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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话

养老并不是现代才有的问题。那您知

道中国古代的养老院是什么样子吗？咱们

今天就来介绍一下。

南北朝时期——孤独园

养老机构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

期，南朝梁武帝普通二年(521年)正月。

梁武帝萧衍下诏宣布：“凡民有单老

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赡

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於京师置

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

厚加料理。”(《梁书·武帝纪》)

梁武帝创设的“孤独园”，是养老院和

孤儿院的合体，既收养无家可归的孤儿，

也收养无人赡养的老年人，并且负责为收

养的老年人料理后事。

唐代——悲田院

悲田院始创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

(735 年)，由国家拨款，起初称为“病坊”，

专门收容无家可归的老年乞丐，后来改名

为悲田养病坊。

此后，由于社会影响日益扩大，悲田

院成为国家救济机构的代称。

宋代——福田院

宋代继承了前代设立国家救济机构

的做法，在京城开封设立城东和城西两个

福田院，负责收养鳏寡孤独，以及城中衣

食无着的饥民。

每当严冬来临，寒雪纷飞之时，也正

是福田院最忙碌的日子。

京城开封府的主管官吏，就要到大街

小巷巡行，把无依无靠或流浪街头的老年

人、失去双亲的儿童以及乞食街头的饥

民，一起收容到福田院中住宿。

福田院收养的人数，平时有定额的限

制，但在冬天则可以额外收养。每天由福

田院负责官吏把收养人数上报中书省，由

国家左藏库按规定拨给相应的钱米。直到

春回大地、天气转暖，老年人可以自由行

动时，才停止额外的钱米供给。

明朝——济养院

明朝是一个社会福利比较高的时代。

这个要感谢明太祖朱元璋。

首先，他创立了三大福利机构。这三大

福利分别是养济院、漏泽园和惠民药局。这

三项福利的作用就是让百姓老有所依、死

有所归、病有所医。朱元璋还规定，如果城

市里发现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或者无人

照顾的残疾人，地方官员要受追责。

朱元璋还曾在南京郊外修筑公房，并

安排无家可归者居住。

此外，明朝的福利待遇也好得很，以

“济养院”为例，凡是被收留的，每月都会

给予大米三斗、库布一匹。

如遇自然灾害，对于无家可归者，还会

免费给予稻种耕牛，并赐良田十五亩。

清代——普济堂

清朝由康熙皇帝倡导，在北京设立“普

济堂”，要求各地方仿效建立，清代的普济

堂有政府分发的公田，可收地租。

普济堂管理严格，制定了详细的条

规，派专人具体管理。

江苏松江普济堂规定：收养老年贫

民，视其经济状况决定供养人数和生活水

平。该堂规定每年收容 220 名，投堂的人

要年满 50 岁，无依无靠；凡是年力尚壮、

能谋生的一概不收。

江苏的《松江府志·建置》记载普济堂的

日常开支：老民每天早晚吃稀粥，中午吃干

饭，每天定量是白米八合，盐、菜钱两文，午

饭有蔬菜，初一、十五两天有豆腐皮等菜。

每逢端午、中秋节，各领赏钱 20 文。

端午节后领席和扇钱 34 文，冬至后领柴

钱 14 文、布袄钱 100 文。老民病故，给棺

材、安葬钱 3000文。

据“江西卫视经典传奇”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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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博览典籍里的株洲

进入岳麓书院头门，赫曦台横亘在眼前。赫曦台南

北两壁上，分别有高达一米余高的“福”“寿”二字，和赫

曦台上的其他诗文雕刻浑然一体，而这两个字均与株洲

人罗典重赴鹿鸣宴有关。

鹿鸣宴是旧时科举考试后，由州县长官宴请主考

官、学政及中式考生的宴会。因在宴会上歌《诗经·小雅·

鹿鸣》，故称为鹿鸣宴。在清代，鹿鸣宴设在乡试揭晓的

第二天，由行省一级的官员宴请考官和中式举人。同时，

六十年前考中该科的举人，经朝廷批准，也可重赴鹿鸣

宴。不过条件非常苛刻，其人必须德高望重，为乡里表

率，还要有地方有名望的士绅联名向州县申请，然后逐

级上报礼部，经皇帝裁决批准后，才能赴宴。

可见重赴鹿鸣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得此恩荣的

人很少，故清人吴振棫说“本朝二百余年不过数十人”。

然而，清代罗典、徐棻是在岳麓书院山长位上获此恩荣

的，这也成了岳麓书院的美谈。

为何罗典能重赴鹿鸣宴？这得益于他在教育事业上

的贡献。

罗典(1718 年～1808 年)，乾隆十六年进士，选庶吉

士，授编修官。曾出任河南、顺天乡试主考官、会试同考

官。历任四川提督学政、江南监察御史等。后来，罗典为

奉养母亲辞官回家，被聘为岳麓书院山长。

罗典学问广博、品行兼优，在岳麓书院的历史上占有

重要地位。他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包括学识广博的胡光

北、有“经世之才”的严如煜、“屡掌文衡，得人称盛”的状元

彭浚、《弟子箴言》的作者胡达源、热心教育的欧阳厚均兄

弟等等，经世改革派人物陶澍、贺长龄也是其中佼佼者。

与此同时，罗典修复和修建了书院多处建筑。这其

中就包括中国四大名亭之一的爱晚亭（原名红叶亭）和

赫曦台（原名前亭）以及著名的书院八景。

罗典掌教岳麓书院期间贡献巨大，备受朝廷嘉奖，先

后提奏四次，经吏部记录八次。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

时任湖南巡抚的景安奏请朝廷准其重赴鹿鸣宴，得到皇

帝的恩准。罗典重赴鹿鸣宴成了岳麓书院又一件盛事。

罗典重赴鹿鸣宴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公元 1807

年，年近九十的罗典前往省府重赴鹿鸣宴。期间，有一道

士来到岳麓书院，用扫帚蘸黄泥水在赫曦台南壁上书就

一个“寿”字。罗典回到书院后，惊为仙迹，遂在西壁补书

一个“福”字，与“寿”字辉映。当然，这些都是传说，真假难

辨。但是，赫曦台上的“福”“寿”二字与

罗典的故事慢慢沉淀，融入岳麓

书院的历史和文化。

罗典重赴鹿鸣宴
温琳

最近，一些电商平台纷纷启动了“双

十一”促销活动，其实，收快递并非今人

专属的生活方式。古代的物流虽然远不

如今天这样便捷，但也有了蔬果生鲜“快

递服务”，甚至还出现了“海外购”。

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记载：

“平原郡贡糖蟹，采于河间界。每年生贡，

斩冰火照，悬老犬肉，蟹觉老犬肉即浮，

因取之。一枚直百金。以毡密束于驿马，

驰至于京。”这是从山东进贡的海鲜，为

了保证新鲜，捉到以后就直接用毡子密

封，然后用驿马速递到长安。明代于慎行

也有类似的诗句“六月鲥鱼带雪寒，三千

江路到长安”。

然而，这种果蔬生鲜的“快递”业务

仅仅是为了满足王公贵族们的口腹之

欲，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因此长

期以来都是言官和文人们劝谏、讽刺的

对象，最有名的就是唐代诗人杜牧《过华

清宫》中的那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

知是荔枝来”。

五百里加急的快马，原本是为了传送

紧急军情，现在却被用来给杨贵妃运送新

鲜水果，国政荒废，怎么能够不令人痛心

疾首！又如宋代的花石纲，千斤巨石也能

运送，虽然是物流发达的一个体现，但同

时也是对民脂民膏的剥削，流毒二十余

年，导致了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

和今天一样，古代物流也会输送很

多来自国外的商品，那时的“快递”输送

着最早的“海外购”。西汉时，张骞两次出

使西域，开辟出“丝绸之路”。隋唐时期，

除了陆路以外，还可以走海路，东到日

本，西到波斯湾。到了宋代，海运和海外

贸易进一步发展，广州、泉州、明州、杭州

和密州设置了五个市舶司，专门管理海

外贸易事务。彼时海外的商品多达几百

种，有香料、皮货、食品等，其中光是香料

就有一百多种。

明代的海外贸易虽然时开时禁，但

总体上十分繁荣，很多我们现在常见的

作物都是那个时候才有的，例如南瓜、玉

米、番茄、烟草等。

看完这些，我们似乎可以在脑中勾

勒出这样一幅古代物流业的图景——遍

布全国的邮政

网络主要为公

文、军情以及

基本的物资运

输服务，有时

候也会奔驰着装有荔枝或海

鲜的骏马，扬起一路烟尘。那

时，普通百姓能收到一封信

就能乐上半天，想快递贵重

物品只能拜托镖局，而“神秘

的远方”时常会运来一些“稀

奇古怪”的东西，装点着人们

的生活……

（据《解放日报》）

古代的“生鲜速递”和“海外购”

时事·社会 责任编辑、美术编辑：肖星平

近期，多地医院接诊儿童肺炎支原体

感染病例增多。如何更好满足患儿就诊需

求？防治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如何进一步

做好应对举措？“新华视点”记者实地走访

各地医院，了解防治情况。

感染病例增多 医院加班诊疗

记者日前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采访

了解到，近两个月以来，由于儿童肺炎支

原体感染病例增多，该院儿科门诊量持续

攀升，住院病房紧张。

刘女士正带着女儿输液，这已是孩子发

烧的第三天。“前几天女儿班上有好几个同

学发烧、咳嗽，很快她也被传染了。到医院一

查，发现感染了肺炎支原体。”刘女士说。

记者从长春多家医院了解到，当前肺炎

支原体感染人数较多，一个家庭多个孩子住

同一病房的情况也有出现。另外，一些小学

也出现较多病例，请假的学生明显增多。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近日增开“儿科黄

昏门诊”，并设置一处儿科新诊疗区。在全

院协调下，24 小时内完成筹划、选址，保

障医用物资等全部到位。开放不到 1 小

时，有 30 多名感染患儿进入新诊疗区，接

受系统治疗。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儿科主任卢燕鸣告诉记者，近期接诊的呼

吸道感染患者中，肺炎支原体感染者估测

达 70％至 80％。与前两年相比，近期的肺

炎支原体感染有两大特征：患者数量较

多、呈低龄化。

上海市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黄

玉娟告诉记者，除了普通门诊，专家、特需

门诊也每天都在加班，医生们的工作往往

“中午连一连，晚上延一延”，让更多患者

得到诊疗。同时，医院也加开了晚上 5 点

到 9 点的夜门诊。“大家竭尽全力应对。”

黄玉娟说。

专家表示公众无需过于焦虑

尽管感染人数增加，专家表示公众无

需过于焦虑。“与其他细菌性、病毒性肺炎

相比，肺炎支原体感染的重症率、病死率

普遍较低。一般病程是 7 至 14 天，根据病

情严重程度与治疗方案会适度缩短或延

长。”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呼吸内

科副主任医师袁伟锋说，“目前医疗资源

和医院病床能基本满足住院需求。”

据专家介绍，肺炎支原体以 5至 9岁的

学龄儿童最易感，但患儿不局限于这一年

龄段。此外，近期成年人感染也有所增多。

专家表示，目前医院基本依照国家卫

生健康委印发的《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诊

疗指南（2023 年版）》开展治疗，轻症无需

住院，可根据症状给予抗感染治疗，同时

也可使用一些退热药物、镇咳药或做雾化

等，帮助减轻免疫炎性反应。

“临床上，我们遇到的长期咳嗽的患

儿可能是多种因素叠加导致，所以要根据

每个孩子的病情进行综合判断。”吉林大

学第一医院小儿呼吸科副主任乔红梅表

示，家长要谨遵医嘱，不要盲目给孩子用

药，也不要轻信网络上的各类药物组合。

针对家长普遍关心的后遗症问题，受

访专家表示，肺炎支原体感染的危害主要

包括炎症问题与细胞破坏两种，相关危害

与各种常见肺炎相似。

上海市儿童医院感染科主任张婷介

绍，肺炎支原体感染属于急性感染，如果处

理及时，绝大多数没有后遗症。不过，黄玉

娟也提醒说：“根据临床观察，存在哮喘等

基础疾病，或者有原发性免疫缺陷的孩子，

感染肺炎支原体后更易出现重症情况。”

家长、学校和医院如何应对？

多位儿科专家表示，当下肺炎支原体

的传播力仍然较强，肺炎支原体感染人数

目前是否“达峰”还有待相关监测数据进

一步研判。但可以预测的是，近期儿童肺

炎支原体的流行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且

冬季或将出现流感叠加肺炎支原体感染，

家长、学校和医院要做好应对准备。

专家表示，肺炎支原体目前总体处于

可控范围，医疗机构也在积极采取措施应

对冬春季的就诊高峰。

上海市儿童医院呼吸科主任董晓艳

介绍，在上海市卫生健康委指导下，医院

加强了对一线医生的培训。吉林大学第一

医院相关负责人也表示，目前，院内儿科

医护人员全员无休、加班加点为患者提供

诊疗服务，同时做好相应预案，必要时会

随时增派医护力量。

甘肃省中心医院副院长王卫凯表示，

目前还没有能有效预防肺炎支原体感染

的疫苗，所以预防肺炎支原体感染，最重

要的还是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学

校、幼儿园等场所也要注意通风消毒，避

免出现聚集性感染。

儿科专家还提醒，随着冬春季的到来，

呼吸道疾病即将进入流行期，如果肺炎支

原体与其他病原体，如呼吸道合胞病毒、流

感病毒等“碰头”，将给孩子身体带来考验。

因此，专家建议，在重视预防肺炎支原体的

同时，也要尽可能提前接种流感疫苗。

由于肺炎支原体感染主要经过直接

接触传播和飞沫传播，家长和孩子应尽量

避免到人群密集和通风不良的公共场所，

必须去时应戴好口罩；咳嗽或打喷嚏时，

用纸巾掩住口鼻，做好手卫生；还要适度

开展体育锻炼，保持充足睡眠、合理饮食，

综合提高个人免疫力和抵抗力。

（据新华社）

多地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病例增多
如何更好应对？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3 日电
近期，一些地方中小学生“课间 10
分钟被约束”问题受到社会广泛

关注，记者就此采访了教育部有

关负责同志。

这位负责同志表示，中小学

校安排课间休息十分重要、十分

必要，有利于学生调节情绪、放松

身心、增强体质和防控近视。教育

部高度重视学生课间休息，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学

校保护规定》（教育部令第 50 号）

明确，不得对学生在课间及其他

非教学时间的正当交流、游戏、出

教室活动等言行自由设置不必要

的约束。在实际工作中，要求中小

学校每天统一安排 30分钟的大课

间体育活动，每节课间应安排学

生走出教室适量活动和放松。

这位负责同志指出，教育部将

进一步督促地方和学校严格落实

国家有关规定，遵循教育规律和学

生身心发展规律，坚决纠正以“确

保学生安全”为由而简单限制学生

必要的课间休息和活动的做法；

将指导地方和学校科学实施管理

和安全防范措施，加强室外场所

设施排查和人员值守，加强学生

安全常识教育，把安全事故风险

降到最低，让孩子们快乐放心活

动。同时，将要求学校密切家校社

协作，争取家长理解和社会支持，

共同努力保障学生课间正常活动，

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教育部：

中小学校要确保
学生课间正常活动

11月 3日拍摄的北京艺术中心外景。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3 日电
历经近4年紧张建设，北京艺术中心

3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正式落成。

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剧院、图

书馆、博物馆“三大建筑”中建设体

量最大、建设难度最高的剧院项

目，北京艺术中心建筑面积近 13
万平方米，由 1000 座的戏剧场、

1800 座的歌剧院、1600 座的音乐

厅三个单体建筑组成。

从空中俯瞰，北京艺术中心从

运河文化汲取灵感，形如古粮仓和

流动船舶；走近看去，由 4134 块铝

板结构拼接而成的外幕墙在阳光

照射下光影变幻，营造出“大幕拉

开”的灵动意象。

北京建工项目总工程师付雅

娣介绍，北京艺术中心对标世界级

一流剧院建设，每一处空间曲线、

建筑材料的设计和选材都经过周

密考虑，确保观众厅每个坐席听感

优良。依托数字建造模型和专门编

写的“查重软件”，音乐厅所有机电

管线均不越“声学红线”。“观众坐

在音乐厅里，就像坐在‘大音响’

里，尽享世界先进的沉浸式扩声系

统带来的声学盛宴。”

据悉，作为国家大剧院“一院

三址”之一，北京艺术中心舞台空

间与国家大剧院相当，未来可实

现演出剧目的无缝衔接甚至同步

上演。

再添文化新地标

北京艺术中心正式落成

据澎湃新闻报道 11月1日下

午 5时，湖南省邵阳市城步苗族自

治县（以下简称城步县）丹口镇一10
岁男童轩轩（化名）放学后，在学校

附近被大型犬只阿拉斯加咬伤。

轩轩母亲告诉记者，被狗咬

伤后，轩轩先后在五个医院就医，

截至 11月 3日上午 8时，仍在湖南

省儿童医院 ICU病房内抢救。

轩轩母亲介绍，她和丈夫在

深圳务工，轩轩随爷爷生活。为方

便照顾孙子，轩轩爷爷在丹口镇

羊石中心学校附近租房居住。她

从深圳赶回家后了解到，11 月 1
日下午 5 时，轩轩放学回家，走出

学校约 50 米后，与一条体型大的

阿拉斯加犬相遇，“狗差不多有

100 多斤，压在我儿子身上乱咬，

要不是有人救，后果不敢想。”

轩轩母亲称，附近一名老年

男子听到轩轩惨叫后，急忙拿着

棍子赶来救援。他先是用棍子撬

狗的嘴，狗嘴松开后被赶走，“咬

了好几分钟，都没松口。”

轩轩从地上爬起后忍痛朝出

租房走去，途中与赶来的爷爷相

遇。随后，爷爷拦车将浑身带血的

轩轩送往城步县城。

记者获得的病历显示，城步县

人民医院收治轩轩后见病情严重，

建议转至邵阳市救治。11 月 1 日

晚，轩轩先后在邵阳市中心医院、

邵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救治。11
月 2 日晨，轩轩转至长沙第一医

院，接着转至湖南省儿童医院 ICU
病房。湖南省儿童医院病历载明，

轩轩枕部可见多处头皮裂伤，右侧

耳廓部分缺如，右侧肩部皮肤裂

伤，伤口均已纱布覆盖包扎。

轩轩母亲说：“儿子的后脑勺

有好长的口子，看得心碎。”

大型阿拉斯加犬为何会在学

生放学时在学校附近出现？记者

多次拨打狗主人陈先生电话，他

称自己有事，不方便接受采访。

11月 3日，丹口镇综合执法大

队一名负责人称，丹口是农村，很

多狗都是放养的。狗主人说阿拉斯

加犬打了四针疫苗，办了证。

记者了解到，11 月 1 日，阿拉

斯加犬咬伤轩轩后，狗主人陈先

生将狗拴了起来。11 月 2 日晚，丹

口镇官方人员已将狗打死。

轩轩母亲称，狗主人垫付了一

万元医药费，治疗已花费近两万

元。11 月 3 日上午，当地官方人士

已赶到湖南省儿童医院向她表示，

轩轩的后期治疗，他们会想办法。

邵阳10岁男童遭阿拉斯加犬咬伤
仍在ICU抢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