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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发红红包包抢抢红红包包？？
一一起起来来科科普普下下压压岁岁钱钱的的变变迁迁史史

中国人喜爱红色，因为红色象征活力、愉快和好运。长辈给未成年人发红包，表示
把祝愿和好运带给他们，钱只是让孩子们开心，主要是在红纸，象征好运，吉祥，辟邪。
可现在几乎不在乎红纸的象征意义，而在意于钱的多少，在意于红包的外延，红包意义
在变异、变迁，在延伸……

红包的前身就是压岁
钱。相传在古时候，有一种
小妖叫“祟”，大年三十晚上
出来用手去摸熟睡孩子的
头，孩子吓得哭、闹，接着就
头疼发热，变成傻子。因此，
家家都在这一天，亮着灯，
坐着不睡，叫做“守祟”。后
来，有一对夫妻老来得子，

视孩子为心肝宝贝，到了年
三十，怕“祟”来害孩子，就
把八枚铜钱用红纸包着放
在孩子的枕头下，当“祟”伸
手去摸孩子的头时，枕头下
迸发出道道金光，吓得“祟”
逃跑了。以后大家都学着
做，孩子就平安无事了。因
为“祟”与“岁”谐音，之后逐

渐演变为“压岁钱”。因而，
人们把这钱叫“压祟钱”，又
因“祟”与“岁”谐音，随着岁
月的流逝而被称为“压岁
钱”了。当然，还有不少其他
关于压岁钱的传说，大多大
同小异，给孩子压岁钱用以
贿赂或者驱散妖魔鬼怪，以
期望保平安。

压岁钱的形式，古时
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彩
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
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
时记》：“以彩绳穿钱，编
作龙形，置于床脚，谓之
压岁钱”。另一种是最常
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
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

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
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
着时，由家长悄悄地放在
孩子的枕头底下。

到了宋元明清时，压
岁钱大多数是用红绳串着
赐给孩子。民国以后，则
演变为用红纸包一百文铜
元 ，其 寓 意 为“ 长 命 百

岁”，给已经成年的晚辈
压岁钱，红纸里包的是一
枚大洋，象征着“财源茂
盛”、“一本万利”。货币改
为钞票后，家长们喜欢选
用号码相联的新钞票赐给
孩子们，因为“联”与“连”
谐音，预示着后代“连连
发财”、“连连高升”。

红包的由来 60年代的红包：

那个年代，生活条件不高，红包也并不
是多么盛行。不过，孩子在成长，压岁钱还
是要有的。年三十的子时，一家人在一起吃
饺子的时候，孩子就要规规矩矩地给家长
拜年，随着过年好的声音，父母像变魔术一
样，从衣服兜里掏出用红纸折叠的红包，实
际上，就是用红纸包裹了一张纸票，孩子们
一声欢呼，雀跃而去，到外面急忙打开红
包，确实是一张崭新的一元钞票。

70年代的红包：

这是一个一切从简的年代，从简就从
简，孩子就要长大成人了，也不会再为一块
钱而惊呼，而夜不能寐。这时候的红包已经
变鼓了。一元钱，已经开始变成两元钱。那
个时候，两元钱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一笔
不小的“财富”了。

80年代的红包：

1986年，这是80后出生的高峰年代，再
也不用为一元钱的红包而斤斤计较，红包
也更加出色了，虽然还很简单，但确确实实
是一个红色的信封，这信封，就开始承载起
家长对孩子的期望，也就是家长的全部精
神寄托。

90年代的红包：

精致的红色纸袋，整个社会都在为这
个红颜色的纸袋而疯狂，不论什么人，什么
地位，都在争取更多、更大的红包。红包的
形式也已经是多种多样的了，里面包裹的
钱也越来越多。不过最后孩子们的红包都
会被爸妈以“替你保管”为借口拿走吧。

2000年的红包：

这时的红包已经到了极致，在各大商
场均有销售了。孩子也已经长大成人了，不
再为当初的10元、20元而满足，最小的红
包，已经是一张百元大钞了。不少当初领红
包的孩子也已经步入工作岗位，开始为他
的后代准备红包了，这就是所谓的轮回吧？
当时已经出现极少的电子红包，很多人都
会以为这是病毒，千万不要打开。

2010年的红包：

流行了多年的纸质版红包，已经开始
销声匿迹，慢慢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只能偶
尔看到红包的影子。

如今，“抢红包”成了过年最有意思的
一件事情。过年期间，在群里抢红包，拼手
气。只要一听到手机有声音，速度像百米冲
刺一样，手指在屏幕上像鸡啄米似的。抢到
了，一阵高兴，当了手气王，更是幸运，没有
抢到，就怪破手机，网速慢。说真的不是为
了钱的多少，而是为了拼手气，讲刺激。尤
其是在大年三十，一家人围着电视机看春
晚，个个手里拿着手机，一边看电视，一边
刷屏，电视，刷屏两不误。那种乐趣一年也
只有过年时才有的呀。

这些年来，发红包由压岁，吉利，奖励，
人气，吉祥演变成一种游戏，由辟邪、祝福
到乐趣，是“互联网+”时代的标志，是社会
的发展，是与时俱进，但其中变化的只是发
红包的形式，不变的是人们的祝福和美好
期许。

本报记者 王帅 整理

那些年的压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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