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地时间 1 月 2 8 日， 2 5 岁的英国男子 Jam es�Buggle在伦敦东部展示了世界上最小及最具

实验性的汽车P5 0 �Peel 。 该车据称是世界上“最小的量产汽车”。 这辆小车只有三个轮子，高 4 8

英寸（约 1 . 2 米），十秒内速度可达 2 8 英里（约 4 5 公里）每小时。 （据网易）

当地时间 1 月 2 6 日，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基洛纳，工作人员擦拭巨型祖母绿宝石。

当日，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基洛纳，一枚巨型祖母绿被人们揭开神秘面纱。这枚名为“特

奥多拉”祖母绿重 5 7 5 0 0 克拉（约合 1 1 . 5 千克），据称是世界上的最大的祖母绿宝石。 （据网易）

世界最大祖母绿宝石亮相加拿大世界最小量产汽车现身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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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观察说，对于中国的

“90 后”甚至“00 后”的孩子们来说，与往

年相比，今年他们的新年愿望有了明显改

变。 价值不菲的电子产品成为他们的新

宠。“哪个家长能抵抗住孩子的强烈要

求？”文中如是说道，随着中国家长越来越

有钱，孩子们的压岁钱也逐年看涨。 少的

几百元，多则上万元。有家长统计，春节期

间总共花出去的红包在六千元到一万元，

相当于部分工薪阶层一到两个月的工资。

乐了孩子，苦了家长。对于这种现象，

外媒称，中国现在有个流行的词是———压

力山大。

马来西亚《星报》网站也注意到，很

多中国孩子在过年时更愿意收到一台 i-

Pad 作为新年礼物， 文中风趣地说：“比

起压岁钱，这个更实在，当然，也更让长

辈们心疼。 ”

红包坐地起价 外媒替中国家长“喊疼”

回归祝福本意 各国已在想法省钱

看看国外咋给压岁钱

从前，越南人过年给孩子的压岁钱一

般只是小面额，但随着经济发展，越南人

也有同中国人类似的压岁钱“变味”的烦

恼。

在越南，给压岁钱最初是指将铜钱串

起来，用红线绑成龙形或宝剑形，放在孩

子的床脚或枕边，以震慑妖魔鬼怪，让孩

子安心睡眠。之后压岁钱演变为新年送红

包，意味着能给人们带来喜悦和幸运。

实际上， 这种习俗很有可能传自中

国：越南语中一个表示压岁钱的词“lixi”，

就源于中国南方地区的“利是”一词。

从前长辈给孩子的压岁钱并不多，象

征性地给个 500 越南盾或 1000 越南盾（1

元人民币约合 3 3 0 0 越南盾）， 有时不给

钱，就给块儿糖果。但随着经济发展，人们

给的压岁钱也越来越多。

按照眼下越南的行情，根据个人关系

的亲疏远近， 压岁钱一般从 5000 越南盾

到 10万越南盾不等。 原本长辈给孩子压

岁钱是体现对孩子的美好祝愿，如今却成

了一种负担。

越南网站介绍了这样一个笑话：一名

农村妇女的哥哥在城里做官，每年大年初

二，她就让自己孩子到大舅家串门，以便

能得些压岁钱，有一年竟拿回了 300 万越

盾，比种田一年的收入还多。

越南专家因此呼吁，应引导孩子正确

理解压岁钱的含义， 合理使用压岁钱，让

这一传统习俗发挥积极作用。

新加坡的经济发达，但在压岁钱上最

吝啬。新加坡人上门拜年，也发压岁钱，但

是新加坡家长给孩子派发的红包，数量虽

多但分量很轻。他们给的对象是孩子和未

婚的男女青年，只要对方来拜年，都有红

包拿。

不过，打开红包抽出的可能只是一两

张 2 新元票面的新币（1 元人民币约合

0 . 2 新元），最多也就是 10 新元（一般都是

双数），不到人民币 50元。不过，孩子们也

并不介意，因为孩子们互相“攀比”的是谁

拿了多少个红包，而不问你拿了多少压岁

钱。

在新加坡人看来，红包的作用只在于

给孩子节日的气氛， 增加家庭的温馨，是

区别其他节日的一项内容。

日本小孩子虽然也能拿到压岁钱， 但受

到经济萧条影响，压岁钱今年大打折扣。

据《京都新闻》27 日报道，日本京都中央

信用银行 26 日发布的“2012 年压岁钱大调

查”结果显示，由于日本经济不太景气，甚至

很多家庭一整年的收支是赤字， 所以今年日

本孩子们平均每人拿到压岁钱 35661 日元

（约合人民币 2 9 2 6 元）， 比去年平均额减少

525日元，也是自 1997年以来最少的一次。

该调查从 1 月 4 日至 6 日进行， 从学龄

前儿童至高中生约 1173人参与。

对于压岁钱怎么花、花在哪，日本《每日

新闻》特意做了一份调查，排在首位的是“买

游戏”；第二位是“存下来”；第三位是“买书”，

但第四位“买玩具”的比例为 11.0%，比去年

减少了 6.3%。

此外，受经济不景气影响，日本黑社会团

体趁机通过发压岁钱渗透自己的势力。

据日本《东京新闻》报道称，日本黑社会

团体年末会举办年糕大会等例行活动， 向普

通市民发放压岁钱。

压岁钱从 1 万日元到 3 万日元不等（1

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7 5 0 元），压岁钱的信封上

写有黑社会团体当家的名字。有趣的是，很多

中学生听说有压岁钱拿，都飞奔而去。这样的

举动已经受到日本警察的关注。

韩国人过农历新年， 特别重视年初一的

“祭礼和岁拜”仪式。祭礼完毕，晚辈要向父母

和其他长辈磕头拜年，行“岁拜”礼，而长辈则

要给晚辈压岁钱。

或许是富国的共同特点， 韩国人的压岁

钱和新加坡人一样，也不算多。 一般来说，给

尚在读小学的孩子 5000 韩元至 1 万韩元（1

元人民币约合 1 7 8 韩元）；给初中生 1 万韩元

至 2万韩元；给高中生 2万韩元至 3万韩元。

然而，由于近年来物价上涨，经济形势不

好，韩国人也面临着压岁钱的苦恼。 不过，韩

国人的对策更具创新性。

韩国一家银行就推出了“外汇压岁钱”。

这种分为 3种套装的“外汇压岁钱”，由美元、

人民币、欧元、加元和澳元这 5 种货币中的 3

张至 5张纸币组成，样式丰富多彩，售价最贵

的不过 4.85万韩元，深受家长的欢迎。

一些家长认为，这种外汇压岁钱，不仅可

以让孩子们了解汇率知识， 而且外币还具有

一定的收藏价值，可谓一举多得。

外媒称中国家长“压力山大”

最初是串铜钱助孩子睡眠

红包数量多但分量轻

经济不景气红包大缩水

“外汇压岁钱”增长知识又可收藏

“压岁钱”因何而来有多种说法，其中一

说认为，源于北宋的一次偶然事件。

据史籍《桯史》记载，北宋神宗年间，某年

春节夜晚，当时的朝廷枢密副使（副宰相）王

韶的小儿子南陔，跟随着大人在汴梁（今河南

开封）的街头观灯游玩，不料，被歹人掠走。

歹徒本准备勒索王韶一笔钱财， 但逃跑

途中，聪明的南陔在看见途经的车子后，大声

呼救。歹人连忙放下南陔，仓皇逃跑。后来，宋

神宗得知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就赐予南陔

一些金钱，给他压惊。

此事流传到民间后， 人们纷纷效仿宋神

宗的做法，在过年的时候，除了给孩子们买爆

竹、吃食外，还要专门给孩子们一些压惊的零

用钱，并称之为“压岁钱”。

《清嘉录》中说：“长幼度岁，长者贻小儿

以朱绳缀百钱，谓之压岁钱。”意思就是说，大

人在春节时都要给孩子用红绳子穿的百枚铜

钱，称之为“压岁钱”。

（综合《法制晚报》、《半岛都市报》）

“压岁钱”习俗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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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很多人发现，随着物价上涨，压岁钱也是“坐地起

价”。 几年前的一二百元，现在基本已拿不出手，而发出去的一个个动辄上千元的红包也让 7 0 后、

8 0 后们叫苦不迭。记者发现，除了我国，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国也都有发红包的传统。越南同样饱

受红包上涨之痛。 唯有新加坡，压岁钱仍保持着讨吉利的传统，两元钱就可以讨得孩子欢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