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茜

“退休” 一词， 始见于唐宋文籍。 唐代散文家韩愈 《复志赋序》： “退休于居， 作 《复志赋》。” 《宋史·韩贽传》： “退休十五年， 谢

绝人事， 读书赋诗以自娱。” 何谓退休？ 依古代而言， 即是辞官于朝， 退闲于家， 颐养晚年之意。 需特别指出的是， 中国古代的退休仅限

于官吏， 常见的称谓有致仕、 致事、 致政等。 退休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官员退休生活是怎样的

老法今说B8 2019 年 7 月 31 日 星期三

www.shfzb.com.cn责任编辑 王睿卿 E-mail:fzbfyzk@126.com

周朝：

奠定退休制度基础

退休发轫于何时诚难稽考。 但

到周代， 随着奴隶制官僚制度的完

善， 与之配套的各级官吏的退休年

龄和善后问题已纳入行政管理的范

围。

关于退休年龄。 《礼记·曲礼》

说： “大夫七十而致事。” 又说：

“五十而爵， 六十不亲学， 七十致

政。” 《尚书大传》 也说： “大夫

七十而致事， 老于乡里。” 为何规

定退休年龄为七十？ 《白虎通 致

仕》 作了解释： “臣七十悬车致仕

者， 臣以执事趋走为职， 七十阳道

极， 耳目不聪明， 之属， 是以退老

去避贤者， 所以长康远耻也。” 一

句话， 人至七十， 老而衰， 不便在

官场趋走办事了。

关于官吏退休后的待遇。 首先

称谓有别， 据 《礼记》 记载： 卿大

夫致仕曰“国老”， 一般官吏致仕

曰“庶老”。 其次是待遇不同。 周

分致政成王后， 成王使居洛邑， 享

受最高的礼遇。 《周礼·王制》 说：

“周人养国老于东胶， 养庶老于虞

庠。”

周代退休制度的建立， 在一定

程度上削除了官吏终身制， 保持了

统治政权的生气。 官吏退休后， 国

家为保证其特权， 令其按给领取俸

禄， 使退职者老有所养， 老有所

安， 又使在职者无后顾之忧。 它有

利于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维

护统治阶级的统治。 笔者认为， 周

代已开始奠定以后数千年退休制度

的基础。

周以后的王朝基本沿袭了周代

的退休制度， 不过在形式上各有差

异。

汉代：

退休必须提出申请

汉兴， 官员欲致仕， 须申请，

说明缘由。 致仕有两种 :一为老，

二为病。 告老告病， 皆卑称“乞骸

骨”。 但有以下几种针况， 值得注

意： 第一， 有愤而致仕者。 如吕太

后， “阳迁 (王) ?为帝太傅， 实

夺之相权， ?怒， 谢病免， 杜门竟

不朝请。” 二， 有退而复用者。 如

汉文帝中位后， 周勃谢请归相印，

上许之。 陈平死后， 又令出山。 第

三， 劝留。 如延平元年 (前 106

年)， ?禹“数上疾乞身”， 帝遣人

问疾送药， 强留。 第四， 致仕年龄

无定制。 如灵帝即位时， 朝广年已

八十， 仍代为太傅， 老死任上。 以

上几点， 均以利于皇权为前提， 反

映了汉官致仕自愿但不自由的趋

向。

唐朝：

退休制度更为完善

到了唐朝， 随着阶级基础的扩

大， 退休制度作为官僚缺席的一部

分， 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其

特点是 :其一， 致仕年龄较灵活。

“诸职事官七十听致仕。 ……年虽

少形容衰老者， 亦听致仕。” 若精

旺力盛， 胜任职守， 亦可缓退。

“年七十以上， 应致仕， 若齿力未

衰， 亦听厘务。” 其二， 致仕手续

简便， 只要造册上报可。 “五品以

上上表， 六品以下由省奏闻。” 其

三， 对致仕官员举行欢送仪式， 敲

锣打鼓， 归送老家， 很有人情味。

“开元五年十月敕， 致仕应请物令

所由送至宅。” 其四， 致仕官享受

优厚待遇。 首先在政治上， 三品以

上官致仕后， 仍恩准在朝廷行走，

参与国事决策。 其次在经济上， 五

品官以上致仕者给半俸， 功臣元勋

受皇帝特恩， 可给全薪退休。 六品

以下， 则赐口分田养老。 另外， 高

官致仕， 允留一子领薪侍养。 “致

仕官子弟无京官者， 其在外者， 听

一人停官侍养。” 总之， 唐王朝在

退休制度上， 其政策规定较汉要完

备得多。

宋朝：

退休之后待遇优厚

两宋时期， 退休制度又有新的

规定。 宋朝， 文官年满七十为致仕

之期， 武臣可延长十岁。 若自愿可

提前致仕。 但少数元老大臣， 不在

此限。 两宋对退休官员的安置和待

遇， 优厚备至， 无以复加。 其特

点： 第一， 宋神宗前， 官员致仕皆

解除原任官职， 神宗以后， 允许带

职致仕。 官员致仕后， 仍可加衔晋

级， 参与朝政， 实处“半退” 状

态。 第二， 宋官致仕时， 皆升转一

官。 第三， 依据退休官的品质， 其

子孙可“荫补” 一定的官职。 但中

级官员如荫补子弟， 即不能转官，

称“守本官致仕”。 宋朝开创了老

子退休、 儿子顶职的先河。 第四，

从宋真宗起， 职事官致仕后， 食半

俸， 立有战功者， 部分食全俸。 第

五， 有些官吏名义上退休， 实际上又

安排了其它名誉职务， 令领职务俸禄

(全俸 )。 此种“退居第二线” 的官，

称“祠禄官”。 有些官吏告退后， 安

置于台阁， 令写碑修书， 撰国史，

“卒老于文字之间”。 有些官史致仕

后， 因工作需要， 朝廷又特命复出任

职， 时称“落致仕”。 赵王朝政府机

构庞杂， 冗员遍布， 其症结何在?我

们从其退休制度上即可窥见一斑。

明清：

强制提前退休年龄

明清之际， 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

阶级的利益， 对退休制度十分重视。

关于退休年龄， 洪武元年 (1368 年 )

规定:“凡内外官员年七十者， 听令

致仕， 其有旨选用者， 不拘此例。”

洪武十三年 (1380 年 ) 正月， 诏令

“文武官年六十以上者听致仕， 给以

诰敕。” 弘治四年 (1491 年 )， 又诏

“自愿告退官员， 不分年岁， 俱令致

仕。” 清朝文官， 六十岁令致仕。 武

官则不然， 副将以下， 年满六十， 概

予罢。 低级武官， 退休更早， 参将五

十四， 游击五十一， 都司守备四十

八， 千总、 把总四十五。 一句话， 武

官官职愈低， 退休愈早。 明清以后，

破除古制， 特退休年龄提前 10 年以

上， 且带有强制性， 是明清两代高度

集权政治所致， 客观上也比较合乎实

际。 故六十岁退休。

关于退休后的待遇， 一是政治

上， 明初规定， 三品以上官以本品致

仕， 四品以下， 现职任满三年而无大

过者， 可升一等致仕。 明中叶改为升

一级或二级， 而后致仕， 若有过而不

称职者， 以原级致仕。 致仕官在礼仪

上受尊重， 在宴会、 祭祀等活动中，

仍享有该品的礼遇。 二是退休金， 明

初规定， 致仕官食原俸， 旋取消。 后

又规定致仕官一般不领取俸禄， 但享

受本品豁免赋役的权力。 若家贫不能

自存者， “有司月给米二石 ， 修

(终) 其身。” 清朝， 基本维系明制。

品读古诗中的美味佳肴
□张朝元

一提到美味佳肴， 相信大家都

会有自己的记忆。 古代诗人们面对

美味佳肴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我们

来品读一下他们的诗。

苏东坡既是著名的文人学者，

也是著名的美食家。相传，用他名字

命名的菜肴有好几十道，如“东坡肘

子”“东坡豆腐”“东坡玉糁”“东坡

腿”“东坡芽脍”“东坡墨鲤”“东坡

饼”“东坡酥”“东坡豆花”“东坡肉”

等等。

苏东坡在 《猪肉颂》 中写：

“净洗铛， 少着水， 柴头罨烟焰不

起。 待他自熟莫催他， 火候足时他

自美。 黄州好猪肉， 价贱如泥土。

富者不肯吃， 贫者不解煮。 早晨起

来打两碗， 饱得自家君莫管。” 从

这首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苏东坡是

多么地喜欢猪肉。 除此之外， 有一

次苏东坡吃到了一位老妇人做的环

饼， 不由得题诗道： “纤手搓来玉

色匀， 碧油煎出嫩黄深。 夜来春睡

知轻重， 压扁佳人缠臂金。” 寥寥

28 字， 勾画出环饼匀细、 色鲜、

酥脆的特点和形似美人环钏的形

象。

陆游是南宋著名的诗人， 从他

咏叹佳肴的上百首的诗中来看， 若

要称他为当时的“美食家” 也是当

之无愧的！ 陆游在他的 《初冬绝

句》 中写道： “鲈肥菰脆调羹美，

荞熟油新作饼香。 自古达人轻富

贵， 例缘乡味忆还乡。”

一尾鲈鱼、 茭白制成的羹汤搭

配一块新油炸的煎麦饼， 即解了这

位文人墨客的思乡之情。 同时， 陆

游不仅会吃， 他还是一位不亚于苏

东坡的业余烹饪大师。 在他的诗词

中， 咏吟烹饪的有上百首。 例如他

在 《朝饥食齑面甚美戏作》 中写：

“一杯齑餺飥， 手自芼油葱。 天上

苏陀供， 悬知未易同。” 把自己用

葱油做成的面条说成是天上苏陀

（即酥） 一样， 恐怕也只有陆游能

够作此形容了。

相比之下， 杜甫笔下的美味佳

肴则更加家常， 更加平民化。 忧国

忧民的杜甫， 在他的许多诗里， 记

录和描述了百姓的生活日常及家常

美味， 从他的诗中， 我们得以一窥

唐代的民间美食。

杜甫在陪同友人郑广文浏览长

安的何将军山林时， 创作了十首组

诗—————《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

林》， 其中多处详细地描写到山林

主人留宿招待时的美食。 “鲜鲫银

丝脍， 香芹碧涧羹。 翻疑柁楼底，

晚饭越中行。”

这几句诗里就写到主人把活鲜

的鲫鱼切成银丝煲脍， 用碧水涧傍

的香芹熬成香羹。 而杜甫吃后也觉

得美味无比， 不禁叹道： 这分明是

在越中吃晚饭啊， 哪里是在陕西的

柁楼底下用餐呢？ 杜甫在 《陪郑广

文游何将军山林》 第七首中写道，

“棘树寒云色， 茵蔯春藕香。 脆添

生菜美， 阴益食单凉。” 描写了诗

人坐在小枣树下一边吃着又脆又美

味的生菜， 一边闻着茵陈蒿和春藕

的香味的情景， 虽是方圆百里茫茫

苍苍， 颇感阴凉， 却兴致依然不

减。

杜甫虽不是美食家， 但他写的

关于美食的诗却实在不少。 《丽人

行》 中有“紫驼之峰出翠釜， 水精之

盘行素鳞。 犀箸餍饫久未下， 鸾刀缕

切空纷纶。 黄门飞鞚不动尘， 御厨络

绎送八珍。” 的诗句， 即为“八珍”。

在 《赠卫八处士》 中， 杜甫写道：

“问答乃未已， 儿女罗酒浆。 夜雨剪

春韭， 新炊间黄粱。”

清人郑板桥对吃的也有一定的研

究。 在其诗作中， 像“夜半酣酒江月

下， 美人纤手炙鱼头” “扬州鲜笋趁

鲥鱼， 烂煮春风三月初” “惟有莼鲈

堪漫吃， 下官亦为啖鱼回”， 都很为

人称道。

描写美味佳肴的古诗还有很多，

这里就不一一展现了。 读着古人诗句

中描绘的美味佳肴， 会让人食欲大

增， 忍不住也想大快朵颐。 美诗搭配

美味佳肴， 那绝对是一种特别美的享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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