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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养老以家庭为主力军，但国家绝不是
仅仅制定了一些政策法规就袖手旁观了，国家养老也
是古代养老制度的重要方面。

建养老院
建“养老院”起源于南北朝，梁武帝萧衍曾在都城

建康(今南京)创办“孤独园”，用于收留、赡养孤苦老
人。到唐朝，这样的养老机构已被推广，武则天时代还
开设了主收贫、病、孤、疾者的“悲田养病院”。唐肃宗
在长安和洛阳分别建了“普救病坊”，用于照顾无人赡
养的老人。真正让“养老院”这种养老方式流行起来的
是宋朝，北宋初年开设名为“福田院”的养老机构，后来
又开设“居养院”，南宋叫“养济院”等，将孤寡不能养活
自己的老人登记备案，由国家赡养。这都是慈善性质
的养老院。在宋徽宗时期，老人的年龄标准是50岁，
使养老的人群范围得到极大扩展，成为历史上老人的
黄金时期。

民间养老院也普遍兴起。如洪迈《夷坚甲志》“刘
厢使妻”条，在与南宋对峙的金国兴中府，有位叫刘厢
使的汉族人，遣散奴婢，拿出全部财产兴建“孤老院”。

明嘉靖年间，京城除了加大养济院的数量与规模，
还定期轮派官员督查，看贫者和老者有无饭吃，有无制
度上的弊端。嘉靖十一年，在北京地区，仅政府免费提
供给老无所养等各类穷人的衣服就花费275两银子。
国家花钱给老人买生活必需品，形成良好的养老风气。

清代继续开办“养济院”和“施棺局”。即便到了清
末国家衰弱之际，对养老支出也毫不吝啬。如光绪年
间某年，仅广东一省的养济院，就花费白银近1.7万两。

赏赐财物
这种形式的国家养老基本上各朝都有。汉文帝规

定，对8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赐米1石(一百二十斤为
一石)、酒5斗、肉20斤；9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加赐帛
两匹。从魏晋到隋唐赐物无统一标准，通常是举办庆
典或发生灾害时赐钱、米。宋仁宗曾下令赐给战死者
的父母每月每人三斗米。明朝朱元璋下诏：老者，只要
品行善佳，都记录在政府档案中，以备国家财政补贴和
资助。其中80岁以上的贫穷老人，政府每月送大米近
100斤、猪肉5斤、酒60斤(低度酒)；90岁以上的，每年加
赐帛一匹、丝绵一斤。清朝也不时赏赐财物给老人。

授官赐爵
授予老人官位始于北魏。北魏孝文帝曾下诏，授

予70岁以上老人各种官位。唐高宗曾授官给80岁以
上的妇女；唐德宗曾授官给90岁以上老人。宋仁宗、
神宗分别授12个百岁老人、9个百岁老人为州助教。

赐爵的做法出现得更早，在汉代就有了。汉代赐
给老人的爵位从一级到三级都有。汉代之后，赐爵的
做法只是偶尔出现，如北魏孝文帝赐爵给老人，宋太宗
赐爵一级给70岁以上老人。朱元璋也举办过全国性
的赐爵于老人的活动，在南京和凤阳，对80岁和90岁
以上的老人，分别授予两级爵位，使他们可以与当地县
长平起平坐，使老人除了能在物质上获得保障外，还能
在精神上获得关爱。到了明代中期，对老人的尊重，达
到了新高度：百岁以上的老人，国家要给他定制高级、
华美的正装，给予极大国家奖励和荣誉，在全社会树立
尊老、爱老、养老的风尚和氛围。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国古代官员退休后的待遇

古代官员正常退休叫“致仕”，源于周代，汉以后
形成制度。一般致仕年龄为70岁，汉代只有高级官
员有“致仕”，条件是年老或有疾。汉代规定，俸禄两
千石以上的高官，退休可领取原俸禄的三分之一，功
勋极其卓著的少数官员甚至可享受原俸，退休时还
有一次性赏赐，如钱、黄金、粮食、房屋、车马等。

唐朝官员明确了“七十致仕”，不到70岁、体弱
多病的也要退职，除非皇帝特批，否则退休后没有退
休金，但能得到一定数量的田地养老。

宋朝虽规定七十致仕，但没实际执行，因为退休
只能拿到斗俸，所以官员千方百计拖着不退休。

明朝起将退休年龄提前十年以上，鼓励年满60
岁退休。如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诏
令“文武官年六十以上者听致仕”。弘治四年(1491
年)，明孝宗朱佑樘又诏“自愿告退官员，不分年岁，
俱令致仕”。明代开国功臣刘伯温未满60岁就告老
还乡。中央官员退休后享受半俸，一般情况下不给
退休官员发退休金，家里实在太穷的话，根据个人申
请，“有司月给米二石，终其身”。

清朝官员退休年龄也为60岁，没满60岁因病提
前退休无俸禄，满60岁又有世职可拿半俸，对有特
殊功绩的官员，如打仗负伤者，则全数发给。

对古代普通老百姓来说，养老制度是以家庭养
老为主，晚辈负有不可推脱的养老义务，而国家也有
相应政策法规，主要是减免老人及其子孙的赋税和
徭役(为国家提供一定期限的无偿劳动)。国家还通
过授官赐爵、赏赐财物确保老人安享晚年。

周代：规定“九十者其家不从政”

周代出现初具规模的养老制度，规定50岁以上
为老人，详细规定如何养老。饮食方面，据《礼记·王
制》记载，周代要求，要给50岁以上老人吃细粮；60
岁以上老人吃肉，那时肉是很珍贵的；70岁以上老
人要在饭食中加副食；80岁以上的老人要吃些珍馐
美味；考虑到90岁以上老人行动不便，要在其床前
伺候饮食。这样的规定主要针对王公贵族。

周代有老人的家庭可减免徭役。如果家中有
80岁以上的老人，则儿孙中可以有一人不服徭役；
如果有90岁老人，全家都可以不服徭役，此即“八十
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一说。

春秋战国：虽战乱频繁，尊老传统不变

《左传·襄公三十年》里说，春秋时，晋国有位73
岁的老人被征去筑长城，大夫越孟得知后，一方面诚
恳道歉，另一方面将老人接回来，分给他田地，并撤
销违反养老政策的官员的职务。

战国时，齐国规定，对70岁以上的老人，免除其
一子的徭役和赋税；对80岁以上的老人，免除其二
子(两个儿子)的赋税徭役；对90岁以上的老人，免除
其全家的赋税徭役。

汉代：出现中国最早的“老年人保护法”

汉朝推行“以孝治天下”的孝道，对养老问
题更加重视，推行一套特殊优惠政策、一套相对完备
的制度，特别是对“家庭养老”有极严的规定和要求。

孤寡老人到市场上做买卖，免缴租税。酒是国
家专卖品，为照顾孤寡老人，政府允许孤寡老人开设
酒店卖酒。汉律还规定：不赡养老人者，要被处弃市
之刑，即在闹市处死并暴尸街头。对父母、祖父母等
长辈不敬也是重罪，子女杀父母或祖父母，即使没成
功也要被判处弃市之刑，殴伤长辈者要受弃市之刑。

汉朝最让老人有尊严、觉得幸福的地方，是发放
“老年证”，它是一种叫“鸠杖”的实用物，又叫“王
杖”，是帝王赐予老人的拐棍，是特殊权利的象征。
从史料和考古发现看，给老人“赐杖”的制度在汉朝
被正式确立，刘邦曾做鸠杖赠送高龄老人，开了汉朝
赐杖先河。汉宣帝刘询使之成为制度，规定凡是80
岁以上的老人，皆由朝廷授予王杖。但从张家山汉
简中的相关律令来看，汉代较早时曾是“七十赐杖”。

汉朝出台了相应的法规。1959年至1981年，从
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中出土了《王杖十简》和《王杖
诏令册》木简。《王杖诏令册》规定70岁以上老人应
享受的生活和政治待遇，有学者称其为中国最早的

“老年人保护法”。其中有一项规定：70岁以上老人
即使触犯刑律，只要不是首犯就可以免予起诉，继承
了先秦时期老人“虽有罪，不加刑焉”的制度。

唐代：父母在，不远游，不能存私房钱

唐律规定：父母在世时，子孙不能出远门，不能
分家，不能存私房钱，否则要被治罪。这是为让子孙
尽心照顾好老人，此项规定较好解决了“空巢”现象。

唐代继承了汉代给老人“赐杖”、“免税”等做
法。据《唐大诏令集》记载，唐太宗在“即位赦”中曾
特别提出，“八十以上各赐米二石，绵帛五段；百岁以
上各赐米四石，绵帛十段；仍加版授，以旌尚齿。”所
谓“尚齿”，就是尊老的意思。唐令还规定“补给侍
丁”制度：政府安排一人照料80岁以上的老人，90岁
以上安排两人，百岁以上安排5个人，这些侍丁不用
服徭役，专心奉养老人。唐代甚至还有“精神养老”
一说，流行“色养”一词，就是奉养父母时要和颜悦
色，不能让老人不开心。不色养公婆，甚至可以成为
休妻的理由。骂长辈也是唐律中的重罪，要处绞刑。

清代：子贫致父上吊自杀，儿以过失杀人处罚

宋、明、清规定免除老人子孙的赋税。宋仁宗诏
令规定，对80岁以上的老人，免除其一子的赋税。明
清法律规定，对70岁以上的老人，其一子可免赋税。

《大清律》规定，子贫困无法赡养其父，导致父亲上吊
自杀，按过失杀父，判处儿子杖一百流放三千里。

为保证老人有子孙养老送终，北魏首创存留养
亲制度，并沿用至清代。存留养亲是指犯人的直系
亲属年老，但家中没其他人可以赡养老人时，对于非
犯十恶重罪(封建时代最为严重的十种犯罪，包括谋
反、不孝等)的犯人，允许他们通过一定程序得到从
宽处罚，流刑可免发遣，徒刑可以缓期执行，让他们
留下来照料老人，等老人去世后再继续服刑。

根据民政部去年公布的预测数据,到“十四五”
期末,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60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规模达到3亿人，因此养老问题引发了越
来越多人的关注。其实如何养老并不是现代才有
的问题。几千年来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不
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都没有养老保险等
“五险一金”，也基本上没有退休工资，但是古人在
养老方面花的心思并不少，除了家庭养老，还有各
类养老机构，以及各种针对困难家庭的特殊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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