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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闻

又是年底， 关于年终奖， 肯定是
上班族最热衷的话题了。 殊不知， 年
终奖早就有之———

年终奖最优渥

汉朝， 皇帝给官员发放年终奖金
已有了定例， 称为 “腊赐”。 顾名思
义， 就是在腊月赏赐钱物， 以备过年

之需 。 依照官员等级的不同 ， “腊

赐” 的数量多寡不一。 杨侃 《两汉博

闻》 载： 汉和帝时候， 尚书何敞上书
反对外戚之奢侈 ， 有注 ： 腊赐大将
军、 三公钱各二十万， 牛肉二百斤，
粳米二百斛； 特进、 候十五万， 卿十
万 ， 校尉五万 ， 尚书三万 ， 侍中 、
将、 大夫各二万， 千石、 六百石 （官
名） 各六千， 虎贲、 羽林郎二人共三
千以为祀门户直。 这些赏赐究竟是什
么量级呢？

据研究， 汉代一枚五铢钱的购买
力相当于现在人民币四角 。 连同牛
肉、 粳米加一起， 大将军、 三公获得

的年终奖金差不多高达十万元， 最少

的虎贲、 羽林郎两位也要过万。

对照一下当时官员们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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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下来八万四。 他们的年终奖

金超过了全年工资， 福利之优厚让人
羡慕。

理财观念强

盛唐气象， 商品经济发达。 朝廷
允许各衙门向民间放高利贷。 唐初，
京司置公廨本， 中央就直接拨款给各
司， 由各司全权处理 “官本钱” 的管
理与经营。 在京各司， 包括三省六部
一台九寺五监诸卫等在内， 无论其职
权是否与财政事务相关， 总有判官主
掌该司之出纳事宜， 而官本钱就由最
与财务相关的判司主导本利的出放与
收取。

放贷的本钱， 既有朝廷拨发的公
用款， 也有官员们自行凑起来的集资
款。 按照当时的利率， 月息能够达到
3%， 折合年化 36%。 官府贷款一旦
放出， 包赚不赔。 全年下来， 很多衙
门都有了自己的小金库， 拿出其中一
小部分利润入中央财政， 大部分则用
于地方来打点上司， 再剩下的就成了
本部门各官员的年终奖金。

平日高而年终低

与汉代官员薪酬制度大相径庭，
一向标榜富裕的大宋， 则采取平日高
而年终低的策略。 北宋官员的工资相
对较高， 年终奖金则少得可怜。

以我们熟悉的包拯来说， 他任职
开封府时的基本工资包括了月料、 餐
钱、 茶汤钱、 薪炭钱、 公使钱 （招待
费）、 添支钱 （岗位津贴） 等等， 全

部下来差不多已有万贯。
反观当时官员的年终奖金， 即便

是宰相、 枢密使级别的国家重臣， 每
年冬至赵官家也不过发给其各自五只
羊、 五石面、 两石米、 几坛酒而已。

年终奖与腐败

清宫有 “冬至赐貂” 的惯例， 每
逢冬至， 在南书房、 如意馆、 升平署
等部门上班的人都能 得 到 数 张 貂
皮 。 临 近 年尾 ， 各 王 公 大 臣 以 及
部 分外 廷 大 臣 还 能 得 到 皇 帝赏 赐
的 “福 ” 字 一 幅 ， “岁 岁 平 安 ”

荷包一个 ， 灯盏数对 ， 以及从辽东
运来的鹿尾等珍贵物品。

福字、 荷包虽然有点形式主义，
但既然受赐于皇上， 自然意义非凡，
百官还是会引以为荣， 格外珍惜。 单
凭皇帝赏赐， 或是同僚自筹， 似乎还
不能满足官员们的春节消费需求。 长
久以来， 官场形成了送礼打点的潜规
则。 春节尤其是下级孝敬上级的绝好
时机。 这种进项虽然不能称为年终奖
金， 但它也是官员们年终收益的重要
来源。

梁启超教子爱国
梁启超一生有九个子女 ， 个

个都为社会和国家作出了杰出的
贡献， 可谓 “一门三院士， 九子
皆俊才”。 梁启超从小就培养孩子
们的爱国情感。 在日本时， 他每天
晚上都会让孩子们围坐在小桌旁，
绘声绘色地给孩子们讲爱国英雄的
故事。 就算到了晚年 ， 当谈到父
亲的影响时 ， 梁思礼仍然说道 ：
“从小父亲就给我们讲爱国故事，
要我们长大后 ‘爱国如家’， 因此
我们都传承了父亲的爱国基因。”

梁思成早年因车祸伤及脊椎，
后来得了脊椎软骨硬化症。 但当
美国人想聘他到美国工作以便治
疗时， 梁思成仍然拒绝了。 他说：
“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之中， 我不
能离开。” 受父亲影响， 梁启超九
个子女中有七个曾到国外留学 ，
最后都义无反顾地放弃国外优越
的生活， 回到了祖国。

此外， 梁启超还很注重与子
女的交流。 由于子女都出门在外，
梁启超就常常给他们写书信。 或
是家长里短， 或者谆谆教诲， 可
谓无所不谈， 但又谈得十分理智。

（据 《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如今很多人都喜爱 “吸猫” “云
养猫”， 但吸猫不是现代人的专利 ，
古代 “猫奴” 爱起猫来的疯狂劲儿，
不亚于现代人。 从达官贵人到文人墨
客， 无数人彻底沦为了 “猫奴”。 从
先秦开始， 我国就有非常明确的关于
猫的记载。 《庄子·秋水》 记载 “骐
骥骅骝， 一日而驰千里， 捕鼠不如狸
狴”， 最开始把猫叫做狸， 主要是用
来抓老鼠守食粮的。

到了唐朝， 中亚和西域开始向中国
传入已经过驯养的猫种。 波斯猫在当时
被作为贡品进献给皇帝， 一跃成为宫
廷贵族喜爱的萌宠， 被唤作 “狸奴”。
李商隐诗中曾写道 “鸳鸯瓦上狸奴睡”。

古人选猫首看颜值

古人最爱的是纯色猫， 在纯色猫
中又数橘猫为猫上猫。 选好猫后， 接
下来就是 “聘猫” 了。

宋代的纳猫流程最为完备， “纳
猫如纳妾 ” 说的就是宋代的纳猫流
程。 此时你若想要拥有一只猫咪， 要
先翻一翻 《象吉备要通书》 《居家必
备》 《玉匣记》 等书， 挑选一个 “纳
猫吉日”， 写一份纳猫契， 再为猫挑

选聘礼 ， 才算完成了聘猫的前期工
作。 纳猫契与聘礼也十分讲究。

宋朝人买卖牲畜都要签订契约，
只有买猫的契约写的是聘书， 也称纳
猫契， 目的是缔结契约， 请天上的神
仙来做个见证。 纳猫契类似于婚书， 主
要内容有纳猫日期、 猫的外貌以及纳猫
人对它的要求： 要好好抓老鼠， 不能
乱偷东西吃， 不能到处乱跑。

聘礼分为两种

如果聘来的猫是家猫生的小猫，
就要给主人家送盐， 有的地方也会送

糖和茶叶等； 如果聘来的猫是野猫，
则要给猫妈妈送一串小鱼。 做完这些
前期工作后， 才能带着猫回家。 但别
急， 猫的回家路上也有规定： 将猫纳
回家时， 要把它装在斗或桶里， 外面
再套上布袋， 再找主人家讨要一双筷
子也放在装猫的容器里。 假使路上遇
到坑洼， 一定要用石头填平。 到家以
后， 先带着猫咪去拜家里的灶神和狗
子， 然后把讨要的筷子插在家中的土
堆里， 之后猫咪就会把这个土堆当成
自己上厕所的地方。 这也许就是最早
的猫砂了。

古代也有“年终奖”， 汉朝最大方！

汉朝

古人养猫注重仪式感

宋代的吸猫产业极为发达。 集市
上不仅卖猫窝、 猫粮， 还可以给猫美
容。 但说起吸猫成瘾的， 诗人陆游必
得榜上有名！ 写出“铁马冰河入梦
来” 的陆游， 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猫奴， 也是写关于猫诗最多的诗人。
《赠猫》 是陆游写来纪念自己成功纳
猫的诗。 他给猫咪的聘礼是盐巴， 可
见他领养的是一只家猫。 但他用了猫
薄荷， 堂而皇之地戏弄小猫咪， 还要

戏称猫咪醉态百出， 兴奋地去抓耗
子。 陆游总觉得自己亏欠猫些什么，
于是在 《赠猫》 其二中写道： “执鼠
无功元不劾， 一箪鱼饭以时来”， 猫
捉老鼠有功， 我要喂它鱼饭来犒劳
它。 此外， 陆游还有“溪柴火软蛮毡
暖， 我与狸奴不出门” “裹盐迎得小
狸奴， 尽护山房万卷书” 等许多爱猫
诗句， 为自己的爱猫起名“於菟”。

（据 《博物社》）

陆游： 著名吸猫人士

大家

唐朝

宋朝

清朝

年终奖金不只是古代官员们的
专利， 一些供职于银柜票号、 粮米
油店、 丝绸布庄的雇员或学徒， 也
会在春节来临时收到老板的过节奖
励。 一名员工能够得到多少年终奖
金， 关键要看平日表现， 也就是自
我奋斗和付出， 但也要考虑到店面
效益， 以及老板的人品秉性。

1940 年代的大上海， 丝织业、
邮政业、 船舶业经常发生工人争取
年奖的罢工行动， 以致上海工商界
还联合成立了“年奖问题处委会”，
专门负责调解协商各工厂的年终奖
金发放问题。

据 1948 年 《工商法规》 载， 年

奖问题处委会曾出台过四条决议，
针对工厂不发年奖、 工人罢工等问
题提出解决办法。 其中特意提到：
本年度工商业情形萧条， 该会为求
了解实际情形起见， 择定重要各业，
由工业会、 市商会及各该工会领导
人员， 协助调查， 并由年奖处理会
指派委员参加， 综合劳、 资、 政府
三方面调查所得， 作该会调处工作
之参考。 其实， 年终奖不在乎多寡，
尤其是在中国北方讲求人情宗法 ，
多 数 劳 工 更 在 乎 的 是 企 业家心
里有没有下属 ， 而下一年我该以
何种态度去因应。

（据 《国家人文历史》）

延伸阅读 民国： 真正属于劳工的年终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