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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到过年，长辈都要给拜年

的晚辈一个红包，意在传递好运，
也是祝福与关爱。而有些父母还
喜欢在除夕夜把红包悄悄放在孩
子的枕头下，一是让孩子一早起
来有个惊喜，二是夜里放下红包，
据传能镇恶驱邪，愿孩子平安迎
新年。多年传承，心意美好。可北
方人说，这红包习俗是源于“门
包”，就又有点其他意思了。

“门包”，也称规礼、陋规，具考
始于清朝。在《红楼梦》第六回，刘
姥姥一进荣国府时，就遭守门人一
顿嘲弄与哄赶，不准进大门，也不
给通报。如果刘姥姥当时给守门人
塞上几个钱，再点头哈腰恭维两
句，可能就进去了。奈何她是又穷
又不懂规矩的乡下人。当然，也有
懂这规矩的。徐珂的《清稗类钞》
（中华书局1986年版）记有一新上
任的小官要去高门大院拜见上级
大人，始遭拒。转而守门人索要一
百钱方可通报。小官穷，只好借来
交了。门人放行，可加了一句“想见
大人再拿一百两银子”，并明言一
百钱是让你进，一百两银子是让你
能见到老爷。这就好比市场购物，
明码实价，小货小价钱，大货大价
钱。进门，出小价钱，拿小“门包”。

见官，得出大价钱，拿“大门包”。这
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规矩。守门人
懂这规矩，学以致用。守门人地位
虽低，可也是一道卡，一道程序。想
进去，不塞上点银子，他就用一句

“老爷不在”或“主人睡着呢”等着
你。你说他搪塞，他说这是“职责”。
若递上俩钱，这“职责”就可变通，
有钱能使鬼推磨嘛。所以，旧时登
大宅门求事者，都要先封一大包，并
声言“孝敬老爷”，再塞小包于门人

“喝茶，买包烟”。两样相搭，不但放
行，还保证“老爷刚好在家”。这种陋
习就是旧时处事规矩，就是钱能通
神，无钱寸步难行。旧时，钱财通融、
行贿受贿成为社会陋习，大门大收，
小门小收，行行业业，处处伸手，风
雨无阻，不能断绝。原因是“有权不
用，过期作废”，于是“下知上行，上行
下效”。“门包”的作用说其小，可让一
个人养成克扣百姓贪赃枉法之恶
习，坏了人的品德。言其大，它又能

“星火燎原”，毁灭一个朝代。
“门包”咋又变成“红包”了呢？

二
据《清稗类钞》记载，贿赂守

门人，递上银两“门包”这一恶习
是肇于吴三桂。当年他想出山海
关找多尔衮借兵打到京城为己报
仇，而守门将领不准。于是“以重

资赂其左右”始得出关。这才有了
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灭了明朝之
事。纵观几百年“门包威力”真是
不小，它与经济搭帮坏经济，与政
治厮混毁政治，与社会风气拱档
就冲击正能量。

清时，一些衙门与官吏府邸，
仗其有权向来访下属索要献金、礼
物、“门包”已成习惯，体制内之人
心照不宣。下级各类小官为应付此
需，唯一办法就是向民众加派赋
税、杂税。收上来一部分向上打通
关节，一部分私分自享花天酒地。
于是，盐政加“匣费”税，学政加“棚
规”税，司法加“赃罚”税，军队有虚
报名额、克扣粮饷等。贪污盛行，吏
治大坏形成气候。雍正朝时，朝廷
想以“火耗归公”发给官员补贴以
求“养廉”，可这种补偿哪有向民众
捞来得多啊，因此，并未生效。由
此，流毒四溢，官府上下人人伸手，
大宅门人都要向登门办事者索要

“通报费”，兵丁们向街头地摊小商
小贩收“地皮费”，令民怨四起。

到了乾隆时，皇帝也听闻了一
些“门包”之事引起的事端，曾有谕
旨禁止“门包”陋习，一切官府不准
向属下收取“门包”；一切高门府邸
的门人也不准向来求事者索要“好
处”。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让索

要进门钱，那就不开门，不通报；不让
大官收银包儿，他就“病”了，“睡”了，
不办公。于是，这种制度运转不灵，官
吏各怀私利的社会“盛景”，让乾隆老
头儿也没了主意，只能默许下面照收，
但要收就收得好看些，可将银两用红
纸包裹，表面写上“门敬”或是“门礼”，
表示全是因事而自愿。据说这就是“门
包”变“红包”之由来。清官场红包的兴
盛，其实是社稷衰败的信号。

如今，过年了，长辈给孩子发个
红包压岁，单位给员工发个红包感
谢与奖励，是应当的，这与清朝官场
的“红包”有本质的不同。

今年春节，宁波一企业向350名员工发放了每
人500元的“敬老金”礼包。这是公司专为员工父母
准备的新春贺礼。公司负责人表示：“在外务工，一年
到头难得回家。公司给员工父母发福利、送祝福，让
他们也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短评：员工与企业是劳动合同关系，但这并不排
斥感情的存在。相反，融洽的感情能使企业与员工双方
受益。给员工父母发“敬老金”，就是企业拉近与员工心
灵距离、沟通感情的一个创举。谁没有父母？你尊重我
的老人，就是给我以很大的尊重。你敬我一尺，我敬你
一丈。作为员工，企业给我尊重，我当然要在工作中回
报企业。企业与员工感情的良性互动，最终会转化成生
产力。那些常抱怨员工不好管理的企业，面对给员工发

“敬老金”创举，不妨想一想：我对员工有哪些温暖的投
入？冰霜雪雨，岂能有姹紫嫣红的回报？临渊羡鱼，不如
退而结网。要使企业春风永驻，请从温暖员工开始。

今年春节前，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综合行政执
法局“喊”商户店外摆摊：1月19日至2月17日，允许
外摆经营。夏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表示，这并不
是该县第一次实行临时外摆，临时外摆主要为了方
便市民购物，同时促进商户营收。

短评：在不少地方，城管与摊贩常上演“猫捉老
鼠”的活报剧。过度执法常让人怀疑城管执法的目的。
夏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主动“喊”商家到店外摆摊，以
实际行动亮明了执法的目的：为人民服务。摊贩摆摊
是为了生活，天经地义；行人需要畅通的道路，无可厚
非；市容观瞻及秩序不应因个别人受到妨碍，合情合
理。但是，当摊贩、交通、市容、秩序发生冲突时，城管
执法如何做到公正合理令人信服？夏津县综合行政执
法局的做法给人以有益的启示：取最大公约数。春节
前后，允许商家店外摆摊，既方便了百姓购物，又活跃
城乡经济，增加商家收入，绝大多数人对交通、市容、
秩序一时的让位，能够理解宽容，有何不可呢？牢记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执法的指向才不会偏呀！

夫妻离异，孩子的压岁钱归谁？近日，河南省驻
马店市西平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这样的压岁钱

“分配”案件。法院认为压岁钱应归未成年人本人
所有。

短评：长辈给未成年人压岁钱，这一行为在法律
上是赠与，当然应归未成年人所有，这是没有什么问
题的。但是，为什么有的父母会认为这笔钱不应归未
成年人，而是应当归家长呢？因为在这些人的潜意识
中，孩子是我生的，是我养的，孩子是我的，孩子的一
切也都是我的。这里的“一切”，就包括压岁钱。这种想
法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公民的民事权利与生俱来，
包括财产权。孩子虽未成年，但是，具有法律所规定的
民事权利，有接受赠与的权利，所以，压岁钱应归孩子
所有。实际生活中，家长往往帮助孩子保管压岁钱，但
这不意味着压岁钱就归家长所有。帮孩子保管压岁
钱，是家长对孩子尽监护义务，而不是剥夺孩子的财
产权。压岁钱应用于孩子的成长。如家长有不当行为
使压岁钱减损，还应赔偿。受尊重的孩子成长更健康。
父母要尊重孩子，而不应把孩子当作自己的私产。

据央视新闻报道，春运期间，又一例高铁霸座引
起舆论谴责。在G2384次列车上，一名从上海虹桥前
往武汉汉口的女子，只购买了从虹桥至常熟的车票，
后续到汉口的车票并未购买成功。在列车从常熟开
出后，女子拒不让座。民警对女子口头警告无效，强
制将她带离现场。因扰乱公共交通工具秩序，该女子
被南京铁路警方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短评：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霸座，是一种损人利己
的行为。这种行为，破坏的是被公众所认可的公平秩
序，侵害的是他人的合法权益，违反的是国家法律制
度，当然要受谴责，当然要被制止，当然要被处罚。霸
座者以为脸皮厚就可以通吃，胳膊粗就是有理，跟公
序良俗耍赖，与法律规章较劲，堪称文明法治社会小
丑矣。妄自尊大者，收起你的“狂”“蛮”“横”，放平心
态，好好做人吧！

据新华社报道，新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将于2月8日正
式实施。新国标规定，落葵红、密蒙黄、酸枣色、海萝
胶、偶氮甲酰胺等经过调查不再具有工艺必要性的
食品添加剂品种，不得在各类食品中使用。罐头类食
品中不得使用防腐剂，主要涉及乳酸链球菌素、山梨
酸及其钾盐、稳定态二氧化氯等食品添加剂。面包、
糕点以及焙烤食品馅料及表面用挂浆中不得使用防
腐剂脱氢乙酸，且着色剂柠檬黄不再允许在蛋糕夹
心上使用。

短评：食品添加剂新国标的颁布，对构筑舌尖上
的安全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然而，标准要从纸面走
到舌尖，还是离不开落实。新国标是一个新起点。要
不偏离新国标的指向，执法监管者与生产者、经营者
都须先学习新国标，严格执行新国标。消费者也应了
解食品添加剂的相关知识与新国标要求，树立食品
安全意识，自觉革除选择食品时过度“好色”的陋习，
举报违法添加行为，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取些唾液就能通过基因检测出孩子有哪些天
赋，准确率可达到99.7%。若以此为依据确定培养方
向，能使孩子走上成才的捷径。当然，要检测并获得
报告，需要支付几百元甚至数千元。这是骗子挖的新
陷阱。专家强调，正规医疗机构根本就不提供“天赋
基因检测”。目前科学界对绝大多数基因的功能并不
能完全搞清楚。

短评：天赋是存在的，但是，基因与天赋的对应
关系，需要建立在大规模的数据调查与统计基础之
上。这种调查统计，绝非个别人所能完成。目前，人类
尚无此数据库。所以，取唾液测基因定天赋就是骗
局。退一步讲，天赋对成才确实有作用，但是，天赋只
是成才的条件之一。以天赋“框死”孩子的成才方向，
其实是一场以孩子前途下注的赌博。爱子心切的家
长们，望子成龙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千万不要迷信伪
科学，好心害了孩子呀！

腊日常年暖尚遥，
今年腊日冻全消。
侵凌雪色还萱草，
漏泄春光有柳条。
纵酒欲谋良夜醉，
还家初散紫宸朝。
口脂面药随恩泽，
翠管银罂下九霄。
这首七言律诗《腊日》，描述

了一个寒意不侵的暖冬，洋溢着
喜悦之情的作者杜甫尽兴纵酒的
场面。喜从何来？一是杜甫当了
官。杜甫因安史之乱身陷长安，至
德二载（757 年）五月，他一路颠
沛流离，追随肃宗，直到“麻鞋见
天子，衣袖露两肘”，杜甫的耿耿
忠心让肃宗很感动。据《平江县
志》记载：“襄阳杜甫，尔之才德，
朕深知之。今特命为宣议郎、行在
左拾遗。”左拾遗是个从八品的
官，品级不高，却是皇帝近臣，让
杜甫的满腔报国志有了施展的机
会。二是杜甫受了赏。这年的七月
和十月，唐肃宗命郭子仪与李光
弼等将领讨伐叛军，收复长安、洛
阳两京。当年腊日夜，乱世中登基
的唐肃宗赐宴紫宸殿，并给群臣

发了福利，对于杜甫这样一位刚
刚经历了三年国家动乱、颠沛流
离的人来说，这确实是至上殊荣，
于是受宠若惊的他写了《腊日》感
谢恩泽。

福利是什么呢？即是诗中所
言“口脂面药”“翠管银罂”。

唐代时，以大寒后辰日为腊，
即大寒后第五日为腊日，此时天寒
地坼，君王以珍贵的御寒护肤品慰
劳辛苦一年的近臣，让臣子们沐浴
君恩，感受冬日的温暖。杜甫作为
近臣中的一员，得到赏赐，自然欣
喜万分。口脂，唐代男女都可使用，
其功效如唇膏防止嘴唇冻裂，既是
化妆品，也是药品。《莺莺传》里，张
生就送给过崔莺莺“五寸口脂”。面
药，也叫面脂，是用来防护脸部皮
肤因寒冷皴裂的膏药，是古人所谓
的“脂泽”或“面泽”。翠管为绿色的
管状器具，银罂是银盒子，则是拿
来盛放口脂面药的。

其实，这在唐代是一种宫廷习
俗。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谈道：

“面脂、手膏、衣香、澡豆，士人贵胜
皆是所要。”刘禹锡的《代谢历日面
脂口脂表》中说：“中使霍子璘至，

奉宣圣旨……兼赐臣墨诏及贞元
十七年新历一轴、腊日面脂、口脂、
红雪、紫雪并金花银合二。”白居易

《腊臼谢恩赐口蜡状》载：“今日蒙
恩，赐臣等前件口蜡及红雪、澡豆
等。”《太平御览》也有“腊日上澡豆
及头膏面脂口脂”一说。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唐朝皇
帝不仅赏赐发放口脂面药，还有红
雪、紫雪、澡豆等福利。唐时尚药局
专设有“合口脂匠”职官。澡豆，用
来去污和护肤，其制作也颇为讲
究，千金翼方中就记载澡豆是在胰
子的基础上又加了白芷、白术、白
茯苓、白鲜皮等19味中药，也提到
了其效果：“旦用洗手面，十日色白
如雪，三十日如凝脂，神验。”

那么，刘禹锡所说的“红雪、紫
雪”又是什么呢？这与唐代金石风气
盛行有关，太宗、宪宗都死于金石之
害。红雪（绛雪）、紫雪这两味药具有
清热之效，主要是用以辅助服食金
石。因为服食金石产生的副作用中，
最明显的是热毒。孙思邈《千金翼
方》载：“紫雪，解诸石草热”，为“瘴
疫毒最良方。”孟郊在《送萧炼师入
四明山》诗中说：“绛雪为我饭，白云

为我田。”可见当时流行服用金石之
药，以红雪、紫雪解其热毒。

唐中期以后，不仅近臣有腊日
福利，封疆大吏、立过功业的将士兵
卒都可以沐浴皇恩收获年礼。史载，
贞元十六年（800 年）腊日，朝廷派
使者来到淮南节度使杜佑幕中，发
放新年日历一轴，腊日面脂、口脂、
红雪、紫雪、金花银盒、金棱盒各两
份，所宣圣旨不仅关心杜佑，还慰问
将佐、官吏、僧道、耆寿、百姓众人。
贞元十九年（803 年）腊日，朝廷派
使者到达李中丞（李汶）家，赏赐紫
雪、红雪、面脂、口脂各一盒，澡豆一
袋。二人谢表，均出于杜佑幕下任职
的掌书记刘禹锡之手。刘禹锡的谢
表也称“殊私不遗于一物，曲泽下及
于三军”，可见泽被范围之广，物品
之丰富。其中，面脂、口脂、红雪、紫
雪几乎成了定例。

年末岁首，正是上级给部属、员
工送温暖、发福利表达关爱之时。如
杜甫的腊日福利一样，并不完全在于
给予金钱和物质的多少，而在于福利
能贴近民众实际需求，忧民之所忧，
急民之所急，解民之所需，把温暖送
到民众心坎上，才是真正的关怀。

今年是申遗成功后的第一个
春节，每个人都不妨来一个“回头
看”。盘点蛇年春节自己的表现，
看看蛇年春节自己过得是否文
明：有没有大吃大喝？有没有铺张
浪费？出游中有没有不文明举动？
有没有不文明用语？有没有大声
喧哗？有没有乱扔垃圾？有没有乱
停车辆？

春节是一个美好的节日，荔枝
网的一则新闻，让我五味杂陈。不
说说，觉得心里堵得慌。这则新闻
说：除夕的团圆宴余温尚存，家家
户户的冰箱却已开启了超负荷模
式。有数据显示，春节期间，每户家
庭平均能产生近两公斤的剩菜剩
饭，“做一顿吃三天”是常有的事
儿。就是平时省吃俭用惯了的人
家，春节假期也是大手大脚，把大

量的剩菜剩饭统统倒掉。
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从古至今不变的文明标识。清
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柏庐在

《朱子家训》中写道：“一粥一饭，当
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
维艰。”勤俭节约是一种文明行为，
更是一种美德，一种操守，一种品
行，一种素养，也是现代文明的核
心要义之一。我们从吃不饱穿不暖
到过上小康生活，历经了多少坎坷
与奋斗，咋就忽然变得这么“大方”
了？随随便便倒掉大量剩菜剩饭的

“大方”，是一种奢侈。这种奢侈造
成的浪费，你算算，按照有关部门
提供的数据有多少？用触目惊心形
容并不为过。

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
跳”。我国大约有四点五亿个家庭。

只是春节期间，倒掉的剩菜剩饭就
有约十亿公斤。我们进入小康社会
时间尚不长，就是将来极其富有
了，也不能这样大手大脚，也不能
奢侈浪费，也不能把中华民族勤俭
节约的美德丢掉。春节，是中国人
最大的节日，也是最隆重的节日，
条件好了，物质丰富了，过得丰盛
一些，本无可厚非，但不能因此就
打开奢侈的大门，浪费的大门，把
老祖宗留下的文明美德、节俭习惯
丢掉。你就是再有钱，也只是有权
消费，而没权浪费。钱是你的，但资
源却是全社会的。

节省，俭约，是传统，是美德，
是家风，是作风，是品质，是素养，
在当代社会不仅不落伍，而且应
发扬光大。有的人不仅过春节的
浪费，而且在日常的婚宴、聚餐

中，也为了面子大肆制造“舌尖上的
浪费”。在攀比、虚荣助长之下，此风
在某些地方有愈刮愈强之势。

春节的餐桌，能展现一个家庭的
文明形象，一个人的文明素养，一代人
的勤俭底色。节约，不是一件小事，你
是一个什么人，就会在春节餐桌、日常
餐饮中有什么表现。厉行节约，文明用
餐，勤俭过节，不仅是一个人良好素质
的真实体现，更是勤俭节约家风的一
种塑造。大家应“横不攀、竖不比”，从
自己做起，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文明体现在行为的方方面面，
生活的点点滴滴。春节即将过去，来
一个“回头看”，“盘点”蛇年春节期
间的节约文明行为，是为从中总结
经验，汲取教训，将勤俭节约进行到
底，将文明行为进行到底。这样的中
华文明，才能随中国年影响世界。

乔宇 绘压岁？压力！

一
王蛇守宅门，
驱邪纳吉祥。
浩然正气立，
传家继世长。

二
大王蛇，没有毒。
吃毒虫，灭硕鼠。
护家院，有良术。
惩治邪祟和贪腐。

注：王蛇，学名王锦蛇，又名
大王蛇、菜花蛇，吃老鼠、蜥蜴等，
无毒，却能吃部分毒蛇。民间也称
其为家蛇，有“一地王锦蛇，十里
无毒蛇”之说。

杨光洲 曹一 诗/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