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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9 日上午，甘肃省博物馆艺
术生活馆开业仪式暨真石与幻梦·非
洲石雕艺术展开幕式在甘肃省博物馆
举行。

甘肃省博物馆艺术生活馆是甘肃
省博物馆倾力打造的复合型高价值文
化空间，融汇了展览、咖啡、烘焙、艺术
书店、文创销售等多种业态，集文化服
务、文创售卖、饮食休息于一体，致力
于提供一站式文化体验服务，满足人
们多元的精神文化需求。

甘肃省博物馆艺术生活馆的成
立，是甘肃省博物馆在文化服务创新
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它将带领我们走
进一个全新的文化体验时代，让更多
的人能在这里感受到艺术的魅力。这

不仅是甘肃省博物馆发展历程中的重
要里程碑，也是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
的重要举措。

艺术生活馆一楼文创区域，充满
了艺术与生活的交融气息，尤其是全
新推出的“甘肃（不）土特产系列”毛绒
玩具，让人爱不释手。甘博艺术生活
馆精心准备的特色文物烘焙和本地特
色手冲咖啡，让文化艺术体验不再停
留于视觉层面，而是延伸至味蕾的享
受。甘肃省博物馆艺术生活馆，以其
独特的艺术气息和丰富的文化服务，
正逐步成为公众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文
化坐标，为人们的生活注入更多色彩
与内涵。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荆雯

其实，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意识
到了养老的重要性。不仅汉代，朝廷从政
策方面开始优待老年人，到唐代，因为国
力强盛，养老制度越来越完善，除继承了
汉代给老人“赐杖”“免税”等做法，还为防
止出现“空巢老人”，在法律上规定，“诸祖
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
年。”意思是，家中有老人，子孙不能远走
他乡，让父母孤苦无依，就要被治罪。

除此之外，还实行“补给侍丁”制度，
官府免费给民间老人安排侍丁，《新唐
书·食货志一》就曾记载：“侍丁孝者免徭
役”。而且朝廷还派遣专人管理养老机
构，悲田养病院等机构就是在武则天时
期建造的养老机构，专门收容孤寡老人。

到了宋代，这种或称“福田院”，或称
“居养院”的官办慈善性质的养老院越来
越多，甚而民间也兴修养老院。元朝也
延续了收养救助制度，在当时各路设立
养济院一所，救助、收养“诸鳏寡孤独、老

弱病残、穷而无告者”。
明、清两朝的养老院仍如南宋、元朝

一样，称为“养济院”，朝廷继续发展官
办、民办等各种形式的社会养老机构。
明代朱元璋上台后，曾先后两次颁发诏
令，实行孤贫老人终身养老。一次是明
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一次是明洪
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也继承汉代的

“赐杖”制。清朝除了部分继承前代的养
老制度，还格外重视古老的“赐食”制度，
多次大摆“千叟（首）宴”，尤以乾隆年间
为盛，请全国各地的老人到皇宫里去吃
大餐，以此显示皇帝治国有方，太平盛
世，并表示对老人的关怀与尊敬。

正是这些汉代尊老养老制度的实物
出土，让我们了解了中华孝文化的重要
内容，也对后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弘
扬中华传统文化美德，更是当代人义不
容辞的责任。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荆雯

《王杖简》，汉代敬老养老制度的权威实证

武威三简②

王杖简，汉代，出土于武威市磨
咀子汉墓。共计 10 枚，松木削制。
两道编绳，先书后编；墨书隶体，字
迹清晰。每枚简容字多者37字，少
者6字，共240字。其内容记载了东
汉永平十五年（72 年）幼伯受王杖
事，并录建始二年（前 31 年）九月

“年七十受王杖”的诏书与河平元年
（前28年）殴击王杖主当弃市的令。

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存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与木牍的概称。如“册”“篇”“编”“连篇累牍”“韦编
三绝”“罄竹难书”“开卷有益”等词语，都与简牍有关。在纸发明之前的相当长的时间里，简牍是文字书
写的主要载体。而各地简牍的出土，弥补了传世文献的缺失。

这组竹简上的文字详细记录了汉代关于“王杖”的内容。由于简上无编号，出土时次序已乱，史学
界称其为“王杖十简”。王杖简的内容丰富、字迹清晰、次第分明，既有尊老养老、高年赐杖的明确命令，
也有抚恤鳏寡孤独废疾之人的具体法规，反映了汉代对待老年民众的宽厚、仁爱，一经出土就引起史学
界的轰动，它与一同出土的彩绘木鸠杖成为我国古代敬老养老制度最具权威性和系统性的实物见证。

《汉书·礼仪志》记载，汉明帝在位期
间，曾主持过一次祭祀寿星仪式，还安排
了一次特殊的宴会，与会者是清一色的古
稀老人，普天之下年满70岁，无论贵族还
是平民都有资格成为汉明帝的座上客。
盛宴之后，皇帝还赠送酒肉谷米和一柄做
工精美的木鸠杖。高年以赐王杖，可见汉
代已经具备了尊老、养老、抚恤鳏寡孤独
废疾之人的制度法规，由这些制度更能看
出当时尊老敬老的良好社会风气。此风
尚绵延千年不息，终于生长为华夏民族血
脉中至为珍贵的文化传承。

然而在传世典籍中，并没有对于具体
受养者的记载，《王杖简》的出土，向世人
展示出汉代养老政策的具体情况。简文
规定，对70岁以上的老人“耆老高年，赠王

杖”以此作为受敬受养的标志，《王杖简》还
明确规定了对受王杖者的敬养、保护条例
以及对违令者的处罚原则。受王杖者享有
相当于“六百石”官吏的政治待遇，允许行
走于天子专用“驰道”的旁道，可以出入官
府郎第，对老人触犯刑法而非重罪者也给
予宽免。严禁恶吏侵扰老人，“有敢征召、
侵侮者”，以“大逆不道”论罪，并有多例地
方官吏欺侮老人而被判处死刑的记载。对
孤、独、盲、侏儒等老弱残疾，只要具备一些
劳动能力，就鼓励他们从事生产，不收田
租、市赋，不服徭役，使他们得以自存自
立。在屡禁民间酤酿的同时，政府还允许
孤寡老人在市场上列肆卖酒，以获得较为
丰厚的收益。可以看出，汉代尊老、养老、
护老制度已形成体系。

与《王杖简》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精
美文物彩绘木鸠杖，这只卧姿木质鸠鸟，
双目平视，红、黑二彩绘出羽毛。鸠腹下
有圆卯眼以纳杖。杖身上端较下部略细，
光滑坚实，为木之本色，无绘饰。它应该
是墓主生前使用的手杖，也是世人所能见
到的所有汉代木鸠杖中，彩绘保存最完整
的一件。

《后汉书·礼仪志》载，“年七十受王
杖”，意思是要给七十岁以上老人授予王
杖，杖长九尺，顶端饰鸠鸟。所谓“耆老赐
鸠杖，孝道永流传”。有人可能会想，林中
百鸟，为何偏偏选择“鸠鸟”著于王杖首？
汉代学者应劭曾记载一个有趣的故事：汉
高祖刘邦和项羽打仗，刘邦被打败了，项
羽紧追不舍，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刘邦
躲藏在灌木丛中。当时正好有一只斑鸠
鸟落在树上，而且不断鸣叫。项军赶到，
理所当然地认为树下无人，否则斑鸠鸟不
会自由自在地鸣叫。由于有斑鸠打掩护，
刘邦终于脱险。又有传说鸠为不噎之鸟，
刻鸠纹于杖头，可望老者食时防噎。

《后汉书·礼仪志》载，“玉杖，长（九）
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

老人不噎。”所以，等到刘邦当了皇帝，为
了纪念这只不同寻常的鸟，就做了鸠杖用
来帮助行走不便的老人。皇帝赠送的木
鸠杖又称王杖，受鸠杖的人相当于俸禄六
百石粮食的官吏，要受到社会的尊敬，可
以自由出入官府，可以在天子道上行走，
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侮辱、打骂和虐
待，有敢违抗者，以“大逆不道”罪公开斩
首。鸠杖在先秦时期是长者地位的象征，
汉代更是以拥有皇帝所赐鸠杖为荣。

这种为七十岁以上老人赠杖的遗俗
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清代对玉鸠杖首有
文献记载，《清高宗御制诗文集》中曰：“铸
铜及削玉鸠首杖头为养老，汉朝制贡珍西
域驰因他食葚譬，启我教民，思设曰资扶
策，将留待异时。”乾隆皇帝时，清宫藏有
汉代的青铜和玉的鸠杖首，当时乾隆皇帝
还命工匠用上好的新疆和田玉仿制，现藏
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乾隆皇帝八旬寿诞
时，有大臣给乾隆皇帝的寿联就用了鸠杖
作典：“鸠杖作朋春宴饫，莺衣呈舞嘏词
新”。所以民间给老人做寿时，也有“坐看
溪云忘岁月，笑扶鸠杖话桑麻”的寿联。

甘肃省博物馆艺术生活馆开业

1 汉代养老制度体系形成

2 “赠杖”遗俗延续至明清

3 唐朝有就官办养老院

在馆内选购文创产品的人络绎不绝。 网络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