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蹦蹦跳跳的压岁钱
■王天瑞

������“新年到 ，新年到 ，穿新衣 ，戴新
帽，吃饺子，放鞭炮，压岁钱，向我笑，
招招手，蹦蹦跳……”是的， 压岁钱蹦
蹦跳跳而来， 又随孩子们蹦蹦跳跳而
去……

压岁钱， 是孩子们过春节时的最
爱。有了压岁钱就有了糖葫芦，有了压
岁钱就有了玻璃球， 有了压岁钱就有
了电光陀螺， 有了压岁钱就有了小人
书……

压岁钱，象征吉祥吉利，象征祝贺
祝福， 也象征一年到头有钱花。 压岁
钱里， 蕴含着浓浓的亲情和殷殷的爱
意。 压岁钱， 是中华民族尊老爱幼优
良传统的最实际体现。 在春节这个大
喜日子里， 尤其是在晚辈给长辈行磕
头礼 、 表示对长辈敬重和祝福的时
候 ， 长辈同时给未成年晚辈发压岁
钱， 这岂不是表示对晚辈浓浓的亲情
和殷殷的爱意吗？ 当然， 本家人、 本
族人行磕头礼和发压岁钱， 还能对家
庭团结和密切亲情起到无形的促进作

用。
压岁钱，也是中华民族重礼仪、重

情谊的最实际体现。压岁钱里，也蕴含
着深深的友情。从正月初二开始，农村
里，家家户户都要走亲戚、看朋友。 亲
戚朋友见了亲戚朋友的未成年晚

辈———儿女或孙子，都要给压岁钱。有
的亲戚朋友在给压岁钱的时候， 为了

面子或为了礼尚往来， 常常暗藏着攀
比和炫耀心理，就比着给钱多，想通过
给更多的钱而获得自豪感， 让亲戚朋
友说大方、舍得、阔气、排场……

在春节前，谁是长辈人、谁过春节
有发压岁钱的任务，心里都清清楚楚，
于是，他们就要提前做好准备。根据我
国吉祥文化的习俗， 长辈人在准备压
岁钱时，要准备崭新的钱，要准备红色
的钱，要准备装钱的小红包。有的人还
特地准备一些连号钱，寓意连连好事、
连连好运、连连高升。 当然，只有做好
了准备，到时才不会措手不及。什么时
候发压岁钱呢？ 一般情况下，本家人、
本族人发压岁钱， 大多是在除夕夜吃
饺子前或在春节早晨吃饺子前， 而亲
戚朋友之间发压岁钱， 那就等到正月
初二以后互相走亲戚、 看朋友的时候
或机缘巧遇了。

豫东农村的老年人都知道， 长辈
人发压岁钱， 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
化的。 1949 年，新中国刚刚成立，长辈
人发压岁钱，大多是给 100 元、200 元
或 300 元。 读者朋友，别误会，那时的
1 万元相当于现在的 1 元钱， 那时的
100 元，也只能买三五个梨膏（糖块）。
1955 年 3 月 1 日起，我国币制改成了
元角分，长辈人发送压岁钱，大多是给
5 分钱或 1 角钱。 当时，1 角钱已是个
不小的数目了。 1958 年后的几年里，

人们吃树皮、吃草根、吃红薯，手里没
有钱， 绝大多数长辈人都不再发送压
岁钱了。仅有个别人家卖点碎铜烂铁，
买一把两把糖块，当有晚辈来拜年，送
一两个糖块尝尝，就当是压岁钱了。当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以后， 农村人家
富裕起来，压岁钱也就年年攀高。长辈
人发压岁钱，有给 5 元、10 元的， 有给
30 元、50 元的， 有给 100 元、200 元的
……至于有人给 1 万元、2 万元，也许
他另有图谋，那就另当别论吧。 其实，
对于压岁钱， 一般人谁也不会在意钱
多钱少， 而在意的却是压岁钱里的亲
情、友情、深情。

孩子们每当得了压岁钱， 无不蹦
着跳着向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报喜：
“这是姥爷姥娘给的压岁钱！ ”“这是舅
舅妗子给的压岁钱！ ”“这是姑父姑母
给的压岁钱！ ”“这是姨父姨母给的压
岁钱！ ”……不同人家对孩子的压岁钱
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 有的人家任凭
孩子花销，花光拉倒。有的人家全部没
收，准备贴补家用。而大多数人家则是
让孩子花一小部分， 将一大部分或存
起来、或准备在开学后给孩子交书钱、
学费……

望着自己的压岁钱， 有的孩子笑
了， 有的孩子哭了， 有的孩子大惑不
解，有的孩子莫名其妙……

春韵一束

■毕雪静

春雨
一

昨夜落田家，隔窗笑语哗。
已觉风转暖，只等柳抽芽。

二

因爱落红尘，花枝一夜新。
天明休问我，是否润诗心？

春花
一

春风醉了谁？ 陌上菜花肥。
我打花间过，蜂蝶绕我飞。

二

一笑美绝伦，蜂蝶恋蕊心。
妖娆呈异彩，争艳闹三春。

春梅
一

扶雪鹅黄嫩，新枝幻亦真。
幽香裁几缕，寄与爱春人。

二

昨夜起相思，窗前念旧枝。
园花应谢了，还欠小梅诗。

春风
花气催枝动，梅声过垄喧。
闲来执画笔，先使柳条弯。

春草
铺绿宴新春，随风舞绿裙。
溪边人少处，自在做嘉宾。

春行
家乡久相违，今见满园菲。
枝上桃嗔我，因何忘了归？

初春
乍暖还寒倦意浓，枯枝又缀雪晶莹。
园中桃李溪边柳，正等痴心二月风。

探春
一

夭桃红谢绿攀枝，碧野无垠一望痴。
柳絮未飘人不老，好风随我探佳时。

二

柳渐青黄绿渐多，枝头雀鸟唱春歌。
诗家有女归来晚，为看城西韵满坡。

������金鸡辞旧岁，旺狗迎春来。我们历
来把过年贺新春当作最隆重的节日庆

典，这不，还是老传统，吃了腊八饭，就
把年来办。

去年爸去世之后， 我们姐弟几个
对妈照顾得更是无微不至。该过年了，
妹妹把妈接到了身边， 小区的环境很
好，妹妹一家人喜欢种花养鱼，就算是
寒冬，妹妹家里仍是绿意盎然，妈妈满
心欢喜。

妈妈也是个闲不住的人， 七十多
岁的她，除了照顾好自己，还力所能及
地做些家务， 时常变着花样为我们做
些家乡特色美食：手工馍、手擀面、炸
油饼、小咸菜……点缀着我们的饮食，
新鲜着我们的味觉。 “家有一老，如有
一宝”，儿女无论长多大，不管走多远，
家是我们心中永远的港湾， 妈是我们
心中永远的温暖。

过年的味道，是幸福的陪伴。
隆重的节日里，缅怀已故亲人，也

是必不可少的一项日程。 腊月二十二
这天， 姐弟们早晨六点出发赶往永城

老家，去祭奠亲人。我们来到爸爸的墓
碑前，看着爸爸的遗像，禁不住潸然泪
下：爸爸，这是您离开我们之后的第一
个春节，我们多么想您啊！ 您走了，不
再计划着怎样准备年货， 不再忙碌着
买这买那， 不在指挥着我们走东家串
西家去拜年， 也不再叮嘱我们别挂念
家，好好干工作了……您的养育之恩，
我们永远铭记。

过年的味道，是眷眷的思念。
腊月二十六，按妈妈的计划，这天

开始蒸馍。 我们蒸了白面馍、 玉米面
馍、豆面馍，一排排挺立的馒头，像站
岗的卫士精神抖擞。我小的时候，我们
一大家人会蒸一个大大的团圆馍。 在
当时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 那可是只
有除夕和初一才能吃上两块儿的美

味。
因儿女子孙们相继成家立业，大

家庭有了更多的分支， 所以团圆馍的
数量每年都增加， 我们乐此不疲地做
第二个、第三个……忙得不亦乐乎，欢
声笑语此起彼伏。

过年的味道，是忙碌的欢颜。
腊月二十八，开始炸东西啦。看到

我家炸东西， 你一定会惊讶地竖起大
拇指。 炸麻叶、炸丸子、炸豆腐、炸莲
藕、炸排骨、炸鱼、炸鸡子、炸黄花菜，
应有尽有。 一上午工夫， 家里盆盆碗
碗、锅里、冰箱里到处都是吃的，处处
弥漫着香味，看到啥都想尝两口。难怪
每年过年要胖几斤呐。

腊月二十九包饺子，全家齐上阵，
盘馅的、和面的、擀皮的、包的，人人大
显身手，像是开展比赛似的，就连不满
两岁的小侄女，也会捏个小面团。

过年的味道，是丰收的庆典。
除夕那天，一年的辛苦结束，一年

的忙碌变成幸福， 一年的奔波当天止
步，一年的期盼化作满足，全家人围坐
在餐桌旁，共享团圆。

生活富足的新时代， 大家已经不
在乎吃什么、喝什么了，人们更看重忙
碌了一年，终于得以团圆的那份亲情，
亲人、 朋友间的嘘寒问暖和彼此诚挚
的祝福，更让人感觉幸福、温暖。

过过年年的的味味道道
■■张彩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