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2013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常回家
看看”被写入法律，子女今后不常回家看望或
者问候父母将构成违法。那么，在“百善孝为
先”的中国古代，又是如何解决养老这一问题
的呢？

成吉思汗名为铁木真，他是古代蒙古的首
领，在他领导下蒙古各部落最终实现了统一，
他是世界历史上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

成吉思汗在位期间，曾多次发动征服战
争，征服地域十分广阔，西达黑海海滨，东括几
乎整个东亚，建立了世界历史上著名的横跨欧
亚两洲的大帝国。尽管这个帝国十分庞大，但
有一点是令人疑惑的，蒙古的铁骑征战到了欧
洲，唯独没有侵占离自己较近的印度国。历史
上有很多学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据《元史·耶律楚材》记载，促使成吉思汗
班师的原因跟成吉思汗在印度河遇到的一种
叫“甪端”的怪兽有关。但也有历史学家认为，
奇形怪兽是可能存在的，而且印度有些兽类蒙
古人并未见过这也不足为奇。当时的实际情
况是这样的，耶律楚材很可能考虑到蒙古兵在
印度不可能讨到好处。

夏朝：
不孝敬老人是重罪

在夏朝，不孝敬老人判重罪，直至处
以死刑。对不赡养老人，殴打辱骂老人，
不给老人吃饱穿暖，老人生病如不给医
治，不细心照料，都在不孝之列，要受到
处罚。依据不同情节，处以在脸上刺字
(墨)、割鼻子(劓)、斩脚(刖)、死刑(大辟)等
不同的惩罚。

周朝：
对孝敬老人有具体的要求

周朝虽无具体的处罚制度，但有一
套比较严格的具有礼仪含义的具体要
求。如，50 岁以上的老人要给他们吃细
粮；60 岁以上老人的饭菜中要配肉；70
岁以上老人的饭食中要增加副食；80 岁
以上的老人要给吃些珍馐美味；到了 90
岁，小辈要在老人的床前伺候饮食。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但孝
敬老人的传统没变。如，齐国规定对 70
岁以上的老人，免除其一子的赋税和徭
役；80岁以上的老人，免除其二子的赋税
和徭役。

汉朝：
不养老人，判死刑

汉朝推行“以孝治天下”的孝道。对
养老问题更加重视，推行了一套特殊的
优惠政策。规定孤寡老人到市场上做买
卖，免除缴纳租税。酒是国家专卖品，为
了照顾孤寡老人，政府允许孤寡老人开
设酒店卖酒。为确保养老制度的落实，

汉律还规定：对不赡养老人者，要在闹市
执行死刑，并将犯人尸体展示街头。对
父母、祖父母等长辈不尽孝者也判重
罪。子女杀戮父母、祖父母者，即使未
遂，均判弃市(暴尸街头)，殴伤长辈者同
样也处弃市。

唐朝：
父母在，不远游，不能存私房钱

唐朝规定：父母在，不远游，不能存
私房钱。此规定，目的是让子孙尽心竭
力地照顾好老人。唐朝在“补给侍丁”制
度中规定：对 80 岁以上的老人，政府给
安排一个照料的人，90 岁以上的老人给
安排两个照料的人，100 岁以上的老人
给安排 5 个照料的人。政府安排的这些
人全部免除服徭役义务。礼制上还规定
子女对老人要给予精神上的安慰，清朝
规定，儿子家庭再贫困也必须设法赡养
好父母，如果因贫困导致父母自缢身亡，
要按照过失杀父(母)处罚，判处儿子杖一

百，流放三千里。

北魏：
首创“存留养亲”制度

为确保老人有子孙养老送终，北魏
还首创建立了“存留养亲”制度，一直
沿用至清朝。就是说，犯人的直系亲
属年老，家中无人赡养时，对于不是犯
有十恶不赦的犯人，允许对其缓期执
行，留下来照顾老人，待老人辞世后再
去服刑。除家庭养老外，南北朝时期
的梁武帝还在南京建立了“孤独园”，
专门收留、赡养孤苦老人；唐肃宗建立
了“普救病坊”，照顾无人赡养的老人。

南宋：
设立国家养老院

南宋时期在杭州设立了“养济院”，
将无法养活的老人登记造册，由国家
进行赡养。

据《深圳晚报》

成吉思汗为何不敢率骑兵攻印度？

中国古代各朝如何解决养老问题？

蒙古国的确是个能征善战的国家，它仅
凭借着100多万的人口和十多万人的军队竟
战胜了拥有几千万人口及数百万大军的金
国、南宋、花剌子模以及欧洲联军。蒙古骑兵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必然有它优越的条件。

首先，蒙古人的饮食习惯决定了他们在任
何地方都能很快适应。蒙古军队“出入只饮马
乳，或宰羊为粮”。也就是说，只要有供马匹和
畜群食用的水草，蒙古人就可以自给。其次，
蒙古人好骑射，这不仅有利于他们在平地上作
战，而且也可以弥补粮草的不足。因为即使在
战争中，一时缺乏马乳和羊肉，他们还可以以
射猎作为补充。在作战中，蒙古骑兵就是依靠
马匹和畜群来补充给养的。这在后勤上大大
减少了军队行进的辎重。在行军作战的过程
中，粮草往往就是一个军队的咽喉，然而敌人

却很难遏制住蒙古兵的咽喉，这也就决定了他
们比别人少一个致命的弱点。

但蒙古骑兵也有两大弱点。一是善骑好
射、策马急袭的蒙古骑兵在江河湖泊面前便
显得毫无用武之地。为了克服这一弱点，公
元1220年，成吉思汗就建立了水军。有相关
史料记载，在西征时，蒙古军就曾在一个月内
造船百艘，载蒙古骑兵渡过漠兰河。但是另
一个弱点却是蒙古骑兵解决不了的，即他们
先天存在的问题。生活在蒙古高原和西伯利
亚干寒地带的蒙古人惧怕湿热，不耐高温。
这一点在攻占南亚、东南亚一带的战役中就
已显露无遗了。所以有人推测，真正促使成
吉思汗班师的原因也可能是蒙古骑兵适应不
了印度的气候以及地理环境。还有一点很可
能就是耶律楚材知道印度战象的可怕。

气候原因促使蒙古军折回
印度的大象很多，在战场

上，大象往往凭借它们的身
高、体积和力量优势占领战场
的主动权。高的战象可达数
米，这使得架在它背脊上的塔
楼可以居高临下地向敌军射
箭、投枪。公元前3世纪，印度
孔雀王朝的军事力量就已经
依靠战象了，现在出土的当时
的钱币上就有战象的图样。
据记载，孔雀王朝还支援伊朗
王朝和亚历山大大帝 500 头
战象，帮助他们战胜马其顿王
朝。而战象和战马的配合就
更是天衣无缝，象马并肩作
战，由象开道，战马就能冲锋

陷阵；而有了马冲锋，象就可
以冲杀践踏。根据印度文献
记载，当时印度的部队包括四
种，象兵名列旗手，其次才是
马兵、战车兵、步兵。可见印
度是将象兵放到了制胜的地
位。如果两军交战，蒙古骑兵
很可能要遭遇战象，蒙古骑兵
将很难应付。

没有人知道蒙古骑兵要
是强行攻进了印度，历史将怎
样续写，但最后成吉思汗决定
从印度撤军，从而保住了蒙古
军的主要力量，大元王朝最终
得以在东方屹立才是真正的
史实！ 据《福建老年报》

战马难敌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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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乐周刊
惜气存精更养神，少思寡欲勿劳心。

——《寿世保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