原则而能省就省。这样，家长和老师们不仅有充分的理由，也有丰富的机会，鼓

励儿童、青少年过“简单生活”，形成节俭的美德。 

虽然人们对家庭和学校把儿童引向低消费生活是否可行心存疑虑，对家长和

教育者引导儿童过简单生活的权威表示担心，但前文的论述已经提供了充足的理

由——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气候变化给子孙后代的生存带来的危机:“公

正对待后代”的正义主张在合理性上高于“不应该将儿童引向节俭”的论点;而

通过节制消费应对严重威胁地球上所有生命和地球本身气候变化的主张，又合理

正当地补充了“公平对待后代”的主张。从以上三个方面看，教育有责任培养人

的节俭美德，即教育者、家长在内的所有公民在道义上都有义务教育儿童从小养

成节制消费、简单生活的节俭美德。 

 

五、节俭教育的实践 

 

(一)家庭教育 

按照以上提及的内在和外在理由，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包含帮助子女养成节俭

生活的信念与习惯，引导他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在那些值得的、不费钱的活动和

社会交往中享用积极生活的内在价值;消除同龄人、广告商和推销员引诱子女购

买昂贵商品的影响;在适当的时机，与孩子一起讨论节俭生活和奢侈生活的利弊，

讨论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以及个人应当采取的行动。父母可以言传身教，以

身作则。比如将柴油车换成混合动力车，调低中央供暖温度，或戒掉牛肉等高热

量食物等，为孩子树立节俭生活的榜样。 

(二)学校教育 

学校应当与家长密切合作，将家庭中的节俭教育延续到学校生活之中，把孩

子引向那些花钱不多但有内在价值的活动，包括学术、艺术、体育以及其他创造

性的活动。学校可以鼓励学生尝试参加学校不同领域的课程，发现他们个人独特

的内在追求。那些特别喜欢某项或多项活动的孩子可以在必修课程之外，以选修

课方式拓展自己的兴趣。［8］学校还可以学习荷兰的教育经验，开设一门关于日常



开销和储蓄的基础类课程，教孩子如何做预算、如何储蓄以及如何长期规划自己

的财务。［2］ 

在必修课程中，学校还应帮助学生了解涉及不同形式的节俭生活议题的事实

性背景(factual background)，如科学数据和地理学数据，让学生了解各类科学，

了解地球资源，了解气候变化及其原因、人为后果与其他后果，以及未来发展等

方面的知识。学校还可以通过政治和社会历史、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数据，帮助年

轻人更深入地认识当下的大众消费社会。这些事实性背景还会引出如西尔维娅讲

授公民课程时遇到的类似问题，即为什么同伴群体和广告商总是会给我们洗脑，

让我们不断购买和消费?这种事实给商家带来什么利益?对购买者的生活成本会

产生什么影响?以及所有这些与劳动力市场的性质有什么关系?和社会阶层的收

入、财富差异之间存在什么联系?与更大的世界和地球具有什么关系?在学校里，

以上所有领域的问题都可以打破目前(特别是中学)普遍存在的以学科为基础的

标准化教学模式，而进行跨学科的教学与探究。学校也可以运用网络资源帮助学

生。尤其是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支持用免费的在线学习来补充课

堂教学，其中一些视频和其他材料是专门讨论气候变化与人类生存危机的，是开

展节俭教育的重要资源。 

事实性背景对学校开展节俭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事实性背景与课堂上围

绕节俭生活讨论的各种问题密不可分。如，什么是节俭?它在不同的情境中是否

不同?关于节俭生活反对或赞成的主张怎样才是合乎理性的?节俭生活如何成为

审慎、道德的信念?为什么要通过节俭生活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人类生存危机?

节俭生活仅仅是为了简单生活还是为了对子孙后代负起责任?社会、个体、教育

单位、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应该而且能够采取哪些实际措施来促进节俭的生活方

式，从而避免发生各种气候灾难?这些都是各科教学中可以渗透的问题。 

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促进节俭教育。比如，采用太阳能电池板发电、

在图书馆创设私人阅读空间、增加学校绿化、增加食堂的素食选项、鼓励学生穿

校服、劝导开车上学的教职工使用电动车、不提倡费用昂贵的海外游学等做法。

这些校园举措都有助于时刻提醒行走在校园里的师生认识节俭生活的方式及其

重要性。 

 



六、涉及节俭教育的其他话题 

 

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危及所有生命以及地球自身的生存。这个事实足以让父母

和学校有理由教导年轻一代去过节俭生活。虽然事实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过

节俭生活是这些年轻人为应对气候危机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事实上，如果他们

认为自己的简单生活就是在为社会“尽绵薄之力”，而不需要做其他贡献，那么

这种节俭教育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在生活消费方面更节俭一点固然有帮助，但如

果巴西雨林都要消失了，仅仅节俭的生活方式就不够了。格雷塔·图恩伯格现象

2
告诉我们，全世界数以百万的年轻人都认为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直接行动，以便

向政府和国际机构施加压力，使其采取大规模的保护行动，以缓解全球气候变化。

如果直接行动是未来的重要手段，那么学校(还有家长)的责任就不限于倡导和培

养个人节俭的美德，还应当包含让更为广泛的公民参与全球治理的教育。 

丹尼尔·萨斯坎德(Daniel Susskind)在他最近出版的《没有工作的世界》

一书中最先提出，我们可能很快就会生活在一个很难找到有偿工作的世界里，我

们将不得不考虑大幅缩短每周工作时间，让更多的人通过参与工作而获得基本收

入，以确保所有人不至于陷入贫困或其他困境。［9］越来越多的评论家建议，我们

应该将一个低消费社会与更短工作周结合起来，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来享用简单

生活带来的乐趣，让他们不时地进入具有内在价值的活动之中，体验惬意的积极

生活具有的隽永意义。 ［10－11］此外，如果按照简单生活的理念重塑生活，再造社会，

不仅能够让家长、学校、社会开展更多的节俭教育实践，而且能够创造丰富精彩

的美好生活，并保护地球的繁荣生机。 

本文讨论的只是相对富裕国家的节俭教育问题，尚未涉及贫穷国家的情况。

我们知道，即使是二战时的英国，其最基本的生存状况也比今天贫穷国家中数百

万儿童所过的绝望生活要好得多。无论是在里约的贫民窟，还是在许多非洲和亚

洲国家，很多儿童都过着穷苦不堪的生活。在这种基本生活需要无法满足的社会

中提倡对儿童进行节俭教育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们如何

能够更节俭，而在于他们如何才能够活下去。而且这些贫穷地区的儿童还要学会

 
2 The Greta Thunberg phenomenon，指 2019 年瑞典环保少女格雷塔·图恩伯格(Greta 

Thunberg)在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责问各国政客在环保气候问题上的不作为，从而引发国际

舆论——译者注。 



抵制那些关于西方富裕生活报道的诱惑，还要学习认识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并要

采取行动应对困扰他们国家的干旱、风暴、洪水、森林滥伐和气温上升及其带来

的灾难。这些都是节俭教育需要深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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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rugal Life and Why We Should Educate for It 



(John WHITE(author)，ZHANG Shengxiang ＆ JIN Shenghong(translators)) 

Abstract:Sylvia’s life narrative shows that frugality may arise from 

the will and habit of simple living，or from the quality of conscious 

virtue．Frugality as a virtue not only contributes intrinsically to people’

swell－being，but also helps the humankind as a whole to alleviate crises 

such as the depletion of the earth’sresources．There are both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reasons for cultivating the virtue of frugality．Education 

in the virtue of frugality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society，the family and the school．Frugality education in 

accordance with“the childhood goods”not only helps children to lead a 

rich，healthy，fulfilling and positive life，helps them to develop daily 

virtues of self－restraint and belief in life，and to develop a sound 

character，it also helps them to pursue social justice and eventually 

preserve the prosperity of the earth． 

Keywords:Frugality;Aimsofeducation;Justice;Climatechange;Well －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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