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人的旧物”是道心理门槛

旧物的奇妙，在于有人如获至宝，也有人嗤之以鼻。对于二手的
接纳，或许与年龄无关，需要克服的，无非就是心里的那道坎儿。

怀疑论者：你这个绝对没有九成新
包装纸有破损的都得算旧物，他们对新的定义有一种执

念，又或是，对旧物心怀偏见。即使反复以买二手可以省点钱、
新的总有一天会变旧等观念自我催眠，仍忍不住质疑二手市场
里旧物的质量和卖家的说法。价格再美丽，物品再超值，因为
是旧物，在使用的过程中总是别扭，软件闪退了就觉得买到了
翻新机、BB霜卡粉了就感觉用的是假货……质疑论者的眼里，
只支持专柜正品。

情怀论者：淘货是一件有趣的事
那些纸页泛黄的书籍，背后总有些不为人知的故事；那些

漆面斑驳的工艺品，给人莫名的厚重感；若能淘到经典甚至绝
版的小家电，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当旧物贴上小众、文艺、情
怀的标签，×格瞬间高大上起来。你无法估量现代对于旧物的
接纳程度，但从二手集市火爆程度可窥见端倪。即使只是漫无
目的地闲逛，在一堆破铜烂铁里寻宝，也不无趣味。

持家论者：东西又好又便宜
以持家为目的而热衷于淘二手货的小伙伴们，才是真正经

济又环保的节俭主义者。有人花重金买了一整套护肤品，最终
皮肤不待见，只能闲置，有人却早已在闲鱼里尝试过各种品牌，
找到合适自己的，再心甘情愿地掏腰包。日常小物还算好，大
件买亏了才更糟心，越来越多人喜欢购入“别人体验过”的旧
物，觉得车不过是代步工具、房子中的老小区地段更好，大概也
是如此。

七嘴八舌之交易双方

@一株绿萝：对于旧物，人们的接受度是不一样的，我们
盲目地捐出闲置，却没有想过福利院的老人、孩子收到热辣
的短裙会是什么表情。

@南之南：谁的新欢不是别人的旧爱，对于学不会放下的
人，旧物易主就像被人从脑海里徒然擦去了一大块记忆。
不断丢下一些旧物，才能精简行囊与思想，做一个崭新的自
己。而不是停留在过去，将自己活成一个缝缝补补、期期艾
艾的人。

回收是一种有效链接

旧物回收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开放的回收市场在实现资
源优化的同时，也成为了一个巨大的交流社群。对于卖家来
说，有些多余的旧物成了沉重的包袱，或者没有得到物尽其用
的待遇，让其换个地方存在，未尝不是好结局。对于买家来说，
有时候它不仅是一个物美价廉的物品，可能还寄托了买卖双方
共同的情怀。不管是出于想卖了换钱或分享情怀的卖家，还是
以收藏、体验为目的的买主，双方都能够从这样的交流中获得
自己想要的东西，彼此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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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报记者 吴梦昕

闲
余
不
将
﹃
旧
﹄
出
价
或
者
置
换
，图
的
就
是
彼
此
乐
意

挥别旧物，内心戏各不同

对于新鲜，我们总是无法割舍，而面对旧物，通常难忍它的闲
置。当旧物即将易主，每个人或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赶紧把这些弄出去”型：对待旧物有多不顺眼？看一眼劈腿
的前任便知。喜新厌旧的买家，在有新款上架、旧物“年久失
修”时，厌恶感尤甚。不论入手前长草许久，还是下了血本才收
入囊中，仍挑得出产品鸡肋与有瑕疵，总之“老古董”就是不中
用，必须尽快脱手。他们爱憎分明，喜欢时捧在手心，倦了弃之
也不可惜。于是，转手倒成了解脱，“只要不放在我眼前碍事”，
一切结局都可以接受。

“给它找一个好下家”型：好聚就得好散，他们抱着“我曾拥有
你，想到就心酸”的心理，对无处安放的书籍、难以安置的宠物，
有无尽的不舍。每一件承载过感情与回忆的物品，转让都是割
爱，“给它找一个好下家”便是最后的挣扎。他们恨不得打探新
主人的方方面面，随时保持联络，然后在与旧物分别时交代良
久，甚至诉说它的生平，再示范如何保养。这种分别极具仪式
感，无力保留的东西，也要为其寻觅知音。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型：对于旧物即将易主这件事儿，他们
豁达无比，觉得不过是完成一桩家务事而已。理性的务实派，
坚信物尽其用后就该光荣退场，没什么不舍；保持谁家还没点
杂货的平常心，也没什么厌恶。不论“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是心
理上的自我安慰，还是整理时快刀斩乱麻的坦然，只要给家里
腾出一块地方，也是极好的。

旧物似故人，同享一段记忆，而承载的分量不一。留存在
手边的旧物，有些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有些关乎一段感情。当
意识到它们已经多到无法一一历数时，只觉除了徒增负担，丝
毫没有再保留的价值。但在某些人眼里，旧物又添了经济的、
有故事的意义。出价或置换，图的就是彼此乐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