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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立

年味越来越淡，淡到我和我的朋友们早就没了过年
的欢喜。

我们这个年纪，压岁钱是种压力，已经由曾经的收
入项变为支出项。但老天很公平，因为我们各自的孩子，
我们又从他们这里感受到“过年的欢喜”。

这两天，我儿子只要一听到鞭炮声，就会手舞足蹈，
朝着鞭炮响声处伸长脖子看。他这状态，从立春左右就
开始了。当时还只有农村个别地方零星有鞭炮声，他听
到就问我和他妈妈：“要过年啦！对吗？”

今年，他五岁了，我发现他正处于最纯粹地热爱春
节的年纪。

他单纯地喜欢过年的热闹，和大人放鞭炮让他兴
奋，和孩子们聚会让他亢奋。

他不会对“压岁钱”有盼望。因为他还不会花钱。
人一旦懂得“钱”的乐趣，也便逐步走向“烦恼”了。

当然，这种烦恼只有在彻底收不到压岁钱的年纪到来之
际，才达到顶峰。

我小学时的压岁钱，不是由我支配的。因为我妈知
道，那些钱给了我，我无非就是花到电子游戏厅、玩具店
去。按照当时的物价和我消费的胆量，我拿着那笔钱，要
么在电子游戏厅玩到疯，要么在变形金刚和恐龙战队的
玩具之间因为选择困难而崩溃。

很多年后，她告诉我，大部分收进来的压岁钱都凑
成给出去的压岁钱了，剩下的就成为我学费一部分。

进入初中后，我被允许支配部分压岁钱。因为知道
来之不易，我还真的用这些钱买过课外书、日记本、篮球
等有意义的礼物，送给自己。

高中、大学收到的压岁钱，就和平时的零花钱没什
么差别了，因为数目大，所以花得更痛快。

纵观压岁钱在我心中从热到凉的年代曲线，我领悟
到：只有当这个钱有特别意义时，它才是“压岁钱”。

压岁钱何时出现？并不可考。但形式正式丰富起来，
自明清开始。

那时人们用彩绳子把铜钱串成漂亮的龙形，放在孩
子的枕头下，寓意用这串钱来压制邪祟，让孩子平安度
过一岁。民国以后，有了纸币，还会有讲究人家把连号的
新币封进红包，寓意连连好运。

总之，真正的压岁钱，不是给孩子或由父母代收拿
去花的，而是值得储存下来的一个吉祥物件。存到一定
年限，寓意和数目都积攒得足够多了，再由人支配着使
用，或正式成为家里的“文物”。

这种仪式感，在我童年拿压岁钱时，已荡然无存了。
在如今的大人们和孩子看来，压岁钱的重要属性就是

“新年支出”和“新年收入”。
物质丰富的年代，孩子们把压岁钱当成零花钱，没

什么可遗憾的，只要他们能从中得到“要过年啦”的快
乐，那也是钱对他们最大的意义了。

只不过，当我看着儿子收过一个红包，像模像样地
对给红包的人说一句“新年快乐，平安喜乐”，转手就把
红包给我们的可爱样子，还是由衷地感慨幼童之纯真于
春节这个节日是多么重要。

再过几年，他就会有压岁钱“主权意识”了。我会赶
在这之前，好好地把这些钱花在他身上。

儿子，你相信爸爸的，对吗？
好，爸爸要开始数钱了，一百、两百、三百……

压岁钱不是“钱”

本报记者陈 婧 实习生杨乔惠

时至今日，春节给压岁钱的习俗依
然十分盛行，这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关
怀和祝福。然而，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新
年红包的形式却在悄然发生变化。

“孙子给我包红包了！”

新年红包通常分两种。一种由长辈
给晚辈，寓意“压祟”，包含着长辈对晚辈
的关切和祝福；另一种，则是晚辈给长辈
的，意在期盼老人健康长寿、长命百岁。
给晚辈的红包称为压岁钱，给长辈的红
包则是添岁钱。

在传统文化里，给孩子们发红包是
春节一项不可或缺的活动。如今，很多长
辈也会收到晚辈的红包，压岁钱“倒流”，
添岁钱蔚然成风。

“今年，我孙子给我包红包了！”
73岁的李大爷高兴地说：“以前都是

我给孩子们发压岁钱，没想到今年我也
收到了红包。”红包有儿子送的、女儿送
的，最让李大爷开心的，是去年刚工作的
孙子小威也给他包了一个1000元的大红
包。李大爷手里拿着孙子给的大红包，笑
得合不拢嘴。

小威说，自己现在在湖州工作，去年

业绩好，拿了不少年终奖。“我是爷爷奶
奶带大的。小时候每到过年，爸爸妈妈会
给我买新衣服、新鞋子，爷爷奶奶也会给
我买。吃年夜饭的时候，爷爷总会拿出一
个大红包。每年我收红包的时候都很开
心，今年，我赚钱了，我想让爷爷奶奶也
开开心心过个年。”

春节前夕，仙居人应颖和丈夫一起
回到仙居县下各镇的娘家。她告诉记者，
自己结婚三年了，这是婚后第一次回娘
家过年。

“前几年回娘家拜年，我们买了许多
年货，但是老人们都放着舍不得吃。”应
颖拿起去年买的营养品告诉记者，“这就
是去年买的，连包装都没拆开。所以今
年，我们就带了一些水果回来，给爸妈都
包了红包，还是让他们自己买一些用得
上、喜欢的东西比较好。”

应颖准备的红包，背面还有丈夫小
汪亲手写的祝福语。应颖说，父母慢慢变
老了，以后打算每年给他们包一份添岁
钱。看到他们收到红包后开心的样子，她
也非常高兴。

同样在外地打工回家过年的小李也
表示，小时候，每到过年，爷爷奶奶、父母
都会给他压岁钱。现在，他长大了，赚钱
了，爷爷奶奶老了，父母年纪也大了，“相
比起来，长辈们更需要关怀和祝福”。

“过年给长辈包红包，一方面是表达
对长辈的尊重和关心，另一方面也是告
诉长辈们，自己已经长大了。”小李说。

“今年拿不到‘钱’了！”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支付方式越来
越多样，压岁钱不再局限于红包里放现
金这一种形式。

“在我的印象中，爷爷奶奶、外公外
婆一直以来都是用现金给我包压岁钱
的。”大学生小王告诉记者，“但是这几
年，叔叔阿姨们开始在微信上给我发红
包了。”

小王认为，这样收压岁钱挺好的。
“现在，我们很少使用现金消费了。压岁
钱通过微信红包、支付宝转账等形式收
进来，使用起来也很方便。”

“快快快，叔叔在群里发红包了！”正
月的一天，在家看电视的小赵一眼瞄到
手机，微信群里有红包，赶紧招呼弟弟妹
妹们抢红包。

1998年出生的小赵告诉记者，不知
从什么时候开始，每逢过年，家里的长辈
们会在微信群里发红包，作为给晚辈的
压岁钱。她笑着说：“现在，过年拿不到实
实在在的‘钱’了。微信红包金额多少全
凭运气，但是这样‘抢’压岁钱更加有意

思了，家里的氛围也更加活跃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珠宝饰品店推

出了金币、金条形式的压岁钱。例如有珠
宝品牌就推出了方孔圆形的金币，一面
印着“压岁钱”的字样，另一面印着不同
的四字祝福，供人们挑选购买。

各类黄金饰品，特别是与生肖有关
的饰品，在春节期间也受到大众的追捧，
成为传统压岁钱的替代品。新台州人李
女士告诉记者：“今年是我女儿的本命
年，所以我特地给她买了一个小牛的金
吊坠，就当是压岁钱了。”

常年在外地工作的潘女士今年回
椒江过春节，原本给父母包了红包，但
是父母没有收。她告诉记者：“平常没办
法照顾父母的饮食起居，只能在过年回
家的时候给他们带一些水果、海鲜。他
们生活过得太节俭了，平时舍不得买
这些东西。”椒江市民杨先生也表示，
家中的长辈一般不收晚辈的红包，“看
到家里缺什么，我就给他们买什么。今
年，我给爸妈买了一个智能电暖器，非
常实用”。

压岁钱的风俗流传至今，发生了许
多变化——金额有所改变，用途更加多
样，形式也变得更灵活。但是新春佳节，
亲人朋友们借此互相传达真挚祝福和脉
脉温情，从古至今从未改变。

小小新年红包，传递关怀祝福

评 论

本报记者陈 婧

每逢春节，收压岁钱无疑是孩
子们翘首以盼的“节目”之一。说
上一句“祝爷爷奶奶（或其他长
辈）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就能换
来一个大红包；正月走亲访友，像
模像样地鞠上一躬，说几句拜年
的吉祥话，也能收获压岁钱。

压 岁 钱 特 别 考 验 人 的“ 演
技”。“拿着拿着”，“不要不要”，这
样的戏码成了过年“标配”。孩子们
嘴上说着“不要”，等父母说出一句

“这是叔叔（或其他长辈）给的，拿着
吧”，立即收下，暗自窃喜。

今年你收压岁钱了吗？

“你看，这是爸爸妈妈给我的压岁
钱。”小学五年级的宵宵兴奋地向记者展
示。宵宵说，自己往年都会收到1000元压
岁钱，今年有 1500元，“因为我期末考试
考了全班第 5 名，多的 500 元是奖励我
的。”

相比宵宵的喜悦，玉环人朱晨曦显
得有些失落。

小时候，她也会收到家人给的压岁
红包。但是去年参加工作后，朱晓曦的家
人表示：“你自己会赚钱了，不应该再收
压岁钱了。”

其实，压岁钱给到几岁和每个家庭
的观念和习惯有关。有人认为过了本命
年（12岁）或者 18岁成年之后，就不再给
了，否则多给的年岁也毫无意义。也有人
表示，自己参加工作甚至结婚生子后，过
年回老家，长辈仍会备上压岁钱。因为在
长辈们的眼里，无论多大年龄，孩子永远
是孩子。

长辈们给压岁钱的时间也不相同，
有人会在大年三十晚上给，也有
人选择正月初一早晨。

“我家有两个孙子和一个
外孙女。大年三十晚，大家一起
吃了年夜饭后，我会给他们包
压岁红包。”椒江人陆莉珍说，

“压岁钱寓意‘压住邪祟’，除夕
夜给孩子更好一些，期盼孩子新
的一年顺顺利利，一家人健健康
康。”

也有不少市民表示，除夕夜在
自己家吃年夜饭，孩子通常会在正
月拜年的时候收到长辈的压岁钱。

还有市民认为，新年第一天收到
压岁钱，预示着新的一年会“聚财”。
尤其是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家里的
长辈会在正月初一发压岁钱。

不同的家庭，给压岁钱的数目也
是不同的。

有的长辈包压岁钱时金额会带
“8”，288元、688元、888元……寓意新
年“发发发”。也有人喜欢包500元、800
元、1000元等整数。

记者走访中，有近两成的家长表示，
孩子每年收到压岁钱的总数超过万元，
许多孩子会收到单个金额超过1000元的
红包。他们认为，不管什么时候给、给多
少，压岁钱都是长辈对晚辈的一种祝福。

他们眼里的压岁钱一样吗？

孩子们拿了压岁钱，怎么花？女孩们
会买新衣服、新发卡、新毛绒玩具；男孩
们则喜欢遥控车、变形金刚和飞机模型。
也有孩子拿着压岁钱去买一些小花炮，
走在路上就扔一个，吓得路人连连尖叫，

然后互相嬉笑着跑开，乐此不疲。
今年春节，小学四年级的董董最开

心的事情就是穿着新衣服、拿着压岁钱，
和小伙伴们去看电影，还买了自己心心
念念想了一年的礼物。

董董骄傲地告诉记者，春节假期，自
己一共看了《你好，李焕英》《唐人街探案
3》《刺杀小说家》三部电影。“每年春节都
有好多新电影上映，我可以选择感兴趣
的电影看，我都是用自己的压岁钱买的
电影票。”

对于孩子们来说，压岁钱之所以是
新年一份重要的记忆，是因为自己可以
随心所欲地“买买买”“玩玩玩”，“我可以
理直气壮地‘花自己的钱’了！”

对于成年人来说，压岁钱也包含着
很多含义，比如亲友之间的人情往来、为
孩子留的教育基金……

压岁钱往来的问题，曾让路桥人周
晓晴发愁。

周晓晴有一个女儿，她的表妹有两
个孩子。表妹家庭条件优渥，出手大
方，去年给周晓晴的女儿包了 2000 元
压岁钱。

今年的压岁钱该怎么包，周晓晴犯
了难。“给她家两个孩子每人包 2000元，
4000元对我家来说不是小数目。如果一
人包1000元，好像又不太合适……”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孩子的压
岁钱也“水涨船高”。有的因为成人的面
子层层加码，有的则因为孩子的金钱观、
消费观变化而不断涨价。

采访过程中，很多市民表示，每年春
节发压岁钱就要花费好几万元，不免觉
得心疼。尤其对于一部分经济尚不宽裕
的年轻夫妇而言，压岁钱已成为一种难
以言说的沉重负担。“我们对压
岁钱的渴望，源于那股

热热闹闹的人情味和老祖宗传下来的仪
式感。希望这种人情味和仪式感，别因为
攀比而改变。”

压岁钱去哪儿了？

还记得小时候，爸妈关于压岁钱“善
意的谎言”吗？

“小孩子身上不能放这么多钱。”
“之前你问我要钱买玩具，现在可以

用压岁钱来还了吧？”
“压岁钱给妈妈，攒着给你上大学。”
“爸妈替你存着，将来给你结婚用。”
压岁红包还没捂热就被“充公”，这

是许多人共同的童年回忆。
对家长来说，压岁钱有来有往，孩子

收到的红包也是自己发出去的。所以很
多家长认为，压岁钱应该归自己所有。但
是，孩子们不一定这么认为。

收到压岁钱，孩子觉得高兴，可以看
出孩子们对自主支配金钱的渴望。但是
多数孩子，尤其是低龄孩子的压岁钱，都
被父母“暂为保管”。

“从我记事时开始，我妈就告诉我，
‘压岁钱先帮我存着，等我长大以后再
给我’。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压岁钱都变
成了老爸的香烟、叔叔的白酒和妈妈的
化妆品了。”90 后小张无奈地说，“压岁
钱经过一下我的手，就再也看不到第二
眼了。”

去年，小张生了一对双胞胎——左
左和右右。今年春节，来拜年的亲友给左
左和右右包了不少压岁钱。小张告诉记
者，他把左左和右右的压岁钱存进了一
张银行卡里，打算一直存到他们上高中，

再交还给他们自由支配。“也
算是弥补一下自己小

时 候 的 遗 憾

吧。等他们长大了，户头里就有一笔‘巨
资’了。”小张笑着说。

和小张一样，小谢提起自己的压岁
钱，也是回忆满满。“小时候，妈妈说帮我
把钱存着，等我上大学的时候给我。即使
我那时候不了解大学是什么，也愿意上
交。因为妈妈会从里面抽出100元给我当
作零花钱，对那时候的我来说，过年买买
小鞭炮，逛逛小吃摊，也够用了。”

至于存起来的压岁钱后来去哪了，
小谢再问妈妈的时候，妈妈说：“钱还不
是都花在你身上了。”

相比起小张和小谢，临海人林文文
很幸运。

“我很小的时候，我爸妈就给我开了
一个银行账户，我所有的压岁钱都存在账
户里。我爸每年和我确认一次账户余额，
这么多年下来，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

林文文告诉记者，为了培养她的理
财意识，父母会在压岁钱中拿出一部分
供她自由支配。新学期需要购买学习用
具、课外读物，还有玩具零食等，都可以
通过这笔钱来买单。“但是我爸要求我写
一份账单，钱花在哪里，花了多少，剩下
多少，都要记录清楚。”

采访中，有部分市民表示，“压岁钱
既然给孩子了，就让他们自己用吧，别乱
花钱就行”。有的家长会鼓励孩子给贫困
山区的留守儿童捐一点钱、献一份爱心，
这样可以提升孩子自主支配金钱的成就
感，也可以告诉孩子，“当我们幸福地生
活在一起，讨论压岁钱怎么花的时候，远
方还有许多人需要帮助”，培养孩子的感
恩之心。

还有一些家长会和孩子签订“协
议”，将压岁钱存为“成长基金”，当孩子
在学习、生活上有大额支出的需要时，可
以使用这笔钱。

压岁钱那些事儿

市民晒出春节收到的压岁钱。本报记者陈 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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