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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小长假， 无论是游子归家、 亲人团

聚， 还是长途跋涉看“诗和远方”、 短途旅行

发现身边的美好， 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愉悦身

心的方式。

相比较我们已经熟悉的法定节假日、 寒暑

假等等， 古人也有类似的休假制度吗？ 哪个朝

代放假时间最长？ 他们也有“周末” 吗？

休假制度始于汉代

从无定到有规， 古人既然也要

“上班”， 相对应也有完备的休假制

度， 而且可能比你想象中的还要

早。

我国最早的休假制度始自汉

代。 从汉代开始， 假期大致可以分

为三种情况： 法定休假、 节庆休

假、 临时休假。

法定休假和我们现代人有所不

同， 《汉律》 描述“吏五日得一休

沐”。 设定为每五天休息一天， 称

“休沐”。 古人认为洗浴有“澡身浴

德” 之效， 官吏一般利用休假日洗

沐， 当时的假期便因此得名“休

沐” 或“洗沐”。

从汉朝至隋朝， 官员们均是

“上五休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首次

出现了轮休制， 曹植在《求通亲亲

表》 记载： “惠洽椒房， 恩昭九

亲， 群后百僚， 番休递上。” 当时

被称为“番休” 的轮休制度， 后来

也被称为“番假”。 意思是所有的

皇后和大臣们轮流休假， 依次递

补， 以确保公职人员能够有时间处

理私事， 而不至于全副武装般终日

忙碌。

到了唐代， “休沐” 变成“旬

沐”， 即每工作十天休息一天。 更

卷的是明代， 官方大笔一挥把“旬

休” 改为“月休”， 即每工作一个

月休息一天。

节庆休假和我们现代人差不

多， 遇上春节、 元宵节、 端午节、

清明节、 中秋节等重要的节庆日会

放假。 甚至夏至、 伏日、 腊日、 冬

至等重要的时节也会放假， 这方面

可以让我们羡慕一下。

探亲假， 也不是现代人的专

利。 在古代早有探亲假的存在， 只

是变了个称呼： “省亲假”。 唐朝

时的探亲假， 如果父母在五百里

外， 每隔五年可休十五天； 如果父

母在三千里外， 每隔三年有三十天

假期。 按距离休探亲假是不是有点

意思？ 不过按照当时的交通工具马

车、 牛车等来说， 来回一趟路程可

能就要十天半个月了。

当然， 以上这些都是“法定”

假日。 在一些特殊的日子， 公职人

员们也能蹭个假， 碰到皇帝诞辰可

以休， 遇上婚丧等大事也能休。 这

些临时休假算是全年休假无形之中

的补充。 比如， 从唐玄宗开始， 皇

帝的生日被设为举国欢庆的节日，

称为“诞节”。 “千秋节” 就是唐

玄宗依据自己的生日而定的节日，

放假三天。 唐朝还设有“国祭日”，

把先帝逝世的日子设为纪念日。

如果要推出假期最长的朝代榜

单， 宋代妥妥当选 Top1， 据宋史

笔记《文昌杂粮》 记载， 当时元日

（春节）、 寒食、 冬至各放假 7 天，

类似于今天的“黄金周”。 宋神宗

时期， 官员们全年的假期可达到

124 天。

宋朝之后， 官员们的假期开始

缩减。 元朝时， 全国法定节假日缩

减至 16 天。 明朝的假期， 比元代

还少。 大概朱元璋认为， 闲适并不

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 全年

只有春节、 冬至， 以及他的生日放

假， 平时一个月只休 1 天。 之后虽

恢复了每个月三天的旬假以及部分

法定节假日， 但假日总数仍在 50

天左右。 清朝的假日制度则基本延

续前代， 未有重大的变化。

古人假期怎么过？

如今的假期生活， 内容可谓丰

富多彩， 爬山、 出海、 运动、 聚

会、 看电影、 看演出、 为自己的梦

想“充电” ……不一而足。 古人的

假期生活， 在热闹程度上丝毫不逊

色。

魏晋南北朝， 人们的假日娱乐活

动花样繁多， 有围棋、 双陆棋、 投壶

等， 其中围棋最受欢迎。 据 《南史·

柳恽传》 记载， “梁武帝好弈棋， 使

恽品定棋谱， 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

可见棋类活动之普遍。 在假日中最会

玩的士大夫， 莫过于魏晋时期的“竹

林七贤”。 对此， 唐代画家孙位， 凭

借想象和借鉴当时的唐朝日常生活情

景， 创作了竹林七贤在假日中的悠闲

一瞬。 《兰亭集序》 记录大书法家王

羲之和一众友人， 曲水流觞、 吟诗作

赋的故事， 好不快哉！

到了唐宋时， 元宵灯会， 游春踏

青成为时尚主流。 辛弃疾的“东风夜

放花千树， 更吹落， 星如雨” 写下了

宋代灯会的绝美浪漫； 杜甫的“三月

三日天气新， 长安水边多丽人” 则记

录下了唐代春光的无限美好。 此外，

还有王维写下的“蹴鞠屡过飞鸟上，

秋千竞出垂杨里”， 将古代假日的精

彩纷呈展现得淋漓尽致。

值得一提的是， 为鼓励百姓出

游， 宋朝政府有“立赏格， 竞渡争

标”， 就是在郊外举办龙舟锦标赛。

《清明上河图》 描绘了清明假期里汴

河沿岸的民俗风情， 此画是北宋时期

都城的繁荣见证， 也是北宋城市情况

的真实写照。

作为假期最多的宋朝， 张弛有

度、 适度悠闲的假日生活， 各类玩法

怎一个“爽” 字了得。 赏灯、 赏月、

赏花， 好不浪漫， 蹴鞠、 锤丸、 斗蟋

蟀， 好不精彩。

明清时虽然在假期时长上缩水严

重， 但休闲娱乐的方式却得到了极大

拓展， 当时最流行的是看戏。 比如

《红楼梦》 里就有薛宝钗过生日， 贾

府“在内院中搭了家常小巧戏台， 定

了一班新出小戏” 的描述。 在看戏之

外， 说书也深受民众喜爱， 《三国演

义》 《说岳全传》 等脍炙人口的古典

名著， 都与说书人讲述的内容有着密

切的联系。

明代中后期， 经济水平的提升加

上水运的发达， 让外出旅游的人数逐

渐增加， 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商旅交通

指南 《一统路程图记》， 为出游做前

期攻略， 极大方便了人们的出游。

在没有手机和网络的古代， 不得

不感叹， 古人的假期生活真是比想象

中还要精彩。 古人的休假， 你 get 了

吗？

新中国的休假制度

名目繁多的古代节假日， 既有休

息、 娱乐、 庆典、 祭祀等活动的时间

安排， 又有特殊的文化意蕴和精神活

动， 因而也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情

风俗的极好写照。

不过， 古代的休假制度， 主要针

对的是官僚阶层， 对于普通大众而

言， 并没有制度化的保障， 许多劳动

者终年劳作， 长年无休。

新中国成立后， 面向所有公民的

休假制度才真正诞生。 1949 年 12

月， 政务院发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

放假办法》。 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

第一个对节假日进行规范的法规。 这

个办法基本形成了目前我国法定节假

日的基本格局： 将元旦、 春节、 劳动

节、 国庆节规定为全民法定节假日。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还有几次比

较重要的假期调整。 例如， 1995 年

开始实施的“五天工作制”、 1999 年

开始执行的“黄金周” 以及 2008 年

起正式实施的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 这期间， 休假制度的改革主要

集中在劳动时间的计算和年假制度

上， 经过总计 40 余次的调整后， 我

国的休假制度逐渐完善。

今天， 假期已成为一种调剂生活

的方式， 人们可以暂时放下工作的

压力， 尽情享受假日的轻松和欢乐。

商业街里， 摩肩接踵； 知名景点，

人山人海 ； 特色餐厅 ， 备受青睐

……人们在黄金周购物、 旅游休闲，

集中释放消费需求， 带动供给增加、

市场繁荣、 经济发展。 “假日经济”

展现的消费活力和游玩热情， 已然成

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最鲜活生动的注

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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