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压岁钱的来历，民间流
传着许多版本。中国民俗学会理
事、民俗专家顾希佳教授表示，

“一般来说，都是风俗习惯在先，
传说在后，有不同的版本很正常，
不能说哪个版本就是对的，哪个
就是错的。”

既 然这
样 ，那 不 妨
把几 个传说都

晒 出 来 让 大
家看看吧。

一 说 。 古 时
候，有一种小妖叫

“祟”。“祟”在大年三
十晚上，会出来用手去
摸熟睡着的孩子的

头，孩子被吓

哭，接着变成傻子。
有一家夫妻俩老年得子，视

孩子为心肝宝贝。到了年三十夜
晚，他们怕“祟”来害孩子，拿出八
枚铜钱用红纸包着放在孩子的枕
头下边，果然吓跑了“祟”。

还有一说。太古时有一种凶
兽叫“年”，隔365日后之夜，就要
出来伤人畜、庄稼。大人则燃竹
响声驱“年”，用食品安慰小孩，即
为“压惊”。后演变为以货币代食
物，至宋便有“压惊钱”。

最早的压岁钱叫厌胜钱。
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这样记
载 ：“以彩绳穿钱，

编作龙形，置于
床 脚 ，谓 之 压 岁

钱。尊长之赐小儿者。
亦谓压岁钱。”明清时压

岁钱大多用红绳串着给孩
子。

早年的压岁钱是用红绳穿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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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大家都是怎么送压岁钱的？

给小孩压岁钱
祖父母红包最大

对孩子们来说，新年除了可
以穿新衣，玩鞭炮，到亲戚朋友家
蹭吃蹭喝，还有一个成年人通常
享受不到的大福利，那就是拿压
岁钱。

孩子们恭恭敬敬地给长辈作
个揖，小嘴儿甜甜地说一句，“恭
喜发财，红包拿来。”一份份压岁
钱就可轻轻松松落入囊中。

年前，某微信平台发起了一
份关于新年压岁包的问卷调查，
吸引了3862名家长参与。

调查显示，90%的家长每年
都会给自家孩子包红包，看来这
个老祖宗留下来的“优良”传统，
爸妈们还是挺看重的。

超过一半的家长给孩子的红
包数额在 500 元以内，28%的家
长准备包 500—1000 元的红包，
近一半家长表示每年都会给同样
的金额，41%的家长表示每年的
金额不固定，剩下的 13%说他们
给孩子的压岁钱一年比一年多。

但爸爸妈妈并不是给红包给
得最大方的人。近半家长说，祖
父母给孩子包的红包最大。老人
家平日里或许很节俭，舍不得给
自己花钱，但在给孙辈们的压岁

钱上，却是毫不吝啬。除了祖父
母，排名第二、第三的分别是老爸
老妈和其他亲戚。

有出手大方的爷爷奶奶、外
公外婆，再加上大家经济条件的
改善，孩子们的红包一年比一年
鼓。有一半的家长说，他们家孩
子的红包总金额超过 3000 元。
压岁钱总额上万甚至十几万的，
也时有出现。

多数家长认为，到孩子成年
或者工作经济独立之后就不需要
准备红包了。但也有12%的家长
很慷慨，表示会一直给下去。

孩子们的压岁钱越拿越多，
那这些钱怎么花呢？

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压岁钱
最终的归宿就是上交给爸爸妈
妈。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毕竟孩
子们收压岁钱收得高高兴兴，父
母送压岁钱可是送得心头滴血。
发出去那么多红包，还不得拿孩
子的压岁钱来保持收支平衡嘛。

但现在的父母真是越来越
“开明”了。超过一半的家长表示
会帮孩子保存起来，长大后再让
孩子自行处理。还有 7%的家长
更潇洒，直接交给孩子花。只有

25%的家长明确表示压岁钱最后
会收归父母。

虽然大多数家长都保留发红
包这个传统项目，仍有部分家长
明确表示，新年从来不给孩子包
红包。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的副院长、教授胡旭微就是属
于剩下的 10%，胡旭微是投融资
管理、财务与风险管理方面的学
者，但女儿没有继承她的理财基
因。她说女儿从小就没有什么理
财观念，所以她没有给女儿压岁
钱的习惯。

虽然从父母这拿不到红包，
但女儿也都能从亲朋好友那儿
收获几千块的压岁钱。这些
钱，她会主动悉数交给妈
妈。“反正都是她的钱，她要
用的时候再问我要。”

女儿收获最大的一
次，是大一那年的春节。
那年的红包比往年大很
多，这是亲友们为了祝
贺她考上大学。现在，
她已经大学毕业，在
商学院念硕士，压岁
钱也就慢慢没了。

■ 压岁钱的故事

“擦黑板”谈感想 回答怪问题

从细节入手 应对考研复试

很多导师会通过一些小细节
来考查学生的素质，通常是设计
一些“小陷阱”，比如擦黑板、拣
纸屑等，因为做科学研究必须要

注重细节。不过考生也不至于草
木皆兵，面试的时候这些都是次
要的，进了考场以后就跟玩找茬
游戏一样本末倒置就不好了。

●“擦黑板”也是考查

很多导师还会对报考的学生
单独进行一个谈话面试，因为有
些理科院校会考查做实验，而有
些考生很可能会因为紧张而可能
会发挥失常，这就给了他们一个

补救的机会，让他充分发挥自己
的能力。少数导师还会要求学生
写一下复试感想，可以从中考查
思维的逻辑性和文字表达能力。

●少见的复试感想

除了一些自我介绍、英语口
语、专业课问答之类通用的问题
以外，在面试的时候，导师经常
会采用交流而非审问的方式，让
学生迅速进入状态。会问到一些
稀奇古怪的小问题，你以为导师

只是在跟你拉家常，但这些其实
都是从不同角度考查思维能力和
专业能力，而且这些小问题往往
比常规问题更能反映出一个人的
真实水平。

●稀奇古怪小问题

除了回答问题的质量以外，
考生待人接物的能力也是导师在
面试中会着重观察的部分。比
如，对人要有基本的礼貌，进门
前要敲门、见到老师要问好等
等。从着装方面来说，建议考生

不要穿着过于正式，会显得过于
拘谨；当然也不能太随便，给人
一种不本分的感觉，最好还是选
择最适合自己的衣服。女生一定
不要画浓妆，即使画也要浅淡一
点。

●礼节着装需重视

这一点看似简单，但却是很
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做事踏实、
稳重，为人实在，有较强的学习
钻研的劲头，能真正投身于学
习，是导师比较欣赏的类型。而
相反，行为随便不够端庄，谈吐
比较傲慢的考生一般会比较排
斥。比如有的考生坐在座位上无
意识的翘腿或者抖动，有的考生

在回答导师问题时，不自觉地指
手画脚，这些都是不受人喜欢的。

其实面试礼仪方面的考查，
也是在考查你平时的为人和习
惯，这些从细节中流露出来的东
西才最真实，所以说到底，考生
要在平时就加强各方面的自我修
养，才不至于在细节上落败。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

山 东 大 学 发 布 公 告 ， 将 该 校
2015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予
以公布，考生可登录“山东大学研究
生招生管理平台”进行查询。同时

表示，该校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复试基本要求 （分数线）

预计在3月中旬公布。

本省链接>>

俗
话 说 ：

“成大事
者，往往
不 拘 小
节”，但这
里 的 “ 小
节”可不是
指 一 些 应 当
做到的细微之
处，对于一些
必须做好的东
西，就算再小，
也当尽力完成，
否 则 难 成 大 事 。
对于考研复试来
说，更是细节决定
成败！

近日，教育部重申坚决取消不
合法、不合理、不适宜的地方性加
分项目。另外，教育部强调，从
2015年起所有试点高校自主招生
考核全部安排在全国统一高考结
束后、高考成绩公布前进行，高考
前不得以任何形式开展自主招生
考核。

教育部明确，要改进投档录取
模式，推进并完善平行志愿投档录
取方式，适当增加平行志愿数量，
降低考生落选风险；鼓励有条件的
省份探索“一档多投”录取模式，依
据考生志愿将档案同时投放多所
高校，增加高校和考生双向选择机
会。要逐步减少高校招生录取批

次 ，
2015 年试行
减少录取批次的
省份要多次模拟、平稳
实施。

据了解，目前上海和浙江已经
明确将取消录取批次，福建省也在
去年率先在高职高专录取中实行

“一档多投”试点。
此外，教育部要求为残疾人考

生等特殊群体平等报名参考提供
便利。近期教育部还将专门出台
保障残疾人参加高考的有关规定。

（本报综合）

不合法地方性
加分项目被取消

打牌、游戏、高消费 有样学样

假期休闲教育
不容忽视

春节，是很多孩子
盼望已久的节日，拿红
包、吃大餐、亲朋好友
团聚一堂甚是热闹，而
家长们在忙碌春节事宜
的同时也放松了对孩子
的管教。在春节热闹劲
儿渐消之际，有的家长
发现自己的孩子除了心
玩散了之外，还在过年
期间走亲访友的过程中
染上了很多不良习惯，
这让很多家长甚是担
心，这些不良习惯一旦
养成，想改可就不那么
容易了。

不知不觉儿子玩牌上了瘾

春节期间，很多家庭都有玩
牌玩麻将这些“保留节目”，然
而这对于身边的孩子来说，并不
是一个好的榜样。“当时只是想
让孩子凑个手一起玩，没想到他
竟然玩牌玩上瘾了。”孙先生说。

从老家回来后，孙先生发现
这几天孩子的心思全放在了玩牌
上，“在老家待了两天，他就和
别人家的孩子玩牌，从老家回来
后，他每天都会打电话组织同学
一起玩。”起初，孙先生还觉得
孩子在假期应该放松一下，但随
着儿子玩牌的劲头越来越大，孙
先生也担心起来。“再这样下
去，真怕会影响他今后的学
业。”孙先生说。

家长莫忽视休闲教育

“青少年的模仿能力特别
强，而且一旦沾染恶习，就难以
纠正。因此过年期间，家长不能
抱着‘玩一玩’的心态，放任孩
子沾染不良习气。”心理专家表
示。当家长发现孩子沾染不良习
气后，千万不能使用粗暴语言对
待孩子，更不能用暴力手段来强
迫孩子戒除。“青少年有逆反心
理，家长发现孩子沾染恶习后，
应该对其加强正确引导，并且通
过教导，让他们懂得其危害，从
而帮助孩子改正不良习气。家长
不应该怕麻烦，同时也要做出榜
样，这样才能给孩子更好的引
导，从而让他们远离不良习气。”

坏了，孩子
把不该学的
都学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