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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德二年（757年）冬，是不折不
扣的暖冬。这年的七月和十月，唐
肃宗命郭子仪与李光弼等将领讨伐
安史叛军，收复长安、洛阳。总算可
以喘口气了，唐肃宗准备在腊日好
好犒赏一下兄弟们，这里面包括千
里迢迢逃难回到长安的杜甫。

据说他见到肃宗时穷得连像样
的衣服都没了。肃宗非常感动，封他
做了左拾遗。腊日这夜，肃宗赐宴
紫宸殿，紫宸殿在宣政殿北，为内衙
正殿。对杜甫这样一位刚经历了颠
沛流离的人来说，确实是殊荣。

“年会”上，君臣尽兴欢饮，肃宗一
声令下——发年终奖！

第二天，杜甫拿着年终奖回了
家。家人们列队迎接，却见杜甫手里

只有两个小盒子。如果你看到小盒子
里放的东西，估计更要大跌眼镜。杜
甫的年终奖就是这么的朴素——口
脂面药、翠管银罂。

所谓“口脂”，是用以防止寒冬
口唇开裂的唇膏，《释名》说“唇脂以
丹作之，象唇赤也”。面药则用以洁
面护肤，均有滋润皮肤、预防皴裂的
效果。至于“翠管”和“银罂”都是拿
来盛放口脂面药的器具。

辛辛苦苦一年，年终奖就是包
装精美的“护肤大礼包”？其实，这
在唐朝是习俗。据唐段成式《酉阳

杂俎·忠志》记载：“腊日赐北门学士
口脂、腊脂，盛以碧鏤牙筩。”刘禹锡

《代谢历日面脂口脂表》：“中使霍子
璘至，奉宣圣旨……兼赐臣墨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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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平御览》：“腊日上澡豆及头膏面脂
口脂。”

从记载可以看出，唇膏面霜几
乎是唐代年终奖的标配。此外，还
有澡豆（用来洗手洗脸的粉剂，类似
肥皂）、头膏等，从头到脸再到脚都
配齐了。

现代人不理解，年终奖不发钱
就不发钱吧，像汉代那样发点肉和
米也成啊，发唇膏面霜是为啥？这
是因为腊日一般在岁尾，加上长安
靠近西北，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
所以杜甫诗中上来就说“腊日常年
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消”。以珍贵
的御寒护肤品作为年终礼物，算得
上人性化的考虑吧。

那么，刘禹锡所说的“红雪、紫
雪”又是什么呢？与口脂面药不同，
红雪（又称绛雪）、紫雪主要用以治
疗热病。在唐代，这两味药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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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古代金石风气盛行有关，
太宗、宪宗都死于金石之害。

唐：唇膏面霜几乎是年终奖的标配

到了宋代，随着腊节逐渐衰微，发
年终奖的日子变成冬至。冬至对宋代
人的重要性不亚于现在的春节，皇帝
在这天要祭天赐宴，顺便发点年终奖。

如果说唐朝赐洗化用品已让你
惊掉下巴的话，那么宋代皇帝的年终
奖对现代直男可以用一句流行的话来
说——我做不到啊！

年终奖第一项就是赐花。在北
宋时期，当时社会流行士大夫戴花，因
此在宴会时，皇帝会赏赐官员鲜花、绢
罗花等物。宰相、枢密使会得到大花
十八朵、栾枝花八朵，其余官员按照品
级递减。满朝百官，花枝招展！

除了用赐宴、赐花来增添节日的
喜庆外，北宋皇帝还会赐予官员各种
食物。按官员品级，宰相、亲王、使
相、枢密使会得到五只羊、两石米、
五石面、二斗米酒。知枢密院、宣徽
使与宰相差不多，惟有米减至一石。

观文殿大学士、学士、三司使、三师至
大夫、管军节度使会得到三只羊、一石
米、三石面、二斗糯酒。其余官员按照
等级，其所获得的食物依次递减。

在宋代，羊可是贵重物品，价值不
菲。宋代宫廷规定：“饮食不贵异
味，御厨止用羊肉。”当时的羊肉只
有皇家贵族才能吃，普通人吃羊肉
要受到惩罚的。美食家苏轼在京城
时，无论是皇家的赏赐，还是宾客宴
请，吃的都是上好的羊肉。等发配到
黄州，根本买不起羊肉，他只能选择吃
猪肉并用心改良做法。据说苏轼还是
羊蝎子的发明人，之所以吃羊蝎子，还
不是因为吃不上羊肉呗！

《夷坚丁志愿》记载，宋高宗绍兴

年间，“吴中羊价绝高，肉一斤，为钱九
百”。而当时县尉一个月的工资也不
过才七千七百文，也就是说，一个基
层官员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买八斤多
羊肉。这么来算的话，年终奖发五只
羊，着实是一笔巨款啊！不过，很遗
憾，大部分人是根本拿不到的。

除此之外，皇帝在除夕还会赐予
官员其他节日物品，比如门神、桃符等
物，有时候也会赐诗，如“淳化五年
（994 年）上（宋太宗）制元旦、除夕诗
各二章赐近臣”。

可能您会觉得这些所谓的年终
奖更多的是仪式感，没有真金白银来
得划算，但其实人家宋朝官员根本不
在乎，因为他们平时的工资高到年终

奖可以忽略不计。他们的工资不仅有
正俸，还有禄粟（粮食钱）、职钱、公用
钱、职田、茶汤钱、给卷、厨料、薪炭等
等一大堆，哪一项都是很可观的。

这里举一个例子。要说历史上
最擅长显摆的公务员，白居易必须拥
有姓名。这位仁兄动不动就作诗晒
自己的工资，一点都不遵守职场规
则，诸如“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
馀。”“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
闲人。”真是拉仇恨。不过，这在南宋
洪迈眼里，根本都不算啥。他曾在《容
斋随笔·白公说俸禄》一文中感叹，白
居易的生活真是清贫。

洪迈这么说是有资本的。因为
他们一家都在朝为官，他的二哥洪
适官至宰相。宋代一个宰相的本俸
（月工资）是三百贯，如果换算到现
在，则已经年薪过了百万。

文图来源：北京青年报

宋：辛苦一年，牵五只羊回家过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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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年终奖最初和年底的腊祭有关。君

王在敬天法祖一番之后，会把一些牺牲祭品之类
的送给重臣们飨用。但真正意义上的年终奖励
制度，到东汉才确定下来。古人的年终奖每朝每
代都有不同，但是具体金额是多少？怎么发呢？

提到东汉，你脑子里可能马上响
起了那首歌：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
连天不休……其实除了分三国，在
分钱这件事上东汉也不输后人。

“没办法啊！”平均寿命在大一
统王朝里最短（只有26.7岁）的东汉
皇帝摊手说，“宦官、外戚、豪族……
个个惹不起啊！”虽然东汉皇帝绞尽
脑汁整顿外戚与吏治，对手下的官
员无所不用其极，但到了年尾，大家
都辛苦一年了，就暂时收起“宫斗”
那一套吧，当个和和气气的财神
爷。年终奖就这么华丽地诞生了。

那时的年终奖有个霸气的名字
——腊赐，所谓“腊赐”，自然是要在腊
月发放的。具体哪天呢？答曰：腊
日。说人话！答曰：就是腊日。

这真不能怪古人故作神秘。事

实上在古代，腊日是一个历史极其悠
久且备受重视的节日，也被视作今日
腊八节的渊源之一。但由于受历法
变更和阴阳五行、五德始终学说的
影响，具体日期不固定，也就是古人
说的“腊有常月而无常日”。到了汉
代才明确称“腊，冬至后三戌，腊祭
百神”；南朝一度将腊日固定为十二
月初八；到了唐代，又出现“唐以大
寒后辰日为腊”的说法。

关键是发什么？《汉官仪》有载：“腊
赐大将军、三公钱各二十万、牛肉二百
斤、粳米二百斛；特进、侯十五万，卿十
万，校尉五万，尚书三万，侍中、将、大夫

各二万，千石、六百石各六千，虎贲、羽
林郎二人共三千以为祀门户直。”

据研究，汉代一枚五铢钱的购买
力相当于现在人民币四到五毛钱，二
十万钱折算下来，大概等同于现在的
八至十万元左右。而像大将军、三公
之类的高级官员，月薪约一万七千五
百钱，合人民币七千元，年薪有八万
多。仅奖金这一项就超过了全年工
资，简直让无数现代人哭晕在厕所。

不过，这是针对精英中的精英而
设，全国也没几个人能拿到这么多。
那底下的官吏呢？《后汉书·百官五》：

“千石奉，月八十斛。”荀绰《晋百官表

注》曰：“（汉延平中）一千石月钱四千，

米三十斛。”也就是说，像千石这样的

官职，月薪为四千钱加三十斛米，而腊

赐为六千钱，大概也就相当于两个月

工资吧！千石在汉代属于比较高的官

职，至于那些百石以下的斗食吏，能领

到的年终奖则少之又少了。

现在有不少企业将年终奖分两

次发放，一次在年尾，一次在春节后或

者有的干脆拖到了第二年的后半年。

对于企业这样的“小心思”，东汉人说：

这都是我玩剩下的！

东汉不仅有年终奖，立春还有

春赐，《汉官仪》 记载：“立春之

日，遣使者赐文官司徒、司空帛30

匹，九卿15匹……”这不就相当于

一整年有两次年终奖吗？

东汉：年终奖超年薪，就是这么土豪

唐代壁画《宴饮图》 （敦煌莫高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