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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3000元救救急，过两天就还你！
借出N个3000元 一个都没收回

朋友圈借钱，你有没有碰到过“3000元定律”？

“我发现，很多熟人之间借款引发纠纷的，
都是这个数。我有个高中同学，后来骗遍了同
学圈，也是只借3000元。只要他开口，几乎每个
同学都会借给他。最后都没还，都当送给他
了。”

马先生 40 多岁，他说被同学借 3000 块钱发
生在10年前，这笔钱是他当时半个月工资。

我问马先生，后来催过没？马先生说，有一
次开玩笑地说起，最近手头怎么样啊？是不是
还是蛮紧的？结果这个同学打个马虎眼过去
了。就在去年夏天，在老家举办的同学会上，马
先生听当年的同桌讲，前两天这个同学也问他
借钱，一开口还是3000块，“我们都笑了，千万别
借给他，借了就别指望还了。”

“我们班里的人都被他借过，从10年前到现
在，他还在借。”马先生说。“后来我们这些被他
借过钱的同学也分析过，为什么他问谁都借
3000 元？如果只借 1000 元，会让人觉得他太
LOW（档次低的意思）了。如果超过 5000 元，相
当一部分人就不会借给他了，特别是关系一般
的。3000 元，不多不少，即使不还，大家也不会
撕破脸皮向他讨，所以得手率就很高⋯⋯”

昨天我一个同事听我讲了马先生这番话，想
了想说，嗯，有道理，我一个初中同学两年前也问
我借钱，号称要给领导送点礼，也是借了3000块，
到现在也没还，看来他们真是有套路的。

何姑娘、马先生和我同事，都被借过3000块
而一直不还。从借和被借者的关系看，双方都
属于不太远也不太近的熟人，几乎可以肯定，借
的人从借的念头产生开始，就没打算还，所以他
们开口前，考虑的肯定不是自己的需要，而是借
到的可能性，3000块，是偶然，还是普遍现象？

昨天我在朋友圈发起了一个小调查：你有
没有被熟人借钱一直不还？他(她)向你借了多
少？

没想到，一下子有30个朋友回应：有的。最
少的借去 1000 块，最多的 5000 块。我发现，借
了两千三千不还的，占半数以上。

A先生，37岁，在酒店工作
借给关系不错的单位同事，2000元

我想起13年前的一个同事，关系不错，到我
们那里（临安）吃好玩好喝好，临走时说，要去别
的地方玩，钱不够，我背着我老婆给他去银行汇
了 2000 块。你想想，当时一个月工资才 2200
元，一开始联系他，还说会给的，后来再也没说
过钱的事了，到今天也没个结果。我另一个朋
友也借给他 2500 元，也没拿回来。现在谁再问
我借钱，我就敏感了（我以为他一律不借了，没
想到他话锋一转说，谁没个困难啊，现在有人借
钱，要有签名的借条，先小人，后君子），上次被
借了 15000 元，还好有借据，现在我一月工资
7500元，即使上过当，为啥还是会借？谁有困难
自己好过点总会帮的，结果嘛，就要看良心了。

记者 金洁洁 漫画 连诚

昨天快报报道了两个闺蜜因为借钱闹上法庭的事。
何姑娘和小马是相识多年的闺蜜。去年 5 月，小马说要进货资金周转不开，向何姑娘借 3000 块钱救急，何姑娘爽快答应。后来小马一直以种种理由不还，微信上一口一个承

诺，拖了一年多，何姑娘忍无可忍，拿着支付宝转账凭证和厚厚一叠微信聊天记录把小马告上法庭。法官当庭判小马10日内必须还钱（详见快报昨天A07版）。
昨天，细心的读者马先生看过这篇报道后来电说，这个新闻有个细节很有意思——借款3000元。为什么是借3000元，而不是1000元或者5000元？这里面恐怕还是很有学问的。

J小姐，38岁，世界500强外企工作
借给离职保姆，3000元
借给发小同学，5000元

我被借过N个3000元，要是这些钱收回
来，够买一辆中档轿车了。

家里保姆离职一年多，前后从我这里借
走 4 个 3000 元。一会是大水淹屋，一会是老
娘病重。核实属实，一一打款，纯粹感念昔
日照顾我儿子的时候那份真情，不是一般阿
姨能做到的。

发小同学，家里老公好高骛远，欠债累
累，殃及我同学。近日离异，债主终日上门
围堵。为了打发小额债主，她自己省吃俭
用，昨天中午哭诉来要钱，我又给打了 5000
元，欠的那些没能收回，这个估计也遥遥无
期。我记得小学那年我脚扭了，她背我放
学半月有余。哀其不幸之余，我只能生活
上帮衬一点。

我发现，大额的钱，上万的，记得牢，三千
五千，基本上不了了之，这真是一个比较奇怪
的现象，就叫三五千定律吧，有去无回。

Z女士，80后，医生
借给关系蛮好的同事，5000元

我被借过 5000 块钱，是一起入职的同
事，关系蛮好，她助学贷款没还完，毕业证
扣在学校了，可工作第一年要考执业资格，
必须要毕业证书，就问我借钱，那时候 5000
块是我全部积蓄啊，借了一年多没还，后来
试探性地要过一两回，都说再等等再等等，
有一天突然听说她辞职了，虽然后来还有
联系，但我这易尴尬体质就更不知道怎么
要了。

为什么借出去的钱不多
很多人事隔多年依然耿耿于怀？
听听心理专家怎么分析

“当年大学毕业前，一个同学问我借了
50 块钱，钱不算多，那时候我一个月生活费
120 块，还是一直记到现在，22 年了。”一位
45岁的朋友说。

“上大学的时候，我一个月生活费才 300
块，同学没钱买车票回家，我把口袋里唯一
一张100块给他，后来就杳无音信，到现在已
经十几年了。”一个三十出头的朋友说。

昨天调查中我还发现，虽然借出去的钱
远没有伤筋动骨，但很多人一直耿耿于怀，
来来回回想了很多年。

是心疼钱吗？
大部分人回答，不是，或者不全是。

“50 块钱多吗？当然不多，但我一直有
一种被利用的感觉，他把钱看得比我还重
嘛，如果现在让他做个选择，一边是一千块
钱，另一边是永远不认识我这个老同学，我
想他无疑会选择钱的!”那位 22 年前被借了
50块钱的朋友愤愤地说。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从事心理咨询 20
年的盛秋鹏教授帮我分析：借贷关系是一种
特殊的人际关系，和普通人际关系的不同之
处在于，当借贷发生时，借方把自己的利益
事先支付给另一方，借贷之间的保障是彼此
间的信用，所谓信用可以理解为，人际关系

的兑现承诺的能力，如果能在规定期限内还钱，
信用度比较高，没有兑现的话，那这个信用度为
0，本来应该完成的人际交往，成为未完成的状
态，这在你内心就会有一种未完成事件的感觉，
所以很多年都不会忘记。

谈到借钱不还者的心理，盛教授说，有的人
借钱不还，钱并不多，这样的人，他们人际界限不
清，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是模
糊的，他会觉得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找人
借钱是理所当然的事，那么借钱不还也是理所当
然的事。这种人在和他人交往中，会无端侵入他
人界限，使对方感受到被侵犯的感觉，很显然，在
和这些人交往时，另一方是很难受的。

为什么很多借钱不还的，很多都是3000块？
盛秋鹏说，这跟人的平均收入有关，现在人

工资至少三千以上，当他拿出 3000 块的时候，也
不觉得困难，很容易答应借钱。

昨天还听说了一件事
白手起家的大学生小杨
从朋友那里成功借到六十多万

在我印象中，借钱是需要勇气的，我一个亲
戚，家里造房子，想问另一个亲戚借 2 万块钱，但
开不了口，来来回回考虑很久，某天晚上，他喝了
一大碗白酒壮胆，终于在电话中说出了口，后来
还兴奋地跑来跟我们说，成功了。

昨天，我在朋友圈的小调查中无意知道了一
个成功借钱的案例。

小杨，90 后，在校创业大学生，事业刚起步，
创业资金主要是从朋友那儿借的，因为他比同龄
人成熟得多，朋友们也普遍比他大五六岁。

小杨起初想经营一家中型超市，先期投入加
上房租，最少要百万，在校期间他通过兼职，大三
时就存下将近 10 万。父母帮他从银行贷了 30
万，剩余的六十多万，全是他向朋友借的。

为什么这么多人，在没有被许诺高息等优厚
条件的情况下，会把钱借给一个在校学生？而且
这一大票朋友里，还有不少是学校老师哪。

通过采访小杨的朋友，我了解到，小杨是这
样一个人，生活中对自己比较抠，但对亲人朋友
没有丝毫小气，大家都知道他重情重义，他可以
用自己打工 3 个多月挣的钱，给妈妈买一套护
肤品。

另外一点，借钱给小杨的人，除了清楚他的
为人，也知道他的能力，了解他的基本信息，小杨
开的又是实体店，大家心里更有底，这些也共同
构成了信任基础。

还有一点也很关键，小杨会确定在人家暂时
不需要这笔钱的时候，开口去借。借钱之后，又
总会保证在对方需要钱的时候，随时归还。

比如有个借钱给他的朋友，一提出需要用
钱，小杨二话不说，两个小时内就凑足还给人家，
还不忘主动按银行贷款利率补上了利息。久而
久之，朋友们平时用不到钱的时候，就会乐意把
钱借给小杨，既放心，比存银行还能多点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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