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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钩

宋朝的老年人有福利，即老有所养。根据北宋末的
一项立法：“居养鳏寡孤独之人，其老者并年满五十岁
以上，许行收养，诸路依此。”（元·郑元佑《遂昌山樵杂
录》）凡50岁以上的鳏寡孤独老人，可以进入国家在京
师及诸路开设的福利院养老。国家给他们的养济标准
一般为每人每日一升米，10文钱；对80岁以上的居养
老人，政府还有额外补助，另给大米及柴钱；90岁以上
老人每日有酱菜钱20文，夏天给布衣，冬季给棉衣。后
来因为要收养的老人太多，又将进入福利院的年龄线
提高到60岁以上。

宋政府设在京师的福田院，是一个综合性的收养
机构，包括收养孤寡老人。据《宋史·食货志》载：“京师
旧置东、西福田院，以廪老、疾、孤、穷、丐者，其后给钱、
粟者才二十四人。英宗命增置南、北福田院，并东、西各
广官舍，日廪三百人。岁出内藏钱五百万给其费，后易
以泗州施利钱，增为八百万。”宋初时东、西福田院只能
赡养 24 人，规模非常小，后来经过扩建，每院可收养
300人，东、西、南、北四院共可收养1200人。

北宋后期，宋政府又在天下各州县广建居养院，这
也是综合性的福利院，包括收养“贫乏不能自存”的老
人。甚至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寨镇市也建有居养院，因为
朝廷要求“城寨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俱仿州县例
置居养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八）居养
院有专项的财政拨款：“以户绝财产给其费……阙若不
足者以常平息钱充。”（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
○三）在宋代，绝户人家过世之后，财产会被收归国家
财政，这笔财政收入通常会用于公益救济，回馈社会。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修建了“安老坊”“安怀
坊”“安济院”，都是专门的养老福利机构。那么宋政府
推行养老福利的效果如何呢？总体上看，效果是良好
的，宋人说：“鳏寡孤独居养安济之法，自崇宁以来，每
岁全活者，无虑亿万。”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过度福
利”的弊病，如在绍兴府，“居养院最侈，至有为屋三十
间者。初，遇寒惟给纸衣及薪；久之，冬为火室给炭，夏
为凉棚，什器饰以金漆，茵被悉用毡帛，妇人、小儿置女
使及乳母，有司先给居养、安济等用度，而兵食顾在其
后”。（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一三）这种“过度福利”
现象，在今日西方福利国家很是常见。 （《联谊报》）

宋朝老年人的福利

□吴天荣

世人都说贾宝玉情根深种，是
第一情痴，但，如果贾宝玉遇到了
纳兰容若，恐怕亦当避席。也有人
说纳兰容若是贾宝玉的原型，对
此，我是不敢苟同的。其一，贾政的
官职是工部员外郎，从五品；纳兰
容若的父亲纳兰明珠历任内务府
总管、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官职甩
贾政几条街。其二，纳兰容若文武
双全。论武，他是康熙的贴身侍卫，
曾随康熙南下江南，北征塞外。“山
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
深千帐灯”。论文，其词是“北宋以
来一人而已”，也不是贾宝玉这个
富贵闲人可比的。

纳兰容若用今天的话来说，那
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妥妥的
学霸，励志典范。明明含着金钥匙出
生，可他比常人更努力、更勤奋。自
幼饱读诗书，文武兼修，十七岁入国
子监，被祭酒徐元文赏识。十八岁考
中举人，次年成为贡士。康熙十五年

（公元 1676 年），考中第二甲第七
名，赐进士出身，授三等侍卫。曾于
两年中主持编纂了儒学汇编《通志
堂经解》，深受康熙帝青睐。“卧榻之
侧岂容他人鼾睡？”有人揣度康熙重
用纳兰容若，令其寸步不离左右，或
许有防人之心，可见纳兰容若是何
等的志存高远，才情不凡。

纳兰容若的词作多为友情词、
边塞词和悼亡词。其友情词深沉磊
落，有东坡、稼轩之风；其边塞词多凄
黯苍凉，在边塞诗词中亦别具一格；
其所作悼亡词血泪交织，尤为感人。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
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
人心易变。”“初见”是什么？是贾宝
玉初见林黛玉的似曾相识？是杨玉
环对唐明皇的回眸一笑？还是陆游
唐婉沈园意外重逢的惊鸿一瞥？不
是，都不是。

“初见”是纳兰容若对感情的一
往情深，一眼万年，痴情成殇，思泪
成河。纳兰容若一生经历3段刻骨
铭心的感情：青梅竹马的表妹，入选

后宫，相见无语；情投意合的妻子卢
氏，英年早逝，阴阳两隔；江南才女
知己沈宛，南北相望不相见。“一生
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相思相
望不相亲，天为谁春。”面对命运的
不公，世事的无常，纳兰容若绝望呐
喊，质问苍天。每一段感情纳兰容若
都倾情付出，深陷其中，至死不渝，
连父亲都说他“太过伤感”。纳兰容
若句句血，字字泪，声声泣地写下
300多首感天地泣鬼神的追思词，
成就了“清朝第一词人”。“为伊消得
人憔悴”，也殚精竭虑地走完了他
31年的短暂人生。

月有阴晴圆缺，年有春夏秋
冬。花开花谢，云聚云散，这些无常
又有常，世间最无常善变的是人
心。“日月两盏灯，春秋一场梦。”
但，纳兰容若是个例外。秋风画扇
犹可悲，更可悲的是纳兰容若穷其
一生没能走出相思的苦海，没能走
出生死离别的伤痛。“天若有情天
亦老”。纳兰！纳兰！如果有来生，请
你不要太多情。 （《十堰晚报》）

“清朝第一词人”——纳兰容若

□赵柒斤

今年的冬至是 12 月 21 日，冬
至是一年中最冷时节的开端，但也
是阴阳二气自然转化的时节。文人
墨客们面临冬至节，难免感叹岁末
与寒冬，吟诵冬至节带给人们的启
迪与希望。正如中唐诗人权德舆

《冬至宿斋时郡君南内朝谒因寄》
所云：“明日一阳生百福，不辞相望
阻寒宵。”

其实，古人最早的时间观念，
与日、月两大自然标识有关，冬至
便是先民观察天时的最早发现之
一。《尚书·尧典》曰：“乃命羲和，钦
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
时。”意思是说，尧帝命令羲氏与和
氏，敬慎地遵循天数，推算日月星
辰运行的规律，制定出历法，敬慎
地把天时节令告诉人们。

西周将一年分为冬至、春分、
夏至、秋分四个节点，此后据此推
算其他节气，将太阳周年运动轨迹
划分为24等份，对应二十四节气。

《尚书·洛诰》说：周公“朝至于洛
师”，对洛阳周边实地考察后，通过

“土圭测景”选定洛邑基址。“土圭
测景”目的是寻找中国地理中心，
要义是“树八尺之表，夏至日，景长
尺有五寸；冬至日，景长一丈三尺
五寸”（即竖起高为8尺的标杆，在
夏至日观测，中午的日影是1.5尺，
冬至日中午的日影是 13.5 尺）。按
周公“土圭测影”所定天下之中，西
周人详细规划了灭商后的第一座
国家都城。于是，周朝便把经土圭
法测得的一年中“日影”最长的一
天“冬至”标示为太阳新生、太阳往
返运动进入新的循环，所以古人把
冬至看作“大吉之日”。周朝还把经
土圭法测得一年中“日影”最长的
一天，作为新年开始的日子。

冬至过节，源于汉代。《汉书》
不仅有“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
贺”的记载，《汉书·武帝纪》还说，
汉武帝在冬至这天，“立泰畤于甘
泉”，早上拜日、晚上拜月。《后汉
书·志·礼仪》中明确交代，汉代全
国已放“冬至假三天”。至魏晋南北

朝，“冬至”演变为区域性节日，老
百姓用“绣日长一线”及“献履贡
袜”等方式庆贺“冬”。明张岱《夜航
船》卷一“冬”篇谓：“魏晋宫中女工
刺绣，以线揆日长短，冬至后比常
添一线之功。故曰日长一线。”曹植

《冬至献袜履颂表》云：“伏见旧仪，
国家冬至，献履贡袜，所以迎福践
长。”表明冬至献袜履为的是“迎福
践长”，冬至穿上新鞋袜，踩踏日影
上，纳受阳气，便可迎福除秽。

到唐朝，冬至的地位提升至春
节一样的高度，《唐六典》“吏部郎
中”条云：“元正日、冬至日二大节
准令休假七日。”当日，朝廷举办盛
大宴会，文人墨客诗会冬至更空
前，纷纷写诗作词称颂阳气回升，
杜甫的“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
生春又来”，让人在寒冬感到温暖，
白居易的“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
灯前影伴身”，使人体会“每逢佳节
倍思亲”，唐末诗人韩渥的“阴冰莫
向河源塞，阳气今从地底回”，叫人
看到春天来临。

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宋代，便
将冬至开发成“消费节”“狂欢节”。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十谓：

“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
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

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
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偏
于一隅的南宋更是将冬至做成“馄
饨节”。宋词中的“冬至”要么“一阳
萌生从此日”，要么“阴伏阳升淑气
回”，要么“一点青阳，早梅初识春
风面”，普通百姓除穿新衣、享美
食、祭祀先人等，还传唱《数九歌》。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还专门写下《冬
至日作》：“似闻钱重薪炭轻，今年
九九不难数。”

明清时期的冬至，京津地区的
民间流行贴绘“九九消寒图”。明刘
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东
内外”条载：“日冬至，画素梅一枝，
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九
九出，则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图。”清
富察敦崇史料笔记《燕京岁时记》还
介绍了《消寒图》具体涂法：“上阴下
晴雪当中，左风右雨要分清，八十一
全点尽，春回大地草青青。”

古人认为，冬至是阴阳二气变
化的关键节点，当日阴气虽处于最
高值，却也是阳气萌生之始，正所谓

“不贺其盛而贺其发端者，古人月恒
日升之义也”。在最寒冷季节营造新
期待的心境，进而带来一种共同的
感受，阳生春来，温暖的阳光终会普
照大地。 （《北京青年报》）

□胡建新

不少人都知道姜太公，因为“姜太公钓鱼，愿者上
钩”的俚语耳熟能详。可说起吕尚，很多人就不知道了。
其实，吕尚就是姜太公，姜为姓，吕为氏，尚为名，史上
多称吕尚。西周初年，吕尚被周文王封为太师，辅助文
王，与谋“翦商”。文王后，他又辅佐周武王灭商，因功封
于齐，成为周代齐国的始祖。

从史料记载看，吕尚一生著述不多，但其最有名的
兵书《六韬》，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其治国理军和指导战
争的理论、原则和方法，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极享盛名
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不过，后世曾有人考证认
为，《六韬》非吕尚亲撰，而是战国时有人伪托于吕尚的
著述。然而，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说：“后世
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由此可知，无论

《六韬》是不是吕尚亲笔所著，其内容反映的基本上是
吕尚的军事实践活动及其韬略思想。

《六韬》分为《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
《犬韬》六卷，共60篇，其中第10篇为《举贤》，主要阐
述了举贤尚功、重用人才的主张。周公问：“何以治齐？”
太公曰：“举贤而尚功。”所谓“举贤”，就是推举贤能之
士，把那些有才能、有智慧，能带领齐国百姓发财致富
的人推举出来，委以重任；所谓“尚功”，就是以功绩论
英雄，奖赏那些受到百姓拥戴的人，既包括物的赏赐，
也包括人的重用。无论“举贤”还是“尚功”，都不分部
族、出身、门第，一律凭“贤”论举、凭“功”论赏。吕尚还
认为，只要君王和各级官员都能“举贤尚功”，就能改变
国家“负海洪囟，少五谷而人民寡”和“辟草莱而居”的
落后局面，使国家强盛起来、人民富裕起来。

在吕尚的用人思想中，对“贤”有着具体确切的衡
量标准。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他所说的“六守”，即“一
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这“六
守”，虽然浸透着浓郁的儒家学说气息，但也可以从中
体味到吕尚心中的贤人标准。吕尚始终认为，贤人要合
于仁义忠信，要有勇敢精神和聪明才智。由此亦可看
出，任人唯贤的用人路线，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可谓
根深蒂固、源远流长。 （《今晚报》）

吕尚的“举贤尚功”

观察天时 始于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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