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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压岁钱不超过 20 元” 给钱包和人情减负

2025 年 01 月 16 日 08:05 来源：成都商报

不要以攀比之风扰乱“春节红包秩序”，不要借口拼面

子让压岁钱脱离新年祝福本位。

年关将近，如何对待压岁钱、怎样“预制压岁钱”，

成了不少网友关注的焦点。广西一地最近倡议“压岁钱

不超过 20 元”，引发很多人共鸣：早该这样了，否则

回家过个年，一个月工资都没了。

据报道，日前，百色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联合印

发《百色市开展“遏制攀比压岁钱 移风易俗过大年”倡议活动方案》，其中倡

议少发压岁钱、发不超过 20 元的小额压岁钱，提倡晚辈向长辈送上有意义的“祝

福礼”，让压岁钱回归年俗祝福本真。

该倡议能引发共鸣，在于压岁钱几乎是每个人过年期间无法回避的话题。近

年来，每年春节前夕，各大社交平台也会出现类似的吐槽声，诸如“每年春节免

不了一次大出血”“今年发红包简直掏空了年终奖”等抱怨，背后都反映了一个

社会问题：原本用于新年祝福的压岁钱为何变了味，沦为一些人拼面子的攀比工

具？

过年发压岁钱，最初的本义是长辈以此帮助小孩压祟驱邪、平安过年，祝愿

小孩新年健康、吉祥如意。压岁钱承载着血浓于水的亲情和社交所需的友情，传

递着长辈对晚辈的新年祝福和关爱。可这种美好年俗，近年来却随着攀比之风变

了味、走了样，甚至变成了人们经济上和情感上的双重负担。

有网友为此感叹，每逢春节要给孩子们发红包时，都不得不随时变换“预制

压岁钱”，比如别人给你小孩 200 元，自己最初包的 100 元红包就拿不出手。从

之前表达心意的 10 元、20 元红包，到涨至最低 200 元才拿得出手的红包，“压

岁”的传统年俗用意其实被扭曲了，压岁钱的新年祝福本意也可能在抱怨和吐槽

中丧失。

这样拼面子的压岁钱，不仅“压”住了老年一辈，更让上班一族的年轻人不

堪重“压”。实际上，过年追求红包的厚度，攀比谁拿压岁钱更多，也是对孩子

的负面示范和人情误导，不利于孩子正确认知“压岁”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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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关于“压岁钱不超过 20 元”的官方倡议，倡导让压岁钱回归年俗祝福

本真，既是给红包减负，也是给人情松绑。此前，安徽阜阳也引导基层将压岁钱

的合理发放纳入村规民约。只是倡议虽好，但重在践行，尤其是人们的清醒与自

觉。

近日，还有话题“广东人开始预制压岁钱了”引发关注，据说在广东，五元、

十元的压岁钱是基础的，二十、五十是“沾亲带故”，上百元就是“扰乱”春节

红包秩序。或是调侃，但引发的共鸣是，过年应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社会应

有一个不为难别人也不为难自己的压岁钱标准，不要以攀比之风扰乱“春节红包

秩序”，不要借口拼面子让压岁钱脱离新年祝福本位。

压岁钱，说到底是年俗的节物和情感表达的产物，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礼仪，

传递至善至美的亲情和友谊，应量力而行，以祝福为主位，以心意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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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1.你认为“压岁钱不超过 20 元”的倡议在实际生活中容易被大家接受和

执行吗？为什么？

2.在日本，有过年给压岁钱的习俗吗？你觉得这种习俗和中国的压岁钱习

俗有哪些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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