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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史海钩沉

古人拜年常用古人拜年常用““拜年帖拜年帖””
如今，随着电话拜年、短信拜年的出现，贺年片、贺年卡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线。可要是在古代，人们似乎

就没有这么轻松了。古时，有点身份的人在春节时都会用类似现在贺年片的“拜年帖”相互问候，而且，送“拜
年帖”是个很郑重的事，因此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很慎重。“拜年帖”，顾名思义，就是古人在春节时表示新春
问候、吉祥祝福的专用帖子，类似于今天的“贺年片”“贺年卡”。古时，“拜年帖”主要在文人雅士、官府僚吏
乃至朝堂君臣中使用，是社会上层、名流人士春节期间交往的专用品。

古时的年终奖都有啥
古代有年终奖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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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一些牺牲之类的祭品送给重臣们飨
用，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年终
奖，年终奖励制度到东汉才确定下来。

【东汉】
“腊赐”在腊月腊日发放

东汉的年终奖有个听起来很霸气
的名字——腊赐。所谓“腊赐”，自然
是要在腊月发放的，具体哪一天呢？
答曰：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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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日期并不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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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官仪》 中有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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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祠门户直，各随多少受也。”

据历史学家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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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等同于现在的 8至 10万元左
右。而像大将军、三公之类的汉代高
级官员，月薪约一万七千五百钱，合
人民币7000元，年薪则有8万多元。
这样一算，仅实打实的奖金这一项，
就超过了全年工资。

那么低级别的官吏呢？《后汉
书·百官五》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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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俸禄为千石这样的
官职，腊赐为六千钱，大概相当于一
个半月工资。俸禄为千石在汉代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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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不仅有腊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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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
年终奖标配发唇膏面霜

至德二年 （757年） 的七月和十
月，唐肃宗命郭子仪与李光弼等率军
讨伐叛军，并收复了长安、洛阳两
京。乱世中登上皇位的唐肃宗准备在
腊日这天好好地犒赏一下大臣们，这
里面包括千里迢迢回到长安的杜甫。

腊日之夜，肃宗赐宴紫宸殿，君臣
尽兴欢饮，肃宗一声令下：赏赐众臣！
这从杜甫所作《腊日》诗中可见一二：腊
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消。侵陵
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纵酒欲
谋良夜醉，还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药
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

第二天，杜甫拿着赏赐喜
滋滋地回了家。家人们

迎了出来，却见他
手里只有两

个小盒子。如果你看到小盒子里放的
东西，估计要大跌眼镜。皇上的赏赐
就是这么朴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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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拿
来盛放口脂面药的器具。

辛辛苦苦一年，皇上的赏赐就是
包装精美的护肤大礼包？

其实，这在唐朝是一种习俗。据
唐代小说家段成式 《酉阳杂俎·忠
志》记载，“腊日赐北门学士口脂、腊
脂，盛以碧镂牙筩”。《太平御览》
载：“腊日上澡豆及头膏面脂口脂。”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唇膏面霜几乎
是唐代年终奖的标配。

现代人肯定不理解，年终奖不发
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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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算得上人性化的考虑。

【北宋】
经常直接发五只羊

到了北宋的时候，年终奖具有了
更多的象征意义，也就是图个热闹。
当时的社会流行戴花，皇帝在年底团
拜会上，会先给官员们赏赐鲜花、绢
罗花等。官品越高，花戴得越多。戴
上花后，才能开始吃宴席。吃了饭
后，才能领年终奖。不过，宋朝的年终
奖主要是以食物为主。即便是宰相、枢
密使以及曾经封王的大臣，每人也只有
五只羊、五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
而已。东西虽然不是很多，怎样运回家
去，倒成了一个问题。你能想象一位位

王公大臣牵着五只羊回
家去的场景吗？当然
了，宋朝的大官，明面
上的工资还是挺高的。
以著名清官包拯为例，
他的收入包括工资（月
料）、餐补（餐钱）、饮
料补贴（茶汤钱）、取暖
补贴（薪炭钱）、招待补

贴（公使钱）、岗位补贴（添支钱），
全部加起来，一年将近一万贯，按购
买力折合成人民币，超过600万元。

【清朝】
“养廉费”是年终奖大头

在年终奖的发放方面，清朝的皇帝
比较重视仪式感。虽然明面上的腊赐
并不多，但是收礼的人也都挺开心的，
有些人还会写成文字专门记录下来。

按照《曾国藩日记》的记载，同
治二年，正月初二出门拜年回来后，
曾国藩接到军机处的咨文，同治皇帝
发给他的年终赏赐包括福字、荷包、银
钱、钱锞、食物，另外还赏了一个寿字。
同治三年、四年，只写了获得年终赏赐，
但没有写具体内容。同治五年，年终
赏赐只有福字和寿字。同治七年，年
终赏赐是荷包、福字和寿字。

由此可见，在年终奖的发放上，
清朝的皇帝以祝福为主，福字和寿字
是最常见的赏赐物。要是心情好一点
的话，就会给发个荷包；心情更好一
点的话，还会给一些银钱、钱锞。

不过，某种程度上，荷包只能算
作是新年开门红包，“养廉费”才是真
正的年终奖大头。清朝的官员，除了
平时的俸禄外，还有不少外快补贴。
比如“柴薪银”，类似于现在有些单位
的燃油补贴，一品文官的年俸虽然只
有180两，但是，单此一项就可以拿
到144两；年俸31两的九品文官，则
可以拿到12两。“养廉费”制度始于
雍正年间，按照曾国藩的说法，“文官
增加养廉费，始于雍正三年的耗羡归
公，武官增加养廉费，始于乾隆四十
六年的补缺额名粮”。养廉费按照“地
方远近、事务繁简、用度多寡”的原
则实行差异化发放，是高级官员最大
的一笔合法收入，甚至可以达到年俸
的百倍。比如，年俸 180 两的曾国
藩，养廉费每年有2万两；年俸80两
的知府，每年也可以拿到2400两养廉
费。乾隆五十三年的一份土地买卖文
契显示，一块一亩七分地只卖了二两
银子。也就是说，一位从四品知府的
一年养廉费，可以买2000亩地。如此
看来，清朝官员的年终奖是相当优渥
的。

据《南国都市报》

■■文史趣谈文史趣谈

牛能负重且柔顺 “厚
德”堪比大地

在古人心目中，牛不是普通牲畜，
而是有着崇高象征意义和功能十分强大
的“神牛”。

我国的群经之首 《易经》，以乾、
坤二卦象征天地，统领万物。《易经》
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又
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
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

牛能负重且柔顺，与坤卦相似，故《说
卦传》称“坤为牛”，直言牛是负载生
养万物的大地即坤卦的象征物，可见牛
的“厚德”堪比大地。

而牛还与道家创始人老子有点关
系。传说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时，关令
尹喜命令门吏说：“若有一老翁乘青牛
板车从东来，不要让他过去。”当天果
然见一老翁乘青牛车从东来，求度关，
此老翁就是老子。正是在函谷关，老子
把五千言的《道德经》传授给尹喜。于
是，老子的座驾青牛自然变成了“神
牛”。

中国文字的创立和发展
与牛有关

商代先民很迷信，不仅作战、打
猎、祭祀等大事要卜问，就连病痛、生
子、嫁娶、天气等事也要卜问一下，而
用于占卜的主要材料就是龟甲和牛肩胛
骨。

我国最早的文字，也刻在这些龟甲
和牛肩胛骨上，中国文字的创立和发
展也与牛有关。

为何要用龟甲和牛肩胛骨占卜？可
能古人认为龟和牛都是有灵性的动物
吧。在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
祀等级中，第一等级是“太牢”，第二等级
是“少牢”。所谓“太牢”，就是古代帝王
祭祀社稷时，牛、羊、豕（猪）全备。而“少
牢”只用羊和豕，没有牛。

耕地镇水交通运输打仗
都少不了牛

镇水要用牛。
相传大禹治水时，每治好一处，就

铸铜牛投入水中，以镇水患。后来历代
治水者都效仿大禹，铸牛镇水。近年
来，全国各地发现了不少铜牛、铁牛、
石牛，这些“牛”有的在水底，有的在
古河道两岸。

古人为何要用牛镇水？这是因为古
人认为牛不仅体型大，且与十二地支中
的丑对应，而丑的五行属性为土，土能
克水，故常用牛镇水。

交通运输要用牛。
《易经》 说：“神农氏没，黄帝、

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
化之，使民宜之……服牛乘马，引重致

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意思是，
神农氏衰落后，黄帝、尧、舜兴起，搞
了很多创造发明，以方便人们的生产生
活，包括驯服牛和马，发明牛车和马
车，用于负重和运输。

而据近代学者研究，牛车是商人的
祖先王亥发明的。此后，牛车一直是不
可或缺的交通运输工具。

打仗也用牛。
在古代，不仅生产用牛车，行军打

仗也用牛车。战国时期的齐将田单，发
明火牛阵，用牛千余头，在牛角上缚上
兵刃，在牛尾上缚苇灌油，以火点燃，
冲向敌人，大败燕军，乘胜连克七十余
城。

此外，牛皮可制盔甲，牛筋可做弓
弦，牛骨可熬制胶，也是制作弓箭的材
料，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军用物资。

耕种要用牛，占卜、祭祀、运输、
打仗、镇水也必须要用牛。毋庸置疑，
牛在古代确实是牛气冲天，“牛”得不
得了。

牛在古代受法律保护

正因如此，在古代“六畜”（牛、
马、羊、猪、鸡、狗）的排名中，牛稳
坐第一把交椅。在十二生肖排名中，牛
也坐上了第二把交椅。

牛如此重要，就必须要保护好它
了，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法律手段。

《礼记·王制》载：“诸侯无故不杀
牛。”《汉律》载：“不得屠杀少齿，违
者弃市。”《唐律疏议》 载：“官私马
牛，为用处重，牛为耕稼之本，马即致
远供军，故杀者徒一年半。”在周代，
诸侯不得无故杀牛，汉代不准杀少壮之
牛，唐代杀牛要坐一年半的牢。此后，
历代法律均严禁任意屠宰牛，除非牛年
老体衰无法耕作，牛主人提出申请，经
官府许可后，才能宰牛。就算是正常死
亡的耕牛，牛主人想要出售牛肉，也要
到衙门进行报备。

这种待遇，在几千年农耕社会中，
只有牛和马有资格享受。

据《广州日报》

■■历史文化历史文化

古代社会中古代社会中 牛究竟有多牛究竟有多““牛牛””

对于现代人来说，牛
只是一种普通牲畜，但对
于古人来讲，牛远比其他
牲畜重要。在数千年农耕
文化中，牛不仅为人们提
供耕种劳力，还在占卜、
祭祀、军事、治水、运输
乃至民族精神的塑造上起
过巨大的作用。

《五牛图》（局部） 韩滉 作

李鸿章负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的时候，有一项职责就是代转海外
使臣给皇上的奏折，其中当然包括
每年的“拜年帖”。当时给皇上的节
日奏折，也叫“请安折”，是最高等
级的“拜年帖”。

那个年代没有快递，因此邮件
传递得走海路，慢得很。因此，派
驻各国的使臣要早早把“拜年帖”
寄来，临到过节再由李鸿章转呈上
去。

这时大清朝派驻美国的使臣是
崔国因，此人不但是李鸿章的安徽
老乡，还是李鸿章一手提携上来
的，甚至连崔国因出使美国，也是
由李鸿章保荐的。

崔国因的外交业务水平没有问
题，就是和朝中大臣的人际关系处
理得不太好，有时也不太注意细
节。临到“封印”（春节放假）的前
一天，李鸿章才发现，崔国因寄来
的“拜年帖”出了大问题——请安
折咨文上的印花盖反了。再一检
查，他寄来的三十个文件上的印花
都是反的。按照大清公文管理规
定，印花倒盖是“大不敬”，严重的
话是要被杀头的，说不定还会牵连
到李鸿章。

李鸿章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
这种“拜年帖”递上去自然不行，
不给皇上“拜年”更不行，更换又

来不及。幸好李鸿章不但会做官，
尤其是“应急处理”水平一流。他
马上找到奏事处打通关系，奏事处
也很给李大人面子，总算把这事忽
悠过去了。

但是奏事处最后“索京蚨八
千”，也就是说奏事处的办事人员后
来向李大人索要了一些钱，代价可
谓不小。

事后，李鸿章把倒盖的印章剪
下壹枚，回寄给崔国因，责怪一通
了事。

三十张“拜年帖”让李鸿章惊出冷汗

记载：“拜年帖”出现
在唐代

“拜年帖”的出现，根据记载应该
在唐代。当时春节已经成为中国人最
重要的节日，拜年活动不但普及到民
间，也逐渐“程序化”“仪式化”。

随着纸张的普及，“文房四宝”成
为上流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广泛使
用的日常用品，这些都为“拜年帖”
的流行创造了必备的条件，人们再也
不用拎着竹片、木片到处跑了。

唐代科举制度鼎盛，支撑其运作
的关键环节就是“门生”制度。各地
举子进京赶考，官方不设“资格审
查”，但你得拜访名人，投身某个老师
的门下做门生，从而获得推荐，才能
打着老师的旗号去考试。这个时候就
需要用“门帖”了，谓之为“门状”。

其间往来，尤其是录取放榜之
后，必须上门拜谢，专用的“拜帖”
随之产生。而春节表达心意的“门
状”，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拜年帖”。

盛行：宋朝广泛使用
“拜年帖”

根据现在能够看到的文字记
载，“拜年帖”的盛行在大宋王朝，地
点是当时的“国际性大都市”东京汴
梁，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

催生“拜年帖”广泛使用的直接
原因，除了显示身份、联络感情之
外，还因为当时的人们越来越懒，疏
于往来走动和面对面交流。当时的汴
梁文人云集、官员众多，是上层人物
聚集的地方。需要走动拜年的人实在
太多，带来几个问题：一是时间不够
用，不该拜的拜了，那自然没有问
题，但是应该拜的没去拜，那问题就
大了；二是见人磕头实在太累，就是
作揖也会胳膊酸疼，不磕头不作揖又
不够礼貌。怎么办呢？于是程序进一

步简化：用专用的帖子拜年。
宋代人周辉在 《清波杂志》 中

说：“宋元祐年间，新年贺节，往往使
用佣仆持名刺代往。”对于那些平时往
来较少的亲戚、关系一般的朋友、应酬
不多的同僚或者生意伙伴，写张“拜年
帖”派人送去，也就算是过节没有忘
记你，如此而已。

北宋年间，开始出现名帖收藏
家，并将所藏选刊刻石。如《游宦纪
闻》记载的《元祐十六家墨迹》，就是
最古老的一部名帖集。其中著名词人
秦观的《贺正旦》帖，可能是现存最古
老的名人“贺年片”，也就是“拜年帖”。
此外，“拜年帖”的用语也有严格的讲
究，尤其表明身份的词语不能用错。

泛滥：“拜年帖”盛行
过度包装

到了明代，投谒拜年成为普遍的
交往形式，礼仪的成分多于情感的内
容。当时著名文人文征明，在他的一
首题为《拜年》的诗中写道：“不求见面
惟通谒，名纸朝来满蔽庐；我亦随人投
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由此可见，“拜
年帖”当时已经被大众广为使用了。

与此相应的，就是“拜年帖”的
高度形式化、华美化。宋明时期，“拜
年帖”的制作越来越复杂，投递的讲究
也越来越多。有的在红绫制成的帖子
上，撒上赤金为字，有的用整幅织锦做
帖子，上面的吉祥用语是预先织成的。

“拜年帖”泛滥的主要标志，是逐
渐盛行“过度包装”：给帖子加上底
壳，用不同颜色的包装区别不同的帖
子。下级送给上级，用青色底壳，门
生初见老师，用红绫制底壳等。

到了清代，“拜年帖”已经彻底变
味儿。从文人雅士的酬酢、民间亲友
的礼节，变成了官场交易的工具，乃
至于皇家色彩的“规定礼数”。帖子上
不但署名，还要用印，而且专门发明
了一种拜匣，用来盛放“拜年帖”。拜

匣的出现，让“拜年帖”跟木头扯上
了关系。

拜匣的出现除了礼仪的程式化之
外，更多的是官场腐败使然。拜匣用
料名贵，工艺精良，雕刻花纹、配饰

金银等，内中除了一张帖子，通常还
有古玩玉器、珠宝金银，乃至直接放
银票。从流传至今的拜匣就可以看
出，仅拜匣的红木材料就已经价值连
城了。 据《华商晨报》

商家为促销 支持分期付款

四
牛
鎏
金
骑
士
铜
贮
贝
器

（
西
汉
）

在古代，清空购物车也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毕竟想买的东西无限，钱包有
限，为了促进销售，古代商家也支持“信
用卡”等付款方式，也就是赊账。

古代的赊账与我们一样，通过考核
个人的资产收入等情况，决定赊账的额
度与期限。很多古代富人出门就没有付
钱的习惯，因为是大户人家，住哪儿，
做什么的，整个城都知道，消费只挂
账，到了月底，商家整理好账单，提供
上门收款服务，所以于富人而言，赊账
又叫月结。

而一般老百姓没有雄厚的财力，自
然不能像富人那样直接月结，购物节里
看上了大件，又没法付全款，于是就选
择了账单分期。与商家商量分期的期数
以及每期还款利息，再将自己暂时用不
着的贵重物品作为抵押，以此实现“花
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

若是在商品促销期，遇到买遇到买
家不够给力家不够给力，，古代商家还有一古代商家还有一
个服务叫个服务叫““撤暂撤暂”，”，不管买家不管买家
需不需要需不需要，，一律免费试吃试一律免费试吃试
用用，，相当于我们现如今的相当于我们现如今的““七七
天无条件退换天无条件退换”。”。因为成本的原因因为成本的原因，，所所
以撤暂这样的服务多用于食品类以撤暂这样的服务多用于食品类。。

假如假如一不小心一不小心买多了买多了，，古代古代的商家的商家还还

提供送货上门服务，在古代又被称为“送
利”。

这个由商家免费送货上门的服务多
用于现货的服务，而更多的古代人会选
择期货，也就是下了订单，付了预售定
金，待商家把货制作完成后，才可收
货。

往往，这样的期货都会十分贵重，
作为商家，不得不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
给民间的快递公司，也就是传说中的私
人镖局。

看来，古代商家对于客户的服务也
是极为重视。 据《扬子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