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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市民或许还记得，前
些年沧州以及周边地区曾有给
母亲和婆婆买“留娘糕”的说
法。近段时间，“为亲人送礼物”
的风又刮了起来，变成了送“黄
桃罐头和红布外加现金红包”，
送礼物的人由晚辈变成了长
辈。

“三件套”

5月19日早上，家住运河区
金域华城小区的李颖收到了婆
婆送的“三件套”——1块 2尺 6
的红布、两瓶桃罐头、1个666元
的红包。

看着婆婆摆在桌子上的“三
件套”，李颖有点纳闷：这些是干
啥用的？

婆婆饶有兴致地给李颖解
释起来。她在刷视频时看到，今
年是“无春年”，婆婆要给儿媳
妇或者妈妈要给女儿买桃罐
头、红布，还要包上 66元或 666
元的红包，寓意平平安安、顺顺
利利。

李颖的婆婆说：“我问了身
边的老姐妹，她们都为孩子们准
备了。我也赶紧买来了。”

李颖对婆婆说，这些都是谣
言，不可信的。

可婆婆却不这样认为，她觉
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既
然已经花钱买了这些，就按网上
说的，把钱用红布包起来，放在
枕头下，枕上一年。

婆婆还担心李颖不这样去
做，亲自包好，将“红包”放到了
李颖的枕头下，还嘱咐李颖要听
话，一定要枕上一年。

李颖看着婆婆的做法有点
哭笑不得。

李颖说：“几乎每年都会刮
起‘桃罐头’风，只是这次送桃罐
头的人成了婆婆、妈妈，今年又
增加了‘红包’。有的老人特别容
易相信这些，她们爱孩子，希望
孩子们能平安顺遂。她们可能知
道是谣言，还是去买了这些东
西。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又刮起

‘回礼’风，儿媳妇、女儿给婆婆、
妈妈买什么别的东西。”

收到婆婆的“三件套”不久，
李颖生活在保定的妈妈也给她
打来了电话。李颖妈妈从网上下
单了桃罐头，让李颖记得取，另
外，红布也会邮寄到李颖所住的
小区。李颖妈妈还通过微信给她
转了1个66元的红包。

李颖对妈妈说，这钱不收
了。李颖妈妈则说，钱一定要收，
她给 3个女儿、1个儿媳妇都分
别准备了一份。

“买还是不买?”

家住运河区御河新城小区
的李淑琴今年 70岁了。最近，她
也在为这件事纠结。

她听邻居说，今年是“无春
年”，要给儿媳妇准备现金红包，
还有红布和桃罐头。红包的金额
说法不一，有人说要 66元，还有
人说要666元。

“我认为，这挺‘迷信’的。”
李淑琴说，她从来不信这些事
儿，但是周围不少人给儿媳妇送
了这些礼物，如果她不送，儿媳
妇也许会“怪”她。

为此，李淑琴特意跟儿子沟
通了一下，想询问儿子的意见。
当时，儿子听到这种说法后，嗤
之以鼻，觉得纯粹是无稽之谈，
告诉李淑琴不用为此烦恼。

第二天，李淑琴思前想后，
还是决定给儿媳妇送这份礼物，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为了买红布，她跑了好几家
商场。其中一家没有货，另外两
家刚刚卖断货。最后，一位老姐
妹给她支招，她在明珠商贸城买
到了红布。

虽然“礼物”备齐了，但李淑
琴仍然认为，这种做法是商家的
一种“噱头”。

同样纠结的还有今年 69岁
的马艳霞。前些日子，好朋友约
着她去逛商场。

“去买什么？”马艳霞问。
“买红布。”好朋友回答，“你

不知道吗？今年要给女儿和儿媳
妇买红布、桃罐头。桃罐头超市
里就有。可红布超市不卖，我想
去商场看看。大家都买了，你不
给你女儿买吗？”

“我不想买。”马艳霞说。她
觉得这个事儿听着就荒唐。桃罐
头全家人都不爱吃，红布也没用
处。

一开始，马艳霞特别坚定，
绝不“上当”，不买这些东西。这
两天，很多人又跟她说起了这个
事儿，这让马艳霞有点动摇：“买
还是不买?”

掉色的红布

5月19日傍晚，33岁的张玲

玲去婆婆家时收到了意外“礼
物”。

张玲玲说，她看到这份“礼
物”时，一头雾水。听婆婆讲完缘
由，她哭笑不得。

“我知道婆婆是好意，觉得
别人的儿媳妇有的，我也得有。”
张玲玲说，婆婆为凑齐这几样东
西，还费了不少周折。

可当看着那两瓶黄桃罐头，
张玲玲开始琢磨怎么把罐头给
婆婆留下。

“我从小就不爱吃罐头，拿
回去就浪费了。婆婆说，这罐头
是送我的，得让我吃了。”张玲玲
说，最终她还是把两瓶黄桃罐头
拿回了自己家。

“还有那包着 666 元现金
的红布，着实让我很尴尬。”张

玲玲说，在她这个年纪的人看
来，这种红布已经相当于“老
古董”。

“完全不知道这块红布能干
啥？”张玲玲说，她想着把那块红
布洗洗暂时放起来。

可当她把红布拿去洗时，
发现那块红布掉颜色掉得很厉
害。

“那红颜色，把我家洗手池
都染得发红。”张玲玲说，她又赶
紧把红布泡到了塑料盆里，“等
颜色稍微掉掉再洗估计还会好
些。”

张玲玲说，那 666 元现金，
肯定得以另外一种形式还给
老人。是给老人买套衣服，还是
买点家里用的东西，现在她还
没想好。

和张玲玲遇到同样尴尬问
题的还有她的几个闺蜜。“我
们商量，回家跟自己的婆婆说
一声，以后这样的事，不如给
买点实实在在有用的东西。”
张玲玲说。

张玲玲认为，作为年轻人，
她也知道老人赶这种“风潮”是
出于爱，真正的爱藏在生活的
点点滴滴里，大可不必如此跟
风。

一种心理暗示

市区一家超市的工作人员
介绍：“这两天，黄桃罐头销量大
增。”为了方便顾客购买，他们还
在超市入口显眼的位置设立了
桃罐头专柜。

“桃罐头不一定能帮人逃避
灾害，但是吃了能补充营养，买
了也不会浪费。”这位工作人员
笑着说。

对于买红布和桃罐头的说
法，很多人也是有听一听就好的
想法，没有特别当真。

在市区一家事业单位上班
的吴小妹每次听到同事或朋友
们讨论这个问题，都会一笑了
之。

有朋友问她，“你婆婆给你
红包和红布了吗？给你包了多少
钱红包？”吴小妹回答：“没有，我
们家从来不信这些事。”

一天，吴小妹回家，母亲告
诉她：“今天我在外面遛弯，邻居
邀我一起去买红布，我还劝了她
一顿，但是没劝住，反正我不信
这些。估计是桃罐头又滞销了，
商家变着法卖呢！”

对此，吴小妹婆婆的表现和
母亲是一样的。婆婆对她说：“小
妹呀，我也听说了，但是咱家不
兴这个。不管是‘留娘糕’，还是
现在的桃罐头，都是谣言，咱不
跟这个风。”

采访中，很多年轻人表示，
买一块红布，就能顺顺利利？
买个桃罐头，就能逃过灾难？
很显然，这是无稽之谈。每一
个人生活幸福与否和很多因
素相关，并不是一瓶黄桃罐头
或者一块红布就能决定的。谣
言止于智者，对于这种以此为
噱头营销的手段，置之不理即
可。

“ 无春年”是指农历全年
都没有立春的年份。“无春年”
只是农历与阳历的巧合，有无
立春只是由不同历法的时间
差造成的，对个人生活和婚姻
幸福不会造成影响。

沧州 中 西 医 结 合 医 院 心
理科医生潘欣彤说：“‘红布辟
邪，逃离灾难’这些说法带有迷
信色彩，之所以会在民间流传
开来，说到底，这是人们趋吉避
灾的一种心理暗示。在传统民
俗中，为了驱邪，中国人往往
会 想 到 红 布 ，以 红 色 为 吉 祥
色，至于桃罐头，则是采用了

‘桃’与‘逃’的谐音，认为吃桃
可以‘逃避’灾难。实际上无论
用红布‘辟邪’，还是吃桃罐头

‘逃灾’，都没有实际意义。日
子该咋过还得咋过！”

“桃罐头”，送不送？
本报记者 李小贤 祁晓娟 张丹 吴艳

“母亲、婆婆为女儿、儿媳送‘三件套’”的流言，近日在一些人
中间兴起——

超市里的桃罐头热销超市里的桃罐头热销 资料片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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