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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养济事业若干问题探析

———以两湖地区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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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清养济事业的研究中尚有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只有从理想与实践 、政

策与实施等不同层面 ,多角度地看问题 ,才能抓住关键 。明清养济事业中的对象与名额 、建置

规模诸问题无不反映了传统社会的仁政理念与现实财政制约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中的二难

选择具体表现为明清养济事业的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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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 ,居养并不是明清养济事业的惟一方式 ,一些地方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探索多样化

的养济方式 ,以克服堂 、院集中居养的不足。江陵县的“给孤贫牌”就是较有意义的一例。该县养济院在

城东公安门外 ,因“孤贫口食额设向少 ,道光六年(1426年),王太守凤翰率同各属筹捐银二千两 ,发典一

分五厘起息 ,每月计得息银三十两。饬县查明城乡孤贫男妇共一百名 ,各给腰牌” 。其养济办法是 , “每

月由府饬委经历查验腰牌 , 按日发银三钱” 。这一善举为此后历任官员所继承 , 并有所发扬光

大[ 15](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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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are still some obscure facts needed to approach in the researches on the beadhouse and its

works providing for the aged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Only linking ideal and practise , policy and its

running together , can we grasp the hinge.Relative questions such as the quota of old people ,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ouses, the operation patterns of the institutions all incarnate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governor' s ideality and

financial condition in pract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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