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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水：

最初就是字面意思

“薪水” 一开始不是指工钱，

而是指砍柴和汲水， 也就是指烧火

煮饭之意， 因此又被称为“柴水”。

“薪水” 语出 《南史·陶潜传》：

“今遣此力， 助汝薪水之劳。 此亦

人子也， 可善遇之。” 陶潜派了一

个仆人帮儿子打柴汲水， 叮嘱儿子

要对仆人好一些， 因为他也是别人

的孩子。

在魏晋六朝时， “薪水” 渐渐

成为日常生活开支费用的意思。 如

《魏书·卢昶传》 中记载： “如薪水

少急， 即可量计。” 此处的“薪水”

代表日常费用。 明朝曾将俸禄称为

“月费”， 后来又改称为“柴薪银”，

意思是帮官员解决柴、 米、 油、 盐

这些日常生活费用的支出。

到了清朝时期， 就有了把工资

称为“薪水” 的记载。 《儒林外

史》 第四十八回中所言： “这是家

兄的俸银一两， 送与长兄先生， 权

为数日薪水之资。” 另《文明小史》

第四十二回也有载： “学生技艺日

进， 教习一律优加薪水。”

俸禄：

古代长期是粮食

“俸禄” 现在虽然是一个词，

但最初其实是两码事。

“俸” 是“奉” 的分化字， 它

是官僚制度发展的产物。 “俸” 一

般是按照贤能程度、 功劳大小的标

准， 以粮食的形式发放的， 有时也

将粮食折合成钱发放。

而“禄” 最初的含义是上天所

赐给的福分。 在古人的眼中， 帝王

就是上天派来的， 是天子， 是代替

上天给人间赐福的。 当他们把土

地、 奴隶等赐予大臣、 亲戚时， 这

些东西就是“禄” 了。 从这个意义

上讲 ， 古时候有爵位的人才有

“禄”。

按月发薪， 早在先秦时期就已

出现。 不过那时所发的不是现金，

而是实物（主要是粮食）。 《周礼·

天官·大宰》 中有“四日禄位” 的

记载， 当时公职人员的俸禄“皆月

别给之”。

到了汉代， “禄” 改称“俸”，

仍发粮食。 按月发放的称为“月

俸”， 以“石” 或“斛” 为计算单

位， 即“汉之月俸， 亦月给之”。

到东汉殇帝延平年间， 才改为“半

谷半钱”， 月俸改称“月钱”， 并有

详细严格的按品位发放月钱的规

定。

唐朝官员的俸禄一般由禄米、

人力、 职田、 月杂给、 常规实物待

遇、 特殊实物待遇构成。 官员退休

后还可领“退休金” 和一定数量的

田地。 宋朝官员的俸禄之优厚、 涵

盖范围之广， 堪称历朝历代之最，

除了薪资以外官员还享有丰厚的补

贴， 补贴的范围涵盖了茶、 酒、 厨

料、 薪、 炭……

明代官员的收入在历代中是比

较低的。 明末顾炎武在 《日知录》

中感慨地说到： “自古官俸之薄，

未有如此者。” 根据 《明会典》 等

记载， 洪武二十年 （1387 年） 制

定了各级官员的俸禄标准， 终明之

世， 没有改变。 然而朱元璋低估了

通货膨胀的威力。 明初， 一两银子

买一石粮， 到了万历朝， 五两银子

才买一石粮。 物价飞涨， 工资不

涨， 这才是明代官员待遇低的关键

原因。

清代官员薪俸制度既有对明朝

的继承， 又有所革新。 清初官员的

正式俸禄仍然非常微薄， 一方面是

对明代制度的继承， 另一方面也是

立国之初财力不济的无奈选择。 雍

正吸取了明朝的教训， 推出了“养

廉银” 制度， 以期达到“高薪养

廉” 的目的。

束脩：

最初其实是肉干

老师的工资又被称作“束脩”。

“束脩” 就是一束肉干， 又称肉脯，

有点儿类似现在的腊肉。 古代没有

冰箱， 所以肉的保存就成了问题。

一旦有了肉， 就先用水煮透， 然后

用盐裹了， 放在屋檐下阴干， 最后

再十条扎成一束存放起来， 留以慢

慢享用， 这就是“束脩”。

古时候， 肉属奢侈品。 孟子心

中的理想生活， 就是七十岁以上的

老人能吃上肉。 曹刿的朋友把有地

位的人称为“肉食者”， 足见肉之

贵重。

古人对老师是非常尊敬的， 对孩

子的教育也十分重视， 所以他们在孩

子入学拜师时， 都要送上珍贵的“束

脩” 给老师， 作为见面礼。 《论语·

述而》 载： “子曰： ‘自行束脩以

上， 吾未尝无诲焉。’” 这说明在孔子

的时代， 就有送“束脩” 投师的礼俗

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 送给老师的见

面礼就不一定是“束脩” 了， 也可以

用其他礼品代替。 如唐朝时， 就有人

送酒肉或者丝绸之类的东西代替“束

脩” 了。 东西虽然变了， 但“束脩”

作为给老师的见面礼的代名词不但没

有改变， 而且就连给老师送的学费、

酬金或者工资也都统称为“束脩”

了。

《二刻拍案惊奇》： “黄公道：

‘今日这边所得束脩之仪多少？’ 郭信

道： ‘能有多少？ 每月千钱， 不勾充

身， 图得个朝夕糊口， 不去寻柴米就

好了。’” 《官场现形记》： “你既然

有志学洋话， 为什么不去拜一个先

生， 好好的学上两年？ 一个月只消化

上一两块洋钱的束脩。” 还有巴金的

《春》： “人家每个月拿八块钱的束

脩， 教你们这样的学生， 也不好意

思。” 这里的“束脩”， 就已经是酬

金、 工资的意思了。

相关阅读 >>>

宋代官员俸禄高

由于宋朝官员俸禄的名称

非常多， 这里只列出其中一项

俸禄， 其余的总价值粗略估计

是俸禄的两倍。 以下是宋朝官

员的俸禄清单 （仅重点）：

一品，如太师、太傅、太保、

少师、少府等，月薪120两 ，其

他津贴240两。 宰相也是一等

官员， 但是相对于其他一等官

员来说，他是实职，所以他的俸

禄更高。宰相月薪300两，其他

津贴600两。

二品， 如参知正事、 同知

枢密院事务、 太尉、 御史大夫

等 ， 月俸 200 两 ， 其他津贴

400 两 ， 相当于现在月收入

85 万元。 从二品起， 如六部

尚书 、 太子少侍 、 少府 、 少

保、 殿前都尉等。 月俸禄 60

两， 其他津贴 120 两。

六部侍郎、 保和殿学士、

御史中丞等三品 ， 月俸 55

两， 其他津贴 110 两。

四品如九卿 （太常寺、 宗

政寺、 光禄寺等正卿）、 纪事

中、 中书舍人、 殿前副帅等，

月俸 45 两， 其他津贴 90 两。

五品， 如少卿、 杜玉侯、

守备使 、 团联使 、 株洲刺史

等。 月俸禄 35 两， 其他津贴

70 两。

明代技术工人最吃香

在明朝， 工匠们需要承担

一定的徭役 ， 明朝初年的时

候， 要求比较严格， 工匠的徭

役比较繁重， 甚至需要轮流去

京城服徭役。 不过到了明朝中

后期， 这项 “口子” 逐渐松了

下来， 工匠们可以有时间做私

活， 手工业就此迅速发展。

明代小说 《三言两拍》 中

就写到， 明朝工匠的行当， 有

三百六十行之多 。 《江宁县

志》 记载， 江宁县有铺行一百

零四家， 社会分工更加细化。

这样一来， 明代的 “上班族”

也越来越多 ， 如明代的冶铁

业， 每夜轮番上岗的工匠有四

五十人。 浙江嘉兴石门镇， 全

镇有油坊二十多家， 工人多达

八百人。 制瓷中心景德镇， 有

雇工数万人之多。

其中最典型的要数纺织

业， 江南的“机户”们，每家都

有二三十台织机， 雇佣数十名

工人，单一个苏州城里，染工与

织工都各有数千人， 内部更有

“车工”“纺工”“缎工”等不同工

种。每天清晨苏州的玄庙口，就

有数百工人在那里等活， 等着

“机户”们来雇佣，按工作天数

来领取薪水。

明代各行“上班族”的工资

是不一样的，衙门内的衙役，一

年可收入20两白银，赶车的马

夫一年能收入40两银子，装钉

匠每天“工食银”七分，比装炭

匠要好得多。 （戚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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