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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压岁钱，别忘了给孩子一个希望
余靖静

春节来到，孩子拜年时，照例会收到长辈给的压岁
钱。不过蛇年春节，压岁钱这一传统习俗变成了法律问
题，引发了许多家长和孩子的热议。

热议的缘由是，一位母亲在“压岁钱”话题接受媒
体采访时“吐槽”说，自己的女儿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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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惯例是由家长
代为保管压岁钱，不料孩子说这种做法“侵权”，可以上
法院起诉母亲。

压岁钱的使用权和代管权属于谁，法律自有界定。

幼童的“维权”意识，也不无可取之处。 不过，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压岁钱的祈福作用弱化，“铜臭味”渐浓，

倒确需引起家长的注意。

据民俗专家介绍，“岁”音“祟”。 古时给孩子“压岁
钱”，可以吓跑“祟”，寄托着大人对孩子平安快乐的祝
福。 因此压岁钱不在多少，而在于心意。

但眼观时下，这一习俗与平安祝福越离越远。孩子
收到的压岁钱，数额越来越大，超出其所需要和所能管
理的区间。 同时，发红包也异化成人的“面子”行为，不
少刚工作的人苦恼“不可承受”。

由此想到，西方的平安夜，家长假托圣诞老人给孩
子送上礼物。基于两种文化沿袭形成的不同习俗，本无
高下之分。 不过从“纯粹”和“希望”这个角度看，“圣诞
老人”送礼物胜过了如今中国的给压岁钱。

所幸， 也有一些中国家长未受桎梏。 杭州的一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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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母亲给孩子设立了“压岁钱基金”，专门用于孩
子今后的教育。 江苏的一位父亲说，与其给压岁钱，不
如送孩子一套《最美的中国童话》。还有一些家长，在大
年初一，和孩子一起，用他们的压岁钱认购了专门用于
扶助贫困地区孩子的“免费午餐”。

衷心希望这样的家长更多一些。 让孩子从“压岁
钱”习俗中，多碰触一些“真”“善”“美”。

武汉辣妈狠爸大讨论

该不该让孩子自己管压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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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武汉得意生活网上一条帖子被置顶———《孩子压
岁钱越来越多！到底该不该让孩子自己来支配压岁钱？》，武
汉辣妈狠爸们发起有关

2013

年孩子压岁钱大作战的讨
论。

今年压岁钱价码涨了！家住光谷的王先生介绍，不知啥
时候给小辈的压岁钱就悄然涨价了， 感觉几百元早已打不
住，动辄都是上千的派发。而当他听到才上小学

5

年级的小
外甥“主张”要拿压岁钱买

ipad

，因为“同班同学都收到了几
千块钱的压岁钱，都准备买游戏机或

ipad

。 ”他无语了。

孩子已经越来越不乐意压岁钱被“没收”，面对日益庞
大的“宝宝金库”，宝爸宝妈们的困扰也随之而来了！到底要
怎么用这个钱呢？ 武汉得意社区上，楼主“伊伊君”一发问，

武汉父母们炸开了锅。

网友“啊啦啦”坚决反对让孩子管理压岁钱，“现在的小
伢已经不是我们那个时候了，都不晓得几小大人，说起话来
一套一套的！对钱的观念强的很，自由支配那还得了。压岁
钱不是他们自己挣的，来的容易，随便让他们花了根本就是
养成大手大脚的毛病啊！ ”

有网友担心，完全不给小孩会让孩子认为“我们黑了他
的钱”，武汉爸爸“搂钱兔乖乖”的观点代表更多家长：“收到
的压岁钱都给他存起来， 用他自己的名字搞个教育储蓄之
类的，等他长大一点，如果平时有好的表现就适当地奖励一
点，让他自己学着支配。 ”辣妈“潇湘雪汐”说自己已经这么
做了，“我给伢都存下来了，跟她办了个存折，她蛮喜欢，经
常拿出来看一共有多少了，就是太小气了，要她拿出来给我
们买点东西都舍不得呀。 ”

网友“

stephanie020912

”说应该按孩子考试成绩挂钩：

“考得好给
20%

，不好给
10%

。 ”网友“

bear.x

”想得更长远：

“给个密码果断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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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购房预付款或者嫁妆就有
了。 ”

压岁钱各地好办法
背景

>>>

上海妈妈“窗子所见”：我换
1000

元
10

元面额的零钞
让他自由取用，花完了再换，顺便账面扣除。 基本上一开始
他每季度和我对下账， 后来发现老妈不讹他也就放心不怎
么对账了。自我管理的结果就是他买东西会计算了，不舍得
乱买玩具了，给同学送的生日礼物开始斟酌，有时还会大方
地请我吃顿饭；重要的是：账面有结余了！

安徽妈妈“素心如雪”：女儿长大了，决定把她从出生到
现在收到的红包、 压岁钱都交还给她， 由她自己管理这笔
钱，一笔可观的数字，小东西很激动。 教她在银行开户，在
ATM

上存取款， 如何妥善保管银行卡和怎样使用这笔钱，

并偷偷用我的手机号开了一个短信通知， 以掌握她的收支
情况，等她再长大些，这个权利也交还给她。

(

据《长江日报》）

� � �

专家
压岁钱最初给的不是钱

华中科大历史学博士夏增民昨介绍，过年时大人给小孩红包始于汉代，当时叫“厌胜钱”，是用来给小孩辟邪的。

夏增民说：“最初的压岁钱说是钱，但不是真钱，而是像玩具，上面刻着‘长命百岁’之类的吉祥话，是长辈给孩子们的
祝福、关心、关怀，充满了亲情。 ”但到了宋元之后，过年时给的就与现在的差不多了。长辈送压岁钱，一为保个平安，二为
给些零花钱。

声音
并非钱越多表示亲情越重

调查显示，有网友春节时收的红包超过万元。有网友透露：“我们家收了一万五的压岁钱，太强大了！红包数量太多，

就不晒出来看了。 ”

“钱越多表示亲情越浓，钱少就表示没有亲情，关系薄。这是不对的。”夏增民认为，过年给压岁钱作为传统不能不给，

但要花得有意义才行，这需要父母和孩子们共同谋划。

反思
香港人过年红包仅

10

港元
据媒体报道，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23

岁陈皓峰和弟弟过年时收到的红包为
10

元、

20

元港币，有时只有一张祝福
字条。 他感慨内地春节红包的厚度简直超乎想象。

“这些年一直呼吁，压岁钱不给钱，或少给钱，提倡给实物，书或文具什么的，但没有效果。 ”夏增民认为，过年给的红
包小，并非香港人小气，“主要是不攀比，不功利，看中其象征意义。 ”

(

据《武汉晚报》）

调查称八成孩子压岁钱涨了
一初一学生收

1

万元

13

岁的晓西收到的压岁钱已达
1

万元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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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十钱穿彩线长，添得娇儿一
夜忙”。 压祟，压岁，满满都是对孩子
的爱。

压岁钱给多还是给少？放养还是
回收？年年压岁，年年争议，那都是大
人们自说自话。我们何不听听孩子怎
么说：爱我你就陪陪我，亲亲我，夸夸
我，抱抱我……当然，这也是大人的
换位假想。 但是，当我们面对留守儿
童的泪水， 面对孩子倏忽长出的倔
强，面对寸寸缩短的袖长裤腿，作为
一代又一代爱的施予者，我们大约还
需要不断的爱的表达练习。

[

调查
]

八成孩子的压岁钱涨了
在这次调查中，记者将受访者分

为孩子组和家长组，共发放纸质问卷
100

份， 在汉网和新浪湖北上， 共有
459

名网友参加。

83%

的孩子表示，今年收的压岁
钱变多了。 但涨幅并不大，

36%

的人
涨幅在

200

元到
500

元之间，只有不
到

24%

的人表示涨幅有
500

元以上。

有
64%

的孩子压岁钱收入会在“

1000

元到
5000

元”以内，压岁钱总收入在
5000

元以上的只有
2%

。

以往，家长做“财务总管”，如今
的家长更民主，采取了“收大放小”的
策略，会将小部分的压岁钱交给孩子
自己支配。 孩子们花费的方向，可以
看出基本属于“学习型”，买学习用品
和书籍排第一，吃喝玩乐买衣服排第
二，买玩具排第三。只有

5%

的孩子表
示会拿压岁钱去捐款，帮助别人。

约有
45%

的家长表示，给孩子的
压岁钱在

100

元到
200

元之间，但次
主流则为

200

元到
500

元之间，压岁
钱起点有点高。

54%

的人是因为传统
风俗而给孩子压岁钱，但

31%

的人则
希望给孩子钱，让他们做点有意义的
事。有

38%

的家长会给孩子出主意引
导孩子购买学习用品或进行其他消
费。还有约

26%

的家长会直接替孩子
开一个账户，给孩子的未来投资。

压岁钱收了
1

万多块
晓西武汉三中初一学生
“爷爷奶奶

1000

块， 大伯
500

块、二伯
500

块、姨妈
500

块、表姐

300

块、表哥
300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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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晓西
(

化名
)

是武汉三中
的一名初一学生。 截至昨天，他的压
岁钱收入已达

1

万元之多。 以往，晓
西收到的压岁钱看也不看，就交给妈
妈。 但今年开始，妈妈让他自己拆红
包，并让他建立“人情账本”，还告诉
他要学会“还情”。

晓西的父母双方都有很多兄弟
姐妹，还有不少表亲。因此，每年晓西
几乎是拿红包拿到手软。晓西的妈妈
说，从孩子出生至现在，每年的压岁
钱都存进了银行， 快有

6

位数了，但
孩子都不知道。

腊月二十九，大家庭里吃年饭就
有三桌，晓西一晚拿红包就拿了十多
个。 晓西收到红包后，总是看也不看
转身就给妈妈。 在他眼里，给红包不
过是个形式。 “里面的钱也不是我的，

我也不想要。 ”晓西说。 “你可以用里
面的钱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呀？ ”记者
问。晓西想了想说：“想要的他们不让
买，他们让买的不说也会买，所以有
钱也没用。 ”

今年，晓西的妈妈在拿了孩子交

给的红包后， 都在红纸包上写下名
字。晚上回家后，再让孩子自己拆开，

看看有多少钱， 并让他拿个账本记
下。

压岁钱每年给出去的也差不多。

不过，意义不同的是，压岁钱里有人
情。晓西的妈妈这样跟儿子说，“比方
说爷爷奶奶， 现在靠退休工资生活，

两人每月加到一块不超过
4000

块，

但给你压岁钱就给了
1000

块， 说明
爷爷奶奶对你多少都舍得，要了解老
人家的心意。 ”

这时， 晓西拿出
100

块的红包，

说道：“这个伯伯很小气， 只给了
100

块？ ”“他家收入少， 平时买米都是
5

斤一买的，给你这
100

块对人家来说
已是很为难的一件事。多少都是长辈
的一份心意，都是别人对你的好。 以
后，人家生病了，或者家里有什么事，

你都要去看看。 ”

晓西的妈妈说，现在社会亲情
越来越淡薄， 所以我不希望他记住
收了多少压岁钱，而是有多少人在对
他好。

(

据《武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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