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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岁的小朋友多多展示自己春节收到的红包。 唐嘉彤 摄

微微信信抢抢6655个个红红包包，，进进账账772200元元
济南 张頔

“过去对春节最重要的期待就是收压岁钱，但工作之后就收不到了。”27岁的吴振2012年
研究生毕业后在北京一家网络公司任职。春节前吴振注意到微信和支付宝纷纷推出了“新年
红包”和“新年淘喜”的新应用，又勾起了他收个红包的春节念想。“在群里抢到的第一个红包
虽然只有5块钱，但这种从天而降的喜悦又让人找到点过年的感觉。”

“抢红包一要多加好友多进群，二要时时关注下手快。”微信达人黄云峰除夕一夜抢到65

个红包，进账720块钱。“我也发了30多个红包，这比发拜年短信实惠多了。”黄云峰说，虽然红
包的金额都不大，但通过这个应用游戏，社交群里人气迅速提升，以前互动很少的群顿时活
跃起来。

腾讯通过微信搭建的红包平台，不费一枪一弹便能让大家自觉自愿绑定银行卡，成为微
信支付的用户。腾讯数据显示，除夕至大年初一16时，参与抢微信红包的用户超过500万，总
计抢红包7500万次以上。领取到的红包总计超过2000万个，平均每分钟领取的红包达到9412

个。微信抢红包的大热让马云也遭到了网友的调侃，“抢红包火了，马云哭了。”
（作者系本报记者）

读者编辑 张昕

来到晚报，负责编辑一
个关于“红包”的版面。看稿
时，思路飞快地回到从前。2

元，5元，后来涨到10元……
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
初长辈们送我的红包。

看看现在的红包，给小辈的
都上千元了。很多年轻人连现金
也省了，直接使用微信红包。时
代在发展，红包在翻新，但其本
意还是表达祝愿，无论怎么新，
咱都不能让它变了味，更不能变
了质。(就职于山东中医药大学)

烟台 唐嘉彤

儿子王泽明今年4周岁，小名多多，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帅哥。多多现在正是爱提问的年
龄，今年对压岁钱的来历特别感兴趣，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压岁钱的来历吧。

话说春节拜年时，长辈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
(祟原指鬼怪或指鬼怪害人)，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
岁。还有一说源于古代“压惊”。说是太古时有一种凶兽叫“年”，隔365个日夜之后，就要出来
伤害人畜、庄稼。小孩子害怕，大人则以燃竹响声驱“年”，用食品安慰小孩，即为“压惊”。原本
给小孩的叫压祟钱，给老人的叫压岁钱，老人的压岁钱是指为了他们不再增长岁数，可以长
寿。

还记得20多年前，我们小时候，生活条件不太好，长辈给的压岁钱一般都是十元二十元，
自己还没有支配权，都由父母掌管，想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要申请很久才能实现。如今孩子
的压岁钱最少也要百元，多的甚至千元万元。金额一直在变，不变的依旧是中国传统习俗和
真诚的祝福。 （就职于烟台市老干部活动中心）

压压岁岁钱钱2200年年涨涨了了千千百百倍倍

曲阜 翟恒林

我年逾古稀，儿孙满堂，每个
春节都要给小辈开压岁钱，以示慈
爱和祝福。今年春节，我竟然也领
到了压岁钱。

大年初一，我首先要去给姑
妈拜年，她老人家今年已届百
岁，虽老态龙钟但不糊涂。赶到
姑妈家，她已经穿戴整齐，儿孙
熙熙攘攘一大群，让我想起了

《红楼梦》中的贾母。我忙凑近大
声说：“姑妈，我给您拜年来啦！”
姑妈喊了我一声乳名，也把我的
思绪拉回遥远甜美的孩提时代。

接着，我打躬作揖，然后双
膝跪倒：“祝您老人家新年快乐，
健康长寿！”姑妈满是皱纹的手
伸过来，手里竟然攥着一个红
包。我正想推辞，表嫂在一旁说：

“今年是她老人家第一百个春
节，早准备了几十份红包，老的
少的一个不落，你别不好意思，
拿着买炮去吧！”我拿着红包晃
了晃，开玩笑说：“买炮可舍不
得，还得留着买糖呢！”屋里屋外
一片笑声。 （曲阜作协会员）

七旬翁收到

百岁姑妈压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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