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古代也有退休制度，某些特定
时候，一些官员也会出现“延迟退休”
情况。

唐代常常留任官员

古代退休叫“致仕”，始于秦汉，
发展到唐代更趋完善，对官员的退休
年龄及待遇等方面有明确规定，“年
七十以上应致仕”。

可在唐代也有政绩显赫、年过七
十“齿力未衰”、被皇帝留任延迟退休
的，这些人多为元老重臣，比如杜佑、
裴度等。杜佑历任三帝宰相，功勋卓
著，在他七十岁时不仅没有退休，还
被委以司徒重任。裴度也是历经三
帝，数度任相，七十多岁还被晋位中
书令。

还有一位直至八十六岁才退休
的“老干部”，就是大名鼎鼎的贺知
章，他是古代“延迟退休”的典范。贺
知章是状元出身，起初晋升得有点
慢，六十岁之后受到唐玄宗重用；开
元十三年，六十六岁的贺知章被任命
为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开元二十
六年，八十高龄的贺知章再次升职为
正三品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兼正
授秘书监。

直到天宝三年，八十六岁的贺知
章才告老还乡。对于贺知章的贡献，
唐玄宗很重视，亲自为其饯行，并令
六卿百官都到长安青门送别，还赋诗
惜别，好友李白也写了《送贺宾客归
越》：“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
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
白鹅。”

贺知章退休回到故乡后，看着熟
悉又陌生的一草一木，感慨万千，写
出一首名传千古的诗篇《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宋代官员大多恋栈

宋代沿袭唐代的致仕制度，官员
也是七十岁退休，宋代官员的优厚待
遇和权力的魔力令一些官员十分贪
恋官位，出现不少自愿“延迟退休”的
官员。

宋代年老而不肯致仕的官吏很
普遍，王嗣宗七十三岁高龄还想再知
许州，他历事太祖、太宗、真宗三帝，
素以严明著称，到了退休年龄，他却

“犹享厚禄，徘徊不去，尝谓人曰：‘仆
惟此一事，未能免物议。’众皆嗤之”；

“掌金吾三十余年”的吴虔裕坚决不
肯七十致仕，他曾慨然说：“我纵僵仆
殿阶下，断不学王彦超七十致仕。”他
的意思是王彦超七十致仕退休后的
境遇很不好，所以他宁愿“延迟退
休”。宋仁宗时“比有年余八十，尚在
班行”也不少；庆历年间更有“虽七十
而未衰及别有功状，朝廷固留任使
者，勿拘此令”。

对于此类恋栈者，宋朝也不是不
管不问，宋太祖在乾德元年就曾对年
过七十而尚无退意的一个大理寺卿
下诏勒令致仕。宋仁宗景祐三年，朝
廷进一步规定，年到七十，如果不是
自动请退，而是被御史台纠察而特令
致仕的，就不给子弟官职和本人全
俸。

皇祐中知谏院包拯、吴奎上书：
“愿令御史台监察年七十以上，移文
趣其请老，不即自陈者，直除致仕”，
后经吴奎再次“请详前奏施行”，朝廷

才不得不下诏：“少卿、监以下，年七
十不任厘务者，御史台、审官院以闻。
尝任馆阁、台谏及提刑者，中书裁处。
待制以上能自引年，则优加恩礼。”

明代退休时间不定

明代退休年龄也是延续前代一
些规定，但明初致仕年龄提前到六十
岁。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又提出“凡
官员年七十以上，若果精神昏倦，许
令亲身赴京面奏”，经过核实确系不
能继续为官任职的，方准告退。这次，
明太祖又把致仕年龄延迟到七十岁
以上。

明太祖时，还有另一种“延迟退
休”，对那些声望较高的儒臣破格慰
留。国子监司业王嘉会“须发皓白，终
日危坐，堂上肃然”，是位德高望重的
名儒，以老请归，却被“优诏留之”。国
子监祭酒宋讷成绩尤其突出，累迁为
祭酒，直到近八十岁才退休。

明太祖以后，虽然法定致仕年龄
是七十岁，在官吏致仕年龄上，实际
操作仍然多变。明成祖永乐十九年，
诏令：“凡文武官七十以上不能治事
者，许明白具奏，放回致仕。”这是说
七十岁以上也不是非致仕不可，除非
说明自己“不能治事”，方可享受致仕
待遇；明宣宗宣德十年，则诏令“文武
官年未及七十，老疾不能任事者，皆
令冠带致仕”，这是说年龄不到七十
岁的，具备“老疾不能任事”这一条，
也可以致仕，即可以提前退休；明宪
宗成化二十二年，也曾下诏，对于文
官年龄到七十岁退休的，还可以晋升
一级。

更为奇怪的是，明孝宗以后，官
吏因病退休年龄竟然可以大幅度提
前。孝宗弘治四年，题准“凡告疾官
员，年五十五岁以上者，冠带致仕”，
他这是说，病退可以提前到五十五
岁。明世宗在执行官吏致仕上，硬性
规定因故乞请致仕，也必须年达六十
以上。嘉靖四年，诏令“有假托养病致
仕者，不准。年六十以上，方准致仕。
外官有不奏弃官，及奏不候命而去官
者，该部科道及抚按官纠举”，这是
说，官吏乞退，既不准以有疾为借口，
还需要达到六十岁以上，奏请后一定
要等到批准，才能离任，否则便要被
纠举告发，要受到惩处，可见限制还
是比较严的。

明神宗时就不一样了，对不肯致
仕者有比较严格的规定。万历九年，
神宗对王府官致仕下了道诏令：“王
府各官不拘见任候缺，巡按御史查其
年六十五至七十、八十岁以上，纳银
人员历任十年以上，原由医士、乐舞

生、厨役出身，历任二十年以上，悉令
致仕。”硬性规定这几种公职人员必
须按照相应年龄退休。

清代退休要看考核

古代致仕方法大多是自陈乞退，
也就是史籍屡见的乞骸骨、告老、请
归之类。然而，古代完善的致仕退休
制度到了清代有一个新变化——退
休看考核。

清代对于官吏有着完善的考核
制，而对于一些官吏的致仕需要朝廷
与地方的考核决定，考核三年一次，
京官称为“京察”，外官称为“大计”。
考核时，不称职的官吏分年老、有疾、
浮躁、才力不及、疲软无力、不谨、贪、
酷八种，称为“八法”，根据不同情况，
给予提问、革职、降级调用等处置，其
中“年老有疾者休致”。

顺治十年，顺治帝亲试过编检以
上官吏 62 人，对其中衰病者许自动
乞退，甚至给予优厚待遇。

康熙四十五年，有条对内阁的上
谕，很能说明问题：“敦拜向为司官，
朕荐次擢用至尚书，并无效力勤劳之
处，凡事不留心，详察声名亦不住。廷
议系国家大事，前曾有事会议，敦拜
全不谙事理，恣意妄言。彼时即当黜
退。今既以年老乞休，著解吏部尚书
任。彼并非有劳旧臣，不必予以优旨。
凡为人臣者，虽当暮年，宜更加意洁
己，勤劳王事。如谓年老略不留心诸
务，黾勉自效。”经过考核发现能力庸
常、政绩平平的大臣，康熙采取的是
以“原官致仕”办法打发他们回家。

乾隆帝沿袭这一做法，其目的为
淘汰不合格官吏。他在乾隆二年一次
上谕中说：“翰林乃文学侍从之臣，所
以备制诏文章之选。朕看近日翰詹等
官，其中词采可观者固不乏人，而浅
陋荒疏者恐亦不少，非朕亲加考试无
以鼓励其读书向学之心。”于是他亲
自命题测试这些翰林，命“自少詹讲
读学士以下、编修检讨以上”都要参
加，不许“称病托词”。

乾隆帝亲自阅卷，分出成绩四
等，予以升、降、改补和原品休致4种
处置，显然最不济也可原品退休。乾
隆年间共举行5次此类考试，其中乾
隆八年考试后被强行致仕的 19 人，
乾隆二十八年11人。

雍正六年对“年老”者有所宽松，
规定：“凡年老而能办事者，勿入八
法。”也就是说，虽然到了致仕之年，
但因工作需要而精力充沛的，可以不
在致仕之列，也就是可以“延迟退
休”。

（《上海法治报》）

古代也有“延迟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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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纪中叶，以食肉为主的蒙古人、俄罗
斯人对茶叶需求日渐旺盛，到了“宁可三日无
米，不可一日无茶”的程度，长期在草原从事边
贸活动的晋商便抓住机遇，携巨资南下福建武
夷山采购茶叶。

“山西茶帮来到武夷茶乡后，便与本地商贾
合作，设栈收购，建厂制茶。”武夷山市武夷街道
文化站站长邹应文说，而后这些茶叶顺着地理
版图，一路穿过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运至河北
张家口，再换骆驼运到俄罗斯边贸城市恰克图，
最终到达莫斯科及圣彼得堡。

约1.3万公里的茶道上，从水乡山丘到戈壁
草原，从肩挑背扛到舳舻千里、马帮奔腾，这片
东方树叶究竟有何魅力，引无数商人争相竞逐？

作为中国茶的“狂热粉丝”，法国现实主义
文学大师巴尔扎克，对武夷红茶的风味情有独
钟。一次招待朋友时，巴尔扎克非常虔诚地展示
了一只雅致的堪察加木匣，并从中小心翼翼地
取出一只绣着汉字的黄绫布包，里头是一小瓶
金黄色的优质红茶。为了不让宾客“贪杯”，他不
惜扯谎，“此茶不可滥饮，谁要是连饮三杯必盲
一目，饮六杯则双目失明。”

风靡一时的茶叶，一度成了俄罗斯人的“硬
通货”。瓦西里·帕尔申在《外贝加尔边区纪行》
中记载：“砖茶在外贝加尔湖边区一带的居民当
中饮用极广，极端重要，以致往往可以当银用。
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人等土著民在出卖货物
时，宁愿要砖茶不要银。因为他们确信，在任何
地点都能以砖茶代替银用。” （新华社）

山西茶帮与武夷茶乡山西茶帮与武夷茶乡

□吉炳伟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妇女的社
会地位是低下的，绝大多数妇女尽管在家庭和
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主流
社会却长期居于末流。由于这种地位，我国古代
记载妇女人物事迹的历史文化典籍就非常少，
即使有也是章节片段，往往作为男子的附庸和
陪衬。打破这种局面的是南朝的史学家范晔，他
在《后汉书》中增写了《列女传》，公开为妇女树
碑立传，这也是《二十四史》中，第一位专为妇女
作传的史学家。

范晔是南朝顺阳（今河南南阳淅川）人，字
蔚宗。范晔出身士族家庭，自幼酷爱读书，幼年
即博览家中藏书，除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善于
为文外，还精通音乐、长于书法，曾任尚书吏部
郎，后因触怒彭城王刘义康改任宣城太守，郁郁
不得志。宋文帝元嘉九年，开始纪传体断代史

《后汉书》的编写，至元嘉二十二年以谋反罪被
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

为列女立传，范晔并不是第一人，最早始于
西汉大儒刘向，刘向的《列女传》共七卷，记叙了
105 名妇女的故事，有一些故事流传至今，如

“孟母三迁”即出自该书。刘向的《列女传》属于
杂传，其影响力与范晔的《后汉书》不能相比。但
不能否认，范晔的《列女传》是在刘向的启发下
撰写的，这是在纪传体史书中第一次出现，其影
响意义深远，以后大多数正史都借鉴了《后汉
书》的做法，增添了《列女传》。阅看《后汉书》，卷
十皇后纪共记皇后20人，详作传记，附录皇女，
简记之。

卷八十四列女传共记女子17人，她们分别
是鲍宣妻、王霸妻、姜诗妻、周郁妻、曹世叔妻

（即班昭）、乐羊子妻、程文矩妻、孝女曹娥、许升
妻、袁隗妻、庞淯母、刘长卿妻、皇甫规妻、阴瑜
妻、盛道妻、孝女叔先雄、董祀妻（即蔡文姬）。他
写《列女传》的宗旨是“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
专在一操而已”。意思是搜寻文才品行出类拔萃
的人，不一定着眼于操守一方面。他的《列女传》
中，有择夫重品行而轻富贵的桓少君，有博学才
高的班昭，有断机劝夫求学的乐羊子妻，有古代
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等，每个人都有详细的
记述，人物不拘一格，描绘各自精彩。

（《学习时报》）

为妇女立传的范晔为妇女立传的范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