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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春节，本人俩月的工
资都当压岁钱发出去了。从今儿
起，我要节衣缩食过日子。”

“我好一点，发出去不少，但
家里俩孩子，差不多又等量收回
了。”

“你们把压岁钱给孩子吗？
大冬天的，我不让孩子吃冰淇
淋，我家孩子非要用自己的压岁
钱买，真气人！”……

上班第一天，市民赵瑞静和
同事们聊起了压岁钱的话题。

作为传统年俗之一，过年时
长辈给晚辈压岁钱，是一种“年
味儿”，代表着期许和祝愿。但近
年来，一路看涨的压岁钱却让很
多人颇感压力。让压岁钱不再

“内卷”，回归联络感情、传递祝
福的本意，成为很多人共同的心
声。

“俩月工资没了”

32岁的赵瑞静在运河区一
家企业工作，每月工资 5500 元
左右。这个春节，她给晚辈发压
岁钱用掉了近两个月的工资。

过年走亲访友本该是件高
兴的事，但自从结了婚，再过年
赵瑞静却有些头疼了。

“我和老公觉得，结了婚就
是大人了，以前过年还能把自己
当孩子，不给晚辈发压岁钱也可
以。自从结婚后，春节回老家，我
们开始给孩子们发压岁钱。这一
发才知道，这笔开销好大。”赵瑞
静说，她和老公都不是独生子
女，亲外甥、侄女就好几个，还有
一些关系比较好的表哥、表姐家
的孩子也要表示。

去年，赵瑞静送出了 5000
元的压岁钱。今年，亲戚家又添
了几个新宝宝，按照礼节，小婴
儿也要有红包的。

年前，赵瑞静大致算了一
下：她家这边要给 7个孩子压岁
钱，老公那边要给 8个孩子。亲
哥亲姐家的孩子每人 500元，表
哥表姐家的孩子每人 200元。光
给亲戚家孩子的压岁钱就要
6000元。

春节期间，赵瑞静在老家还
参加了一场老同学的聚会。有几
位同学带娃去的，结果，大家见
面就互发起了压岁钱。

赵瑞静和另一名结婚晚没
孩子的同学有些尴尬，最终两个
人一商量，又给 6名同学家的孩
子3000元的压岁钱。

除此之外，赵瑞静的老公也
在饭局上发出了 1500元的压岁
钱。

赵瑞静的老家在泊头农村，
她说：“我小的时候长辈给压岁
钱基本都是 50元、100元，不知
道从什么时候起，100元都拿不
出手了，最低 200元，动辄上千，
对于我这个收入水平的人来说
压力很大。”

“收发压岁钱对有孩子的人
来说还好，但我们每年都是只出
不进。”赵瑞静说，她并非没想过
少给，但一方面会被其他人诟
病；另一方面则因为父母不同
意，“老一辈要面子，觉得我们在
市里上班，工作体面，要是连压

岁钱都不发，太丢人。”

“一个”“两
个”让人愁

没有孩子的赵瑞静烦恼，有
孩子的王雨欣也同样为了压岁
钱烦恼过。

王雨欣的女儿 3岁，弟弟的
女儿 5岁，每年过年回老家，两
个孩子就会凑到一起。王雨欣和
弟妹也会给孩子们互发压岁钱，
仿佛约定俗成一般，二人都是将
1000 元钱放到红包里，图个好
彩头。

弟弟家在兔年添了一个儿
子，春节回家前，王雨欣着实发
愁：今年的压岁钱该怎么发呢？
每个孩子给 1000 元，可是弟弟
生孩子时自己刚给了 3000元见
面礼，自己以后也不想生二胎，
难道每年都要多花 1000元的压
岁钱吗？如果每人给 500元钱，
是不是有点像以钱换钱，会被人
想我太小气呢？

一番思量后，王雨欣为弟弟
家的孩子包了两个 600 元的红
包。

“其实，和朋友聊天时，大家
都说到过这种问题。现在有的家
庭 3个孩子，有的家庭只有一个
或两个孩子，发压岁钱时必然不
能对等。尤其是现在压岁钱动辄
数百上千的，怎么给真是个问
题。”王雨欣说。

收压岁钱也头疼

发压岁钱让人心疼，那么，

收压岁钱的人感觉如何呢？那些
数额很大的压岁钱，不仅对给压
岁钱的人来说是负担，对收压岁
钱的一方来说也未见得是开心
的事。

市民吴昕今年带才几个月
大的孩子回老家过年，不夸张地
说，几乎每次聚会，她都会收几
个红包。而有的亲戚起初不知道
她带孩子来，到了聚会地一看有
孩子，赶忙焦急地找红包，有的
悄悄向服务员要，有的去隔壁
ATM 机上临时取现金。吴昕每
每都拉住说“不用”，但都没什么
效果。

就在昨天，吴昕又参加了一
个亲戚的聚会，席上并没有收到
压岁钱，当时真是觉得轻松。

结果晚饭一结束，一位表嫂
直接告诉吴昕给她微信转账了，

算是给孩子的压岁钱。
“说实话，我并不喜欢这

样。老家这里给的压岁钱并不
少，一般都 500元起步。亲友们
赚钱并不容易，我真的不想给
亲友添负担。但孩子太小，我又
没法不带着一起。于是每次饭局
我都很‘头大’，推搡着不收压岁
钱、推搡不过又收下。”吴昕决
定：一定要找各种时机将这笔
钱还回去。想到这儿，她也很头
疼，作为一年回不了几次老家
的人，还要一直惦记这些，真是
一种精神负担。

收压岁钱的另一个烦恼，就
是这个钱如何分配。

这两天，市民李琳琳和 9岁
的女儿为压岁钱的归属问题一
直争论不休。

“加上姥姥姥爷和爷爷奶奶

给的，女儿收了近万元的压岁
钱。这几天她一直吵着要用自己
的钱去买冰淇淋吃，买新款玩
具。”李琳琳觉得，无论如何，对
于孩子来说，压岁钱都无法改
变“不劳而获”的底色，数额过
大的压岁钱直接让孩子花，对
孩子的金钱观塑造也未必有
利。如今让孩子学会理性认知
并妥善处理一笔“飞来横财”，
其实难度很大。

“女儿小时候，压岁钱一直
收到我手里，我也就用作家庭开
销了。这两年，女儿大了，一直在
和我说，压岁钱是她的，应该归
她支配。”李琳琳也想过将压岁
钱交给孩子打理，但女儿对金钱
没有概念，给她存起来，她还不
同意。

表达心意拒绝攀比

有人为给小辈发红包而苦
恼 ，也 有 人 提 出 了 一 些 新 观
念。

90后的张亚楠为了避免发
压岁钱闹出不开心的事情，早
早就在朋友圈“通知”亲朋好
友：“过年，概不收压岁钱！”

她的想法很简单：你不用给
我娃压岁钱，我当然就不用考虑
回礼的问题。如此一来，咱们都
解决了大问题。

本来张亚楠是抱着试试看
的态度发出去的，没想到回复的
亲友都持赞同态度。

这个春节，张亚楠彻底没有
了压岁钱的烦恼。她和同辈的亲
友们约定：以后一律免去发压岁
钱这一流程。

孟村的吴梦也早早和弟妹
约定好：咱们都有孩子，压岁钱
就免了吧，互相给真没必要。近
两年的春节，吴梦和弟弟弟妹轮
流带着孩子们去吃大餐、看电
影、逛游乐场，大人们开心，孩子
们也高兴。

龙年春节前，南皮的孙筱雅
早早就和同辈的兄弟姐妹约定
好了只给孩子发小额红包，统一
50元，“图个热闹喜庆就好”。

此前，按照孙筱雅大家庭的
习俗，压岁钱以 100元、200元、
500 元居多，每年春节，她都要
为此花费数千元。

“十几个孩子，有些可能一
年才和他们见一次面，甚至都叫
不出名字。但是不给不行，给少
了又怕被议论。今年我就直接说
了，亲戚们也都同意，这样大人
没那么大压力，小孩儿收到红包
也都高兴。”孙筱雅说。

孙筱雅说：“压岁钱的本意
是对孩子健康、平安的一种祝愿
和期待，初衷是好的。但在一些
地方，压岁钱水涨船高，甚至对
一些家庭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
担；也有一部分人互相攀比，使
得压岁钱的寓意有点变味。发红
包只是一个表达心意的方式，大
人们轻松一些，孩子们也不用早
早地去面对与认知不匹配的大
额现金，家庭中也不至于围绕金
钱产生一连串教育上的困境，人
们只需专注地享受过年氛围，这
就很好。”

发压岁钱心疼，收压岁钱头疼……
本报记者 吴艳 摄影报道

“给少了拿不出手，给多了又心疼”“压岁钱花了我俩月工资”“孩子收了近万元压岁
钱，总想去买玩具”……春节前后，有关压岁钱的讨论逐渐升温，不少人为此苦恼——

收到压岁钱的小朋友喜笑颜开收到压岁钱的小朋友喜笑颜开

压岁钱是一种祝愿压岁钱是一种祝愿，，而不是攀比而不是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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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银鹤老年公寓（运河区中心敬老院）河北省“敬老文明号”单位
河北省“爱心护理”示范单位

乘车路线：市内乘10路、29路，银鹤老年公寓（恒大城站） 咨询电话：0317-2157899、13903178393
招收自理、半自理、全护理老人。 常年招聘护理员

花园式四合院，平房结构，交通便利，服务一流，集居住、医疗、康复、护理、休闲文化娱乐于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