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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過年的，小朋友們最期待的無疑是收 「利是」 （壓歲錢、紅包）。按照春節習俗，孝敬父母
和長輩的 「添歲錢」 和給晚輩的 「壓歲錢」 作為寓意吉祥祝福的 「心意」 ，一份也少不了。然而每
逢過年， 「壓歲錢給多少」 的話題都會被提起，許多網民都就這 「甜蜜的負擔」 吐苦水。諸如 「年
終獎不夠發壓歲錢」 、 「紅包少了拿不出手，多了又心痛」 等話題熱度更是飆升。而廣東派小額利
是的傳統，更讓不少人 「看到曙光」 ，表示這種 「低成本的傳統應該全國推廣」 。小利是承載 「好
意頭」 ，大紅包象徵大派頭。無論新年利是應該派多少，也不應讓銀碼來定義心意。

百姓
論壇

過年利是派多少 莫讓派頭蓋意頭

大公報記者 方俊明

守護年俗文化 傳遞祝福本義
過年時長輩給晚輩

壓歲錢，是一種年味的
體現，也代表着期許和祝願。有專家指
出，過年紅包不論多少，都代表着人們對
親友表達心意與祝福。對於晚輩，關鍵在
於正確引導他們不攀比，了解壓歲錢的意
義以及該怎麼花。

「在廣東較多地方，派利是只講 『意
頭』 不比金錢。心意到了，就是傳遞一份
家庭的溫暖和親情，讓壓歲錢成為最美好
的祝福，而非經濟的負擔。」 從事教育工
作的高級教師劉嘉偉說，要讓孩子們除了
收到壓歲錢那一刻的驚喜之外，還要守護
好過年這份快樂，守住壓歲錢傳承文化、
傳遞祝福的本義。廣東省社科院文化產業
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謝開來接受媒體採訪時
也表示，紅包含有社會和文化兩層意義，
社會意義涵蓋經濟價值和人情交往，文化
內涵包括祝福等象徵意義，在廣東地區紅
包的文化內涵大於社會意義。

「由於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有長輩由
於溺愛晚輩提升了壓歲錢的金額，導致孩
子以拿到 『更多壓歲錢』 作為目標。」 劉

嘉偉認為，壓歲錢給多少應量力而行，要
讓孩子們學會 「該怎麼花」 。首先，家長
要明確孩子的壓歲錢始終屬於孩子，家長
不佔有或暫時代管，否則會給孩子造成不
信任感。其次，可以逐步培養孩子的理財
觀念，譬如在過年後帶着孩子用壓歲錢去
購買學習用品、書本等，在留出小部分作
為日常自由使用外，其餘的可由父母代管
或幫孩子建立一個 「理財基金」 ，列明具
體數目、可動用的條件或將來如何使用
等，如此壓歲錢將成為孩子成長的一種巧
妙的助力。

觀點 2
壓歲錢水漲船高
高額紅包添焦慮

北京市民曉敏：

•我是一個在佛山工作的 「90後」 ，每年過年回
家都要準備給親戚的小孩發壓歲錢，加起來也
不是一筆小數目，尤其是對於我這種在外工作
的人而言。所以我很認同廣東小金額的 「利是
文化」 ，大家都和和氣氣，開開心心。

浙江人柳先生：

•我們（浙江）的話，每封紅包最低500元已經持
續多年，現在甚至要1000-2000元。我認識的
朋友甚至過年留在廣東不敢回家，因為廣東每
封 「利是」 不用包很多錢，加起來總金額也不
算多，而老家的紅包甚至要搭進不少年終獎。

廣州家長鄭先生：

•農曆年派利是，就是圖個過年吉利與開心，大
家的錢又不是大風颳來的，還不如彼此 「放
過」 ！

利是輕情意重
好彩頭抵萬金

觀點 1
祝福講心不講金
收多收少都開心

廣東00後小謝：

•其他省可能只是給親戚派利是，廣東人遇見熟
悉的街坊也會給利是，小小心意體現街坊鄰里
人與人的關係和諧，所以重點在於祝福，而不
是錢的多少。

潮州居民陳先生：

•雖然潮汕地區利是的金額比廣府地區要高一些
些，但也不會過分 「內捲」 ，紅包本來就是體
現喜慶與祝福的寓意，心意到了就夠了。

廣州市民吳女士：

•我們家發利是，關係親的可以每人發一兩百
元，其他視關係遠近，10元、20到50元的都
有。如果發的金額太多，豈不是 「收的人開
心，發的人不開心」 ？現在這樣，大家都開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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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建議透過派利是教導孩子理財。

▲廣州寶墨園景區裏， 「財神爺」向遊客派送紅包。 中新社

民國時期
壓歲錢的配飾、辟邪功能正式退出

歷史舞台，變成了大年三十 「壓歲」
時，長輩發給晚輩的 「福利錢」 。長輩
用紅紙包100文銅錢當壓歲錢給晚輩，
取 「長命百歲」 的寓意。

宋元時期
正月初一取代立春日稱為春節，春

日散錢這種宮廷風俗也流入民間，演變
成為給小孩壓歲錢的習俗， 「壓歲錢」
又被稱之為 「壓驚錢」 。

唐代
當時的春節是立春日，在宮廷裏春

日散錢的風氣很盛行。

漢代
可追溯的最早壓歲錢文字記載在漢

代，並不在市面上流通，而是鑄成錢幣
形式的玩賞物，鑄有吉祥圖案和祝福
語，用以壓 「祟」 （祟怪，古代傳說中
會在農曆年三十傷害小孩的妖怪）、祈
福。 掃一掃 有片睇

農 曆 年 派 「 紅
包」 （壓歲錢），在

粵港澳地區叫做 「派利是」 ，是年節
習俗之一，通常認為有辟邪驅鬼，祈
福保平安的寓意。在家庭中，一般在
除夕夜吃完年夜飯，由長輩將錢裝在
紅包（利是封）內給晚輩，期望晚輩
步步高陞；成年的晚輩也給老一輩過
年紅包，稱為 「添歲錢」 ，寓意延年
益壽，長命百歲。在粵港澳， 「利
是」 除了可以派給親友，也可派給同
事、鄰里，彼此交換吉祥話，送上祝
福。

大公報記者方俊明整理

話你知

新年派利是 祈福保平安

湖南人何先生：

•我在廣東工作多年，因此近年都是按照廣東的
習俗來發紅包。聽說老家那邊紅包的金額越來
越高，你發的多我就要發的更多，再怎麼攀比
到頭來都是要 「還」 的，這樣的 「高額交換」
又有什麼意義呢？

福建人老莫：

•想一想，紅包界的 「通貨膨脹」 已經開始了好
多年，小的時候收一封10元的紅包也很開心，
現在派一封500元的紅包還怕別人說我寒酸，我
希望我們當地也能向廣東學習這種派利是的傳
統，讓利是回歸 「討彩頭」 的本意。

廣州大學生小熊：

•廣東長輩給晚輩派利是，只講意頭，不比金
額，咱們 「老廣」 應該保持這種初心，不要受
到其他省的影響，甚至這種 「減負」 的派利是
傳統應該全國推廣。

觀點 3
利是攀比富鬥富
散財難償人情債

壓歲錢
變遷
逐個數

反方
觀點

衣錦榮歸不吝嗇
大額紅包顯非凡

安徽人老李：

•我自己的習慣是，春節一般給爺爺奶奶、姥姥
姥爺分別包5000元紅包，父母的話就給1萬元，
至於親戚的小孩則是在200到600元之間。春節
嘛，派紅包一年就這麼一次，不能過於吝嗇，
給少了也會被人念叨一年。

遼寧人趙先生：

•我本身是在珠三角地區工作，在我的潛意識
裏，在外忙碌了一年，過年就得是 「衣錦還
鄉」 。紅包金額高了，也能證明我這一年工作
有成，如果紅包包得太少，實在是拿不出手！

山西人莊小姐：

•看到網上討論 「紅包要包多少錢」 的話題，我
突然明白了為什麼前兩天給親戚小孩的200元紅
包被拒收了。聽說她春節已經收了超過5萬元的
紅包，200元錢對她而言可能太少了。

觀點 1

一年才領一次
多一點齊歡慶

互送利是有來往
各回各家不相欠

湖南人呂小姐：

•我和我閨密都成家了，她有一個女兒，我有一
兒一女，我們彼此之間都有默契，不管人頭多
少，互相給新年紅包的金額都差不多，還能哄
小朋友開心。在這個基礎上，我覺得就算壓歲
錢包得多一點也沒什麼問題，最主要沒有誰欠
誰這一說。

重慶人張女士：

•春節派紅包當然都是相互派的，你給我女兒多
少，我就給你兒子多少，一來二去並沒有什麼
金錢損失，錢只是在兩個家庭之間 「循環」 了
一圈，最後還不是各回各家。

江蘇人周先生：

•我每年都會在春節期間準備幾萬元派紅包，我
把這當作是一種催促自己去賺錢的壓力，把壓
力轉變成動力，就能激勵自己在新的一年多掙
錢。

觀點 2

金額代表消費力
滿足孩童玩具夢

浙江人老胡：

•設身處地地想一想，如果我是小朋友，收到一
個紅包裏只裝5元、10元的，恐怕內心很難滿
足，畢竟現在10元錢也買不了太多東西了，去
吃頓快餐都不夠，我也不忍心讓他們太失望。

山東人阿君：

•我小的時候最期待的就是收齊壓歲錢，然後去
買自己喜歡的玩具，至於什麼 「人情交換」 都
不是我關心的事。到我長大了給孩子們派壓歲
錢，我就全當是幫他們圓夢了，希望他們也能
買到自己想買卻一直沒能買的好東西。

天津人小麟：

•我是 「95後」 ，這幾年也開始要給親戚的小孩
發紅包。我紅包給得少了，會被長輩教育，比
如 「你小的時候XX親戚對你多好，怎麼你只給
了這麼少紅包」 等等之類的話，聽了挺多次
的，後來就不敢再少給了。

觀點 3

▲在河南，一位青年向家族中的小朋友派紅
包。

現代社會
壓歲錢的形式更多樣，包括數碼紅

包、移動端轉
賬等，不管相
距多遠，在農
曆新年特別的
日子裏總能收
穫祝福。

大公報整理

明清時期
「壓歲錢」 有了正式的名字，清代

典籍《燕京歲時記》中記載： 「以彩繩
穿錢，編作龍形，置於床腳，謂之壓歲
錢。尊長之賜
小兒者，亦謂
壓歲錢。」 因
銅錢是線串
的，所以古時
民間也稱 「壓
歲錢」 為 「串
錢」 。

專家觀點

正方
觀點
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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