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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A_86_E4_B8_83_E6_c123_279998.htm 随着春节的结束，

回家过节的在校大学生们除了收获了休闲快乐的心情外，很

多人还惯例性地获得了长辈给的数额不等的压岁钱，年龄上

已经成年，却又是在校的学生，在春节里他们应该获得压岁

钱吗？有多少大学生得到了压岁钱？昨日，记者就这些问题

对我市几所高校的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压岁钱现象 现象

一：七成学子拿压岁钱 来自我市4所高校的40名学生接受了采

访，其中24人觉得应该在春节获得一定数量的压岁钱，占到

了总数的60%；1人表示给不给无所谓，仅占总数的2.5%。在

调查中，有10人在这个春节没有拿到任何压岁钱，占总数

的25%；29人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压岁钱，占总数的72.5%，其

中8.6%的学生的压岁钱总额低于500元；1000-2000元的达

到16.3%；2000-4000元的有12.5%；同时还有5.5%的人超过

了4000元。 “我今年的压岁钱已经5000多元了，差不多快赶

上了一年的学费了！”就读于重庆邮电大学大二的陈军兴奋

地向记者“通报”了这个喜讯。“给压岁钱在我家已经是每

年春节的惯例了，以前一般是几百，现在岁数大了，当然要

多一些，但今年是最多的，连我爷爷也给了1000块。不过，

在班里我不算最多的，据我目前了解到的信息，已经有3个同

学比我多了。”陈军如是说。 现象二：自立学子发压岁钱 重

庆工商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大一学生李健，家住垫江的他这个

春节只象征性的收到了20元压岁钱。“以前读高中的时候，

每到春节还可以得到大概400元的压岁钱，现在读了大学，可



能父母长辈们都觉得我长大了吧，就爷爷奶奶总共给了我20

元钱，我也觉得不好意思向大人要。”这个假期，小李在南

坪一个住宅小区里做起了卖鸡蛋的生意，就在前不久，他的

“小店”还成功入住了一家超市，有了自己的专署柜台，李

健说：“都20出头的人了，想想如果还要拿长辈们的压岁钱

就觉得窝囊，这个假期我通过卖鸡蛋也挣到了近400元钱，过

年的时候还给几个侄子侄女每人发了些零用钱，这种成为大

人的感觉，其实很好。” 压岁钱异味 压岁钱变成挥霍资本 就

读于四川音乐学院的大一女生常贷这个春节的“收入”有点

吓人，一万多元的压岁钱着实让她好好的挥霍了一把。“主

要都用在买衣服上面了，还有裙子、靴子、帽子，另外还给

自己买了个手提包，我的音乐手机功能不行，正好把手机也

换了，现在还剩下1500块钱，剩下的先留着，过两天看看还

有没有想买的。”常贷则一脸轻松地告诉记者，她家里的经

济条件比较宽裕，每年的压岁钱都不会比今年少，不过今年

她最喜欢的新年礼物，还是自己在美国的阿姨给她寄来的一

封信。 据调查统计，大学生的压岁钱消费主要用于购物，其

次是各种聚会开支。“算上明天的聚会，这已经是我这个假

期的第五场聚会了。”四川外语学院日语专业的张文告诉记

者，自从她放假以来，同学聚会、亲朋好友聚会等各种类别

的聚会一直没有停止过，而许多聚会都选择了KTV、酒吧、

西餐厅等高档消费场所，过年所得的压岁钱也基本上全都投

入其中。 压岁钱开始“物化” 就读于西南大学食品科学专业

的王静这个春节得到的“压岁钱”有些特别，那就是一

台MP3，小王告诉记者：“以前过年都可以得到1200元左右

的压岁钱，而今年大人们似乎都商量好了似的，统一拿出包



装精美的小礼盒相互赠送，我弟弟得到的是一双运动鞋，而

我得到的是一台MP3。除去这些，就不再给压岁‘钱’了。

” 同王静的情况一样，重庆后勤工程学院05级建筑学专业的

黄胜这个春节也没得到“压岁钱”，代替它的是一款价

值4000多的智能手机。然而，面对这些实实在在的礼物，学

生们却开始犯愁了，“压岁钱我还是希望能拿到现金比较好

，至少可以自己想要什么就去买什么。”黄胜的一席话，却

和绝大多数大学生的想法不谋而合。 压岁钱声音 学子：不同

家庭态度迥异 来自安徽的西南大学2005级法学院学生赵彬，

从大一开始，每逢节假日，他都会去打工，这让他体验了父

母赚钱的不易。自打工后，每当过年亲戚给他压岁钱时，他

都会拒绝。赵彬认为，大学生本身就是成年人，思想上也应

该成熟。小的时候不懂事，认为谁给钱多谁就对自己好，有

时自己也胡花一通，根本没有想过父母是不是在给别的小孩

压岁钱上出现“赤字”。现在上学要向家里要钱，过年更不

应该再像小孩一样要压岁钱了，也算是为亲戚“减负”吧。 

来自重庆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大三的孙燕同样也在春节里获得

了5000多元压岁钱。“我自己家里的亲戚长辈总共只给了

我600块钱。其他的都是我父母做生意时结交的朋友给的，我

父母也同样给他们的孩子那么多压岁钱，到最后是双方的孩

子受益，还促进了大人之间相互的交往，家长和我们都是很

乐意的。”孙燕认为长辈给小辈压岁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家长：渴望孩子自立有孝心 家住江北五里店的王女士自称已

经数不清这是第几个年头给自己的孩子好千元的压岁钱了，

对于她来说，宽裕的家庭条件，这点钱一点也算不了什么，

只是她心中有一直一丝的期盼，期盼着孩子有朝一日能反过



来孝敬父母。“孩子上了大学后，就不该得压岁钱了。”王

女士对记者说：“现在许多家庭经济条件都好了，除了供孩

子读完大学，过年过节过生日，还要给孩子大笔的钱，不是

因为那笔钱该给，往往只是父母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读大

学的孩子都应该算是成年人了，成年人就应当自食其力，如

果孩子什么时候能够学会孝敬父母，不管是以何种方式，我

都会很满足。” 专家：压岁钱应是象征意义 重庆邮电大学从

事多年教育工作的曾维伦副教授告诉记者：压岁钱的本意是

一种长辈对下一代的关爱和祝福。他认为，尽管大学生已经

成年，但长辈象征性的给一些压岁钱是可以的，这也是春节

表达祝福的一种方式。而现在孩子每年收到的压岁钱少则几

百，多则几千、上万这样的情况让压岁钱的含义发生了一些

质的变化。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主要还是家长的观念

有问题，很多家长移物作情，觉得似乎钱给得越多关爱就越

多，而攀比心理则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大人给孩子派发压

岁钱，不应该用数量多少来衡量，具有的象征意义才是压岁

钱存在的最大价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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