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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周读

今年，潍城区80岁的老人谭玉芬
不但没有把红包送出去，反而是刚刚
工作的孙子给她封了一个大大的红
包。“今年过年，孙子给我压岁钱
了。”说到这个，老人都笑得合不拢
嘴。

“从孙子小的时候，我就给他封
红包，一年也没落下。原本想着今年
也是更以前一样，包了600块钱的红
包，结果倒是孙子给了一个红包。”
老人今年80岁，家住潍城区西关街
道，她的孙子大学毕业之后，刚刚在
潍坊工作一年。

临近过年的前两天，老人正在卧
室里面听广播，孙子小杨进来，悄悄
地将一个惊喜塞到老人的手里。老人
一看，手里拿着的正是一个红包。
“你这是干什么啊？我不要这个。”

老人看到孙子竟然给自己红包，觉得
很不“合适”，连连摆手表示不要。

“一开始我坚决不要，孙子非要
给我。他说现在他已经工作了，能自
己挣钱，所以要孝敬我和他爸妈。”
老人说，当时她见实在推辞不了，而
且是孙子的一番心意，就收下了。而
她早早就准备好要给孙子的红包，孙
子却坚决不要了。

“原本都准备好红包了，他不
要，我就给他留着，等以后孙子娶媳
妇用。”看到孙子这么孝顺，老人心
里的欣慰比一个红包要多得多。老人
说，她的儿子和儿媳妇也是每年都给
她封红包，平时也都很孝顺，家里多
次被评为五好家庭。正是因为父母的
言传身教，所以孙子懂事也早，一直
都很孝顺。

“我大学毕业已经工作了，不能
再向奶奶伸手了。”老人的孙子小杨
说，以前都是奶奶给他压岁钱，现在
他已经有能力照顾奶奶，所以他希望
通过这种方式，来孝顺奶奶。小杨偷
偷告诉记者，他不仅仅是给了奶奶压
岁钱，而且也给了爸妈一个红包。
“我还是刚刚工作，挣得钱也不多，
红包里面的钱不多，但是是我的一个
心意。”

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新年
给长辈“压岁钱”，是很值得提倡的
一种良好风尚。告别2 0 1 3，迎接
2014，在这个春节，年轻人们送给长
辈们的红包维系的不仅仅是家人之间
的亲情，更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延
续与传递。

本报记者 赵磊

“今年过年

孙子给我压岁钱”

朋友亲戚间不再相互“换钱”

对于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来说，或许
对于“拿红包”这件事是最有感触的，
他们不像老年人从小没收过红包，自然
也没有什么渴望；他们不像二三十岁的
年轻人，小时候已经能收到几百元的压
岁钱，对这笔收入已经淡然。今年40岁
的杨先生说，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长
辈分给他的压岁钱虽然只有一块钱，但
却能让他高兴很长时间，现在的孩子动
辄收入上千，那股高兴劲却远远不够
了。

杨先生和妻子都在事业单位工作，
两人月收入加起来在八千元左右，这次
过年他俩一共包了三个红包，分别给双
方老人，还有一个留给上小学的女儿。
“我父母家经济条件稍微差一些，所以
收下了这个红包。”杨先生说，而他的
丈母娘说用不着怎么也不肯收，那笔钱
放在桌上半天后，又回到他的手里。

因为两方老人以前都是农村的，收
入有限，所以给孩子的压岁钱比较少，
加上他和妻子准备的600元钱，以及其
他长辈给的钱，女儿这个春节一共收到
了1500元左右。“我们同意孩子自己拿
着这笔钱，不过用的时候要经过我们允
许。”

“从我的孩子出生后，我就和平辈
亲戚商量好了，彼此之间不给孩子压岁
钱。”杨先生说，其实大家都有经验，
所谓的压岁钱不过就是个形式，你给了
我的孩子，我就得给你的孩子，而且钱
数还得统一，谁家“吃亏”都不愿意，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不就是在相互换
钱么，既然如此，压岁钱本身的意义已
经没了。

杨先生回忆说，他上小学时压岁
钱只有一元钱，有时候只有五
毛。“虽然钱少，但是长辈分
我们压岁钱时那股高兴劲真
是现在没法比的。”而且长
辈们分孩子压岁钱也不包
含“换”的成分，年初一
那天不管哪个小伙伴上
他家拜年，他的母亲都
会塞上五毛钱给孩子
“添岁”，而他去别
人家拜年时也会有
所收获，虽然钱
不多，但却是真
正意义上的“压
岁钱”。
本报记者 王琳

小两口给父母红包“占大头”

过年期间分红包，本是一种心
意，一种人情味。但随着近年来红包
金额的不断攀升，让这种人情味悄
然变质，考验着孩子的自控力和家
长的承受力，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年
轻人首先跳了出来，试图打破“彼此
折磨”的怪圈。“我和老婆只给双方
父母准备了两个大红包，没有给孩
子和晚辈准备。”今年三十岁的刘先

生是一名公务员，他说既然红
包 是一种心意，首先应该给
双方老人，他们最应该被祝
福。

刘先生和他的妻子结
婚快三年了，每年过年都会
给双方父母包一个红包作
为“新年礼物”。“前两年都
给 三 千 元 现 金 ，今 年 也 不
例外。”刘先生说，他和妻
子一个月的收入在七千元
左 右 ， 每 月 要 还 两 千 多
元的房贷，加上生活和
孩子的花销，一年下来
攒不了多少钱，但是考
虑到双方老人年纪大了
帮忙带孩子比较辛苦，

加上平时工作较忙没有时间给老人
买礼物，所以就趁过年的机会“补
偿”他们一下。

和对老人的慷慨大方比起来，
给孩子的压岁钱就寥寥无几了。刘
先 生 和 他 的 妻 子 有 不 少 表 兄 弟 姐
妹，但是他们商量好过年期间大家
找个机会聚聚一起吃个饭，给孩子
们的压岁钱就统统免了，这样一来
可以减轻家长的经济压力，另一方
面也能避免孩子们相互之间攀比过
年“收入。刘先生说，不过对于长辈
们来说，还是愿意给孩子压岁钱讨
个 吉 利 ，所 以 父 母 那 一 辈 互 相“ 交
换”压岁钱的现象依然存在着。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孩子不缺
吃穿，没必要给他们那么多钱攥在手
里。”刘先生认为，压岁钱的多少对孩子
来说其实就是个数字，如果都收不到，
自然也就没得攀比了。不过对于过年红
包会对”家庭财政“有影响这一说法，他
觉得还没有那么夸张，“我们都是普通
家庭，压岁钱顶多也就是二百元左右，
现在的孩子少了，即使分压岁钱，也不
会太多……”

本报记者 王琳

红包满天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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