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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下的红包情结》

前言

　　从吉祥如意保平安的福祉象征，到寻常百姓家你来我往的心意传达，再到求人办事的必经之道，
红包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迁。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发展传统催生了“求人办事找关
系”社会风尚的形成。身处“关系”社会，人情网络的“构建”成为百姓们的“必修功课”，而红包
，似乎成了“必修课本”，求人办事的紧急时刻更是“死啃课本”，塞红包打通关节。　　在如此汹
涌来袭的“红流”面前，有人不堪人情债重负，叹“红海”之难逃；有人成了“红海”的弄潮儿，在
“红包权术战”中屡战屡胜⋯⋯对于红包，有人喊停，说它的存在是各界腐败的根源，是功利心理盛
行、世事人情淡漠的原因；却也有人叫好，说它是激励机制的体现，是使百姓走向理性的催化剂。　
　面对以上各方论述，本书在占有大量详尽资料的基础上，客观地还原了红包原貌，尽可能多角度、
有深度地向读者展示红包在现代社会中的真实“角色”，并试图通过红包这一切入点，一窥中国“关
系”社会的概貌以及红包症候群人情世故中的微观运作逻辑。同时本书作者对红包滋生的各界腐败问
题均做出了某些思考，得出了一些观点，希望能够给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并且通过这些小小的
启迪引发读者们对于红包现象更加深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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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阳光下的红包情结》从社会学的角度，以平民化的语言和你我身边的真实事例，对阳光下的红包情
结进行深度剖析，望能引发读者更多的思考。当变异的红包超越“压岁文化”的时候，商业活动的“
红包”风、腐败官员的“红包情结”、演艺圈的“身体红包”、亲友往来的礼金清单、手术室外的“
潜规则”滚滚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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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红包人情，钱包不堪承受之重红包喷毒高官落马高薪养廉与红包相遇业界红包连连看“才”与“财”
：哪个更有分量“身体红包”：娱乐圈的潜规则为现代红包正名原汁原味：红包文化的心灵期盼编后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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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红包人情，钱包不堪承受之重　　红包，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礼尚往来的一种民俗物品，有维系
亲友关系的作用。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抱怨：今天的红包，虽然分量越来越重，可其所富有
的人情味却越来越淡。许多人表示，送红包，已经变成自己一项沉重的负担。而且不光送红包的愁，
因为担心要回送红包，收红包的也愁。昔日红包是表达人情的好方式，现在却几乎人人谈“红”色变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对红包人情持肯定态度，认为这是集资的一种手段，这样“集小钱、成大钱”
，收红包的人可以利用礼金去投资。红包人情，到底功过如何呢？　　红包的历史　　红包文化，源
远流长。作为中国传统节俗之一，发红包，给压岁钱从来就是孩子们过年的期盼之一；后来，送红包
慢慢不再仅限于过年送孩子，而是变成人们送人情的一个好方式。今天你结婚，我送你100元，明天我
做寿，你送我200元红包，开始变成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过年过节要送，求人办
事要送，大小喜事更要送，可以说现在的人们对红包并不陌生；然而，很多人也开始抱怨：红包早已
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红包”了！笔者所采访的长沙的张女士就表示：红包早已经不再像原来那么“
单纯”了！它不再仅仅是作为民间维系亲友关系的物品，也不再仅仅是表达祝福吉祥之意了！红包，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异”？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让我们回到从前——到底最初的红包是什么样的
呢？　　红包的由来　　发红包，最初只是中国人春节的一个传统。红色，符合人们喜欢喜庆、吉祥
、红火的心理习惯。红包一般都是由长辈发给晚辈的，结了婚的则一般就不再发。所以有些年轻人在
结婚的前一年，总会要求更多更大的红包，以做“最后的弥补”。红包中装的钱一般都会尽力凑个吉
利数，比如尾数为6、8，表示顺利、大发的意思。红包的本意是用红纸传达长辈对晚辈的祝福、愿望
，所以一般人认为在长辈面前打开红包，是一种极不礼貌的行为。　　红包最初的形式也非常有趣，
因为源于春节，所以红包又被叫做“压岁钱”。取这样的名字，是因为“岁”与“祟”同音。“压岁
”表示给孩子去掉一年的邪气，因为“压岁钱”可以用来镇压鬼怪，或者贿赂鬼怪。古代的父母，用
红绳串一百枚铜钱，表示让孩子长命百岁。清代诗人就曾在《压岁钱》中这样描述，“百十钱穿彩线
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箫价，添得娇儿一夜忙”。《燕京岁时记》中也曾记载，有一种压
岁钱是用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不过，这只是压岁钱的一种形式，现在人们广为采用的，是
另外一种形式，即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古代给压岁钱的方式也特别有趣，可以拜年的时候在众
人面前给；也可以在除夕夜等孩子入睡时，父母偷偷地塞入枕头或者是放在床底——这有点类似于西
方送孩子圣诞礼物。不过，如今还保留这种给红包方式的，大多只是针对孩子了；而且农村比城市更
加常见一些。如有些农村，孩子们的压岁钱则是父母在除夕夜偷偷放入新衣新袜中。　　关于红包和
压岁钱的由来，有一些饶有趣味的传说。有一种传说是这样的：在古时候，曾经有一个叫做“年”的
可怕怪物，它专门吃幼小的孩童，非常残暴，老百姓闻风丧胆。后来，终于有一位手持盘状神器的神
仙在腊月三十的晚上降服了“年”——从此以后，人们就在除夕晚上贴春联、放爆竹来“过年”；而
有幼小孩童的家庭，就会同时让孩子们捧一果盘，盛上水果美酒，以表示用神器驱除鬼神，赶走妖魔
、邪气。这样的盘就被叫做“压岁盘”，后来，人们又用彩绳串铜钱做成“压岁钱”来代替“压岁盘
”。等到纸币出现以后，人们又用红纸封装，做成“红包”。　　另一种传说则是：传说古代有一个
叫“祟”的小妖，黑身白手，他每年除夕夜里出来，专门摸熟睡的小孩子的脑门。小孩被摸过后就会
发高烧、说梦话，退烧后就会变成痴呆疯癫的傻子了。大人们怕“祟”来伤害孩子，常常在除夕整夜
亮灯不睡，这也叫做“守祟”。有一户姓管的人家，夫妇俩老年得子，十分珍爱。在年三十晚上，为
了防止“祟”来侵扰，这对老夫妻不敢睡觉，用红纸包了几枚铜钱，逗着孩子玩。但随着夜渐渐深了
，小孩子受不了，先睡着了，老夫妻年岁大，也熬不住，一看都已是四更天了，想来那“祟”该不会
来伤害他们的孩子了吧！这对老夫妻便把包好的几枚铜钱放在孩子的枕边，睡了。可他们刚一睡着，
一阵阴风吹过，黑矮的小妖就进了屋，就在他要用手摸孩子头的时候，突然孩子枕边发出一道金光，
“祟”尖叫着逃跑了。很快，这件事就传开来，大家纷纷效仿，在大年除夕夜里用红纸包上钱给孩子
，“祟”就不敢再来侵扰了。因而人们把这种钱叫“压祟钱”，“祟”与“岁”发音相同，天长日久
，就被称为“压岁钱”了。　　过去的红包　　可见，红包最初的意思，就只是表示驱邪、祈福。随
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传达美好祝愿的物品，开始慢慢扩大它的“应用范围”。人们不再仅仅
在春节过年的时候送出红包，寄托良好祝愿——大大小小的喜事喜宴上，人们也逐渐开始给个红包，
送送人情，“意思意思”。不过，那时的红包，与现在又有所不同。　　说起以前的红包，武汉市武
昌区的张爷爷感触颇多：“我们那个时候，送红包哪里要那么多钱啊！同事结个婚，最多几块钱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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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应付了。一个红包，薄薄的，拿在手上都轻飘飘的没啥分量——哪里像现在，红包都厚得像块砖头
了，那可真是吓死人。还真是时代不同了啊！不过你别说，咱们以前的红包，它轻归轻，它表示的情
意可不轻啊！每次办喜宴，大伙儿凑一块，热闹得像一家人似的：咱们自个儿又唱又笑的，哪用专门
请什么司仪来找乐子啊！那个时候人心拢啊，拿着红包都觉得暖到心窝子里去了——那哪是钱，那就
是人家的一份心、一份情啊！多也好，少也罢，情意到了就行啊！哪里用来和人家攀来比去的。”　
　确实，由于消费水平、物质条件的不同，过去钱包的“含金量”自然比不上现在。而且，由于时代
不同，人们的观念也不一样；那时候的人们，不管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都一律尊崇勤俭朴素的传统
美德——连衣服的颜色几乎都统一成青、蓝“二原色”。刚刚走过“饥饿”的艰苦岁月，好不容易能
够将肚子填饱，人们自然把高额的消费送礼当作最可耻的事情——更有甚者，大呼“铺张浪费就等于
犯罪”。从老百姓的心理来看，送高额红包是不太现实的；而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集体主义反复
提倡人们节衣缩食，对过多的个人消费深恶痛绝；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来我往送红包，而且量还挺足
——那估计更是“大逆不道”了。　　可是，就像张爷爷说的那样，虽然以前红包的分量比不上现在
，但其所表示的人情味却比现在要浓厚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红包所表示的含义比较
单一。大家仅仅把它当作传达祝愿和祝福的方式，而不带有其他诸如炫耀、攀比的成分。红包的“流
动范围”，也更多地只是在亲朋好友的小圈子中，远远没有现在那么大：虽然送红包的人相应也没现
在多，但大家都是“自家人”，彼此更加熟悉。如此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送红包更多是出于亲情
、友情；而为了面子去应付的成分则相对要少。大家“送得真心，拿得开心”，所以红包不会像现在
这样变味。　　虽然如此，送红包还是有一定规则的。湖南有句民俗谚语，叫做“亲兄弟，明算账”
。意思是说，就算是同胞兄弟，但是你来我往送礼，大家心中还是得有数。株洲的陈阿姨以前参加的
喜宴，客人入座前先要去专门“写礼”（即记上自己的名字和送出的礼金）。这样的话，主人以后“
还礼”就能“有据可考”。可见，就算是几十年前，在亲朋圈中，送红包还是要遵循“礼尚往来”的
原则。“别人送给你，你不回送——那是要被人看不起的。”张爷爷这样说道。而且，还礼的时候，
礼金一般不能少于别人先前送的，有时甚至还要往上再加一点。另外，送的多少要根据感情的亲疏来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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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教育乃国计民生之基。　　——俞敏洪　　倾听民声。关注民
利。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首位。　　——关颍　　以民为本，关爱民生，实践科学发展观。　　——
谢湘　　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服务和谐促稳定。　　——高晶　　情系民生
，尊重民意，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莫宏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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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红包现象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民生话题。随着社会的发展，红包文化历经了深刻的变迁。从长
辈对晚辈的祝福与庇佑，到百姓间沟通人情的“表示”、官场腐败的罪魁祸首、各业界美其名日的不
合理收费⋯⋯本书在占有大量详尽资料的基础上，客观地还原了红包原貌，尽可能多角度、有深度地
向读者展示红包在现代社会中的真实“角色”，并试图通过红包这一切入点，一窥中国“关系”社会
的概貌以及红包症候群人情世故中的微观运作逻辑。同时本书作者对红包滋生的各界腐败问题均做出
了某些思考，得出了一些观点，能够给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并且通过这些小小的启迪引发读者
们对于红包现象更加深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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