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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谢丽尔�桑德伯格在《向前一步》中鼓励女性“往桌前坐”。那么当女性做到谈判桌跟
前，然后该如何获得真爱，处理事业和家庭的矛盾？
本书为所有追求经济独立的女性，不管你是职场达人、全职太太、单身妈妈还是刚刚走
出校门的新鲜女，提供*实用的家庭财务计划和两性相处策略，而且从更深层次上探讨女
性如何走上经济独立、个性解放、追求自我价值的道路。

 

内容简介

《当她挣的更多：大女人幸福十律》介绍了近五十年来，女性在职场上的迅速崛起，收
入高过男性，却不得不面对诸多不利之处：大龄剩女难觅白马，单身职业女性趋向于独
身主义，已婚女性婚姻生活不尽如人意；女人承担家计却要面临被离婚的窘境。《当她
挣的更多：大女人幸福十律》给出了十条黄金法则，解决高收入女性面临的种种家庭问
题，包括改变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平衡家庭决策权，制定婚姻协议，解密男性思维，甩
掉家务负担，争取职业空间，规划子女教育，保持夫妻沟通顺畅，实现家庭美满幸福。
希望每一位女性成为个性独立，实现自我价值的大女人。

作者简介

美国著名个人理财专家、演说家、和电视工作者。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时代杂志
等主流报纸媒体撰写专栏。主持的电视节目有Today show, ABC, CNN, LIVE with Kelly and
Michael, The Dr. Oz Show, The View。以及在雅虎网站主持著名财经节目Financially 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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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黄金法则一： 勇敢面对现实
传统家庭传达给子女的生活期待是：女人希望一位身强体健、薪资优渥、温文儒雅的男
性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男人则憧憬有朝一日飞黄腾达，娶一位聪慧美丽的贤妻良母
。我的母亲曾一度担忧，如果我未来的老公既不是颇有建树的专业人士，又没有一份让
我们衣食无忧的工作，我的生活何以为继。如今，母亲的这种担忧可谓是杞人忧天了。
正如我在前言中提到的，和我一样的女性不光养活自己，还一跃成为家庭经济支柱。我
们这一代的女性年幼时备受宠爱，父母、老师、社会让我们接受良好的教育，为将来繁
花似锦的职业生涯打下基础，以期最终遇上一位意中人，相亲相爱携手前行。为此，我
们对男人不停地挑挑拣拣。
当我不光能赚钱糊口，而且成为家庭的财政支柱时，我的生活遇到了一些出乎意料的阻
碍。尽管我事业有成，但女人养家有悖于传统文化，难以获得社会的认可。这些都鞭策
我要改变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观念。但是，想要成功地维系家庭生活的和睦，法
则一，就是要勇敢面对现实。此法则送给那些与我处境相同，或者将来会面临如此情形
的女士们。原因很简单：一旦女人独挑家庭重担，在生活中面临的挑战将难以言喻。这
是一个不争的严酷事实。
女性在职场上的迅速崛起被誉为近五十年经济的新迹象。但是研究发现，女性收入高过
男性存在诸多不利之处：未婚女性很多趋向于独身主义，已婚女性婚姻生活也不会那么
如意；婚姻破裂的可能性会增加。更令人咋舌的是，女性收入高过丈夫，夫妻双方都容
易出轨。
2012 年，康奈尔大学对18 岁到28 岁年龄段的情侣（同居超过1 年）和夫妻进行了一项调
查。研究发现，男方完全没有收入来源，靠妻子养家，其出轨的概率要比与收入与女方
相当的男性高五倍。妻子收入约有丈夫的四分之三的家庭中，男性最不容易出轨。对于
家庭而言，妻子在经济上越是依赖丈夫，他们的婚姻越牢靠，越不容易出轨。我感觉，
年纪稍长的夫妻更容易出轨。因为，年轻的夫妇对女方高收入的情况更持包容的心态。
我曾和离婚律师探讨过此问题，他的观点也证实了我的这一猜想。
事实上，女性收入过高带来的影响远不止造成夫妻不和或是引发出轨行为。它的影响渗
透到了女性的个人生活和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包括同事关系、投资理念、休闲娱乐以



及择偶标准等。前言中曾提到过（芝加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经济学家组成的研究
团队）一项研究发现，传统的性别观念，特别是“男主外，女主内”这种传统观念一直
影响我们的婚姻取向、择偶标准、择业观念，甚至婚姻的维系。
通过观察夫妻收入对比的分布，研究者发现，女方收入超过男方的家庭数量急剧下降。
可见女人赚得多不利于家庭和谐。收入越高的女性越难嫁，而且有稳定伴侣的人数也在
下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许是1970 年到 2008
年间，不同种族、族裔的年轻人走入婚姻的人数下降了30% 到50%。很显然，人们选择
晚婚导致了结婚率的整体下降。但是研究者认为，截止到2010
年，过去四十年中结婚率持续下降，四分之一的原因应该归于女性收入过高。

做大女人的风险 女性在职场上的迅速崛起被誉为近五十年经济的新迹象。但是研究发现
，女性收入高过男性存在诸多不利之处：未婚女性很多趋向于独身主义，已婚女性婚姻
生活也不会那么如意；婚姻破裂的可能性会增加。更令人咋舌的是，女性收入高过丈夫
，夫妻双方都容易出轨。 2012 年，康奈尔大学对18 岁到28 岁年龄段的情侣（同居超过1 
年）和夫妻进行了一项调查。研究发现，男方完全没有收入来源，靠妻子养家，其出轨
的概率要比与收入与女方相当的男性高五倍。妻子收入约有丈夫的四分之三的家庭中，
男性最不容易出轨。对于家庭而言，妻子在经济上越是依赖丈夫，他们的婚姻越牢靠，
越不容易出轨。我感觉，年纪稍长的夫妻更容易出轨。因为，年轻的夫妇对女方高收入
的情况更持包容的心态。我曾和离婚律师探讨过此问题，他的观点也证实了我的这一猜
想。 事实上，女性收入过高带来的影响远不止造成夫妻不和或是引发出轨行为。它的影
响渗透到了女性的个人生活和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包括同事关系、投资理念、休闲娱
乐以及择偶标准等。前言中曾提到过（芝加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经济学家组成的
研究团队）一项研究发现，传统的性别观念，特别是“男主外，女主内”这种传统观念
一直影响我们的婚姻取向、择偶标准、择业观念，甚至婚姻的维系。 通过观察夫妻收入
对比的分布，研究者发现，女方收入超过男方的家庭数量急剧下降。可见女人赚得多不
利于家庭和谐。收入越高的女性越难嫁，而且有稳定伴侣的人数也在下降。其中一个重
要的原因或许是1970 年到 2008
年间，不同种族、族裔的年轻人走入婚姻的人数下降了30% 到50%。很显然，人们选择
晚婚导致了结婚率的整体下降。但是研究者认为，截止到2010
年，过去四十年中结婚率持续下降，四分之一的原因应该归于女性收入过高。 研究者还
发现，女方的学历和收入能力高过另一半的，更倾向于做全职太太。听起来或许有悖常
理。仔细分析发现，如果女性收入过高会促发婚姻危机的话，她们会更明智地牺牲事业
来保全家庭。毕竟，当她意识到自己的收入水平影响夫妻和谐，她可以选择远离职场。
无论如何，丈夫的收入足以养家，这未尝不可。 还有一项结果更出人意料，妻子收入高
过丈夫的家庭，妻子在家庭中的角色更具传统性。这或许足以解释高收入女性反倒承担
了更多的子女教育和家务活的原因。 研究者认为：“从夫妻双方花费时间的数据显示，
传统的性别观念很可能让那些收入较高，威胁老公地位的女性反倒承担更多家务。” 相
关研究也证实，挑起家庭大梁的女性仍然承担着三分之二的家务劳动。这种长期的不平
等造成大批已婚女性离开职场，尤其是那些男方收入足以维持家计的家庭。芝加哥大学
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研究者还在20 世纪80 年代至90 年代进行了两次随机调查，考察五年
内夫妻的离婚率，力求查明影响离婚的风险因素。结果表明大约12%
的夫妻关系维持时间不到五年。而在女性收入高过男性的家庭中，离婚率达到了18%。 



每个人都希望另一半聪明能干又上进。同样，丈夫也希望妻子能如此，但前提是，妻子
的收入比他稍低一些，不对他构成威胁。很显然，这种双重标准具有偏见性，往往会影
响到我们在职场的抉择夫妻关系的幸福和婚姻生活的寿命。 尽管，女性的平均收入还是
低于男性。但在过去的四十年，女性的收入越来越接近男性。在高中，很多女生学业比
男生出色，她们还能够进入大学并且顺利毕业。实际上，皮尤研究中心在2013
年公布的最新研究发现，进入21 世纪后，女性与男性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32 岁女性的
收入已相当于同龄男性同胞的93%，女性整体收入则相当于男性的71%。在大学中，女生
的成绩比男生更出色。女生获得文凭的比例胜于男生，大约60%
的学士学位都颁发给了女生。即便是面临经济危机，女性也可以迅速获得职位。 过去十
年间，对于男性而言，特别是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男性，他们在经济转型中有着完全
不同于女性的经历。制造业的员工岗位减少了差不多600 多万，约占整个制造业从业人
数的三分之一，而且不断吸纳年轻的员工。对比而言，医疗、教育和服务行业的岗位数
量不断增加几乎相当于制造业消减的岗位数量。而这些行业，几乎是清一色的女性岗位
。预计到2016 年， 15 类被认为是成长最快的行业中有12
类行业，都属于女性主导行业，如教育、会计等。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11
年全社会的家庭中，女性学历高于男性的比率创下历史新高。在有小孩的家庭中，23%
的女性学历高过男性，只有17%
的夫妻中，男性的学历高于女性。剩下的60%，夫妻教育程度相当。 职业女性的出色表
现，形成一派职场新局面，促使社会对女性的工作能力予以认可。这些重大的社会反响
让我们的祖辈都会难为情。比方说，被我称之为“代沟”的一个惊人现象。按照财经顾
问、治疗专家巴里�泰斯勒�林登的说法，女性比男性更早熟。她说：“因为女性相比
男性而言，更迫不及待地寻找自己擅长的领域，迫不及待地获得事业的成功。”例如，
大多数城市中，30岁以下的女性，其平均收入要高过同龄的男性。另外，女性获得学士
学位和更高学位的人数要高过男性。我想，泰斯勒�林登用“迫不及待”一词来形容女
性很恰当。 同时我认为，她也是在暗指，女性在生理上比男性衰老得更快，她们想要更
快地实现梦想，获得声望，得到社会认可（包括我们的母亲、老师、好友以及那些先锋
女性等）。然而人类本身的生理特性和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对于家庭经济关系的影响不
容忽视。这两股力量的恒久影响，正是女性收入过高而引发两性摩擦的症结所在。即使
是成功女性也不得不承认，职场是“男人”拼杀的战场。 对男人而言，想要对妻子收入
高过自己的现实从容看待，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们也会看到，男人和女人一样在职场
饱经风霜，而且还要面临社会对男性更高的期待。2010
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67% 的美国人仍然认为，男性在婚前必须具备养家糊口的
能力，对多数男性来说这相当“重要”。但是，只有33% 的人认为，女性也应该如此。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从事战略研究的拉马尔�皮尔斯教授 (Lamar Pierce) 指
出，多数男性仍然认为，男人应该比女人挣得多。一旦事情反过来的时候，会觉得有损
男人的颜面和尊严。皮尔斯进一步指出，女性收入高于男性会导致男性性无能。皮尔斯
与丹麦同行经过共同研究发现，在女性收入略高于男性的夫妻中，男性需要吃处方药抵
抗勃起功能障碍、失眠、焦虑这类症状的比率比普通家庭高大概10%。 虽然我们很难去
证实这种女高男低的收入差距和男性的功能勃起障碍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皮尔斯却
给出了证明，夫妻收入的差距和治疗男性功能勃起障碍的剂量呈正比关系。女性收入越
高，男性的功能勃起障碍就越发严重，对药物的依赖就越强。 如果这种收入差距在婚后
形成，那么以上所说的连锁效应更加地明显。如果在婚前，男性就知道对方收入比自己



高，那么未来面对这种收入差距会较为容易接受。如果男性只是与收入超过自己的女性
同居，而未结婚，也不会觉得那么伤男子气概。 我还想申明一点，我们女人也不是铁打
的，每天风里来雨里去，应付职场和家庭的各种状况，也有负荷不了的时候。密歇根大
学研究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家和教授贝特西�史蒂文森和沃尔弗斯�贾斯汀（Betsey
Stevenson and Justin Wolfers）发现，虽然现在的女性有越来越多的选择，但她们的幸福指
数却大不如前。而且，一旦不能有效地处理来自各方的压力，女性很容易患心脏病、中
风等重大疾病。 尤其是那些丈夫失业在家，扛起家计的妻子们。她们的负面情绪会越积
越多，从开始的焦虑、不满到深深的怨恨。正如一位独自挑起生活重担、倦怠不堪的女
性说：“结婚的时候从未想到要遭受这些苦难。” 2013 年《美国社会学研究》的一篇评
论指出，相比花时间去煮饭、打扫和采购（这些女性的工作），男人有时间应该去除除
草、买个单、换个轮胎，做这些男人该做的工作，会让他更有魅力。其他的研究证明确
实如此，同时还反映了社会对性别差异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你身为一个男人或者女人
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这种性别观念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判断，哪种行为是有魅力的，
或者哪种情况是有魅力的。但任何事情都有不利的一面。要是男性一点儿家务都不做，
会使夫妻之间产生摩擦，引发妻子不满。很多的研究都表明婚姻幸福与否，与夫妻双方
在家务方面的参与度有很大关系。（请见第六条法则）
在写此书过程中，我和心理学家布拉德�克朗茨(Brad
Klontz)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有1033 名女性参与。调查内容从她们的婚姻满意度到夫妻
的家务分配。其中，那些收入高过丈夫的女性（相比收入低于丈夫的女性）对婚姻的满
意度总体上要低，对家务的分配也更加地不满。 调查还发现，收入较高的女性更不情愿
去跟老公讨论家务分配状况，因为她们觉得难以启齿。（很多高收入女性，希望自己不
要挣那么多，这样能让老公感觉舒服一点）而且她们对自己的生育计划及未来的家庭规
划都不满意。（欲知详情，请登录） 我们不需要科学家、学者、调查报告、统计数字和
性学文化专家来告诉我们，当男性不再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他们会备受心理和生理的煎
熬。从日常生活的经验，我们就可以得知。当传统的家庭经济关系发生颠倒，女性收入
相当可观的时候，她们会感到内疚、羞愧，会对两性角色的分配产生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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