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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吏部尚书致仕研究
惠鹏飞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宋代吏部尚书致仕比例并不高，尤其是北宋后期，致仕比例仅有两成，这与当时的政治环
境是分不开的。宋代吏部尚书致仕官品阶以从三品及以上为主，这是因为北宋前期吏部尚书为正

三品的官阶，本身就很高，元丰改制后吏部尚书为从二品的职事官，寄禄官阶也不太低，而且他们在

担任吏部尚书之后往往还有升迁，因此宋代吏部尚书的致仕官品阶是比较高的。没有致仕的吏部

尚书则以担任实职或者祠禄官而卒为主，其他遭贬谪、弃官不仕的比例很小。以实职卒于任上的吏

部尚书往往是因为皇帝对其信任不允其致仕或者因疾病卒于任上；而以祠禄官卒则是吏部尚书一

种较为委婉的引退方式，这对于官员的晚年生活有较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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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仕，又称为引年、致政、休致、休退、挂冠、请
老、告老等，指的是古代官员退休，告老还乡；致仕

官，指古代官吏退休时的官职。在宋代，致仕官的品

级分为从正一品到从九品共１８个等级。致仕官品
级的大小对官员退休后的待遇影响很大，以高品级

致仕官退休的官员可以继续享有丰厚的俸禄，恩荫

数名子孙为官。宋代是中国古代官员致仕制度逐渐

形成、完善的重要阶段，而吏部尚书又是宋代朝廷高

级官员的代表，对宋代吏部尚书致仕情况进行考察，

既有助于对宋代致仕制度的进一步认识，也有助于

管窥中国古代社会朝廷官员的致仕情况。

目前，学术界对官员致仕情况的研究论著比较

多，如苗书梅的《宋代官员选任与管理制度》、游彪

的《宋代荫补制度研究》、祝丰年与祝小惠的《宋代

官吏制度》、朱瑞熙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

卷》、张希清的《宋朝典章制度》、龚延明的《宋代官

制辞典》、李旦与张传亮的《宋代官吏的致仕制度研

究》、吴擎华的《北宋官员致仕制度浅探》、景北记的

《北宋的致仕制度和冗官冗费》等。这些论著均涉

及到官员的致仕情况，其中，苗书梅、祝丰年、朱瑞

熙、张希清、吴擎华等侧重从对官员管理的角度来探

讨官员致仕制度；游彪是从致仕荫补的角度探讨致

仕，景北记则探讨了官员致仕制度与冗官冗费的关

系。此外，还有张霞的《宋代致仕官生活研究》，从

社会生活史的角度对宋代致仕官员进行了探讨。总

体上看，学术界对朝廷重臣吏部尚书群体致仕情况

进行专门研究的论著目前尚未出现。本文拟通过对

宋代吏部尚书致仕情况的考察，探讨其特征以及宋

代高级文官的致仕制度，以期对当今社会的管理制

度和退休制度提供一些借鉴。

　　一、宋代吏部尚书致仕考

宋代可考吏部尚书共２２２任。其中，３次担任
吏部尚书的只有１人，即洪拟；２次担任吏部尚书的
共２２人，即王曾、陈执中、文彦博、李清臣、曾孝宽、
许将、唐恪、卢法原、李光、沈与求、孙近、张焘、晏敦

复、汪应辰、胡沂、郑侨、楼钥、刘德秀、袁说友、许应

龙、赵以夫、叶梦鼎。因此，宋代吏部尚书实际可考

人数为１９８人。另外，卢法原在北宋后期与南宋初
期均担任过吏部尚书，为避免重复统计，只在北宋后

期统计卢法原的致仕情况，南宋时期不再统计。本

文在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所统计的吏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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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基础上，又进行了再判断，去掉了李先生误以为

吏部尚书的官员，增加了经过考证确实是吏部尚书

的官员。

宋代官员的致仕官很多时候并不是一成不变

的，官员退休时如果满足政府规定的各种条件，一般

可以获得比其退休前寄禄官相同或者高出数阶的致

仕官；其后每逢朝廷举行大礼、皇帝登基、庆寿等活

动时，部分致仕官有可能继续得到提升。因此，在宋

代某些官员的致仕官记载中，会出现１种至几种甚
至数十种致仕官。本文考察宋代吏部尚书的致仕官

时，以其最高致仕官为研究对象。

宋初，张昭任吏部尚书之职时，吏部尚书为实际

职务，之后吏部尚书成为阶官，大多不领实际职务，

直到元丰改制以后，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的职能才得

以恢复，吏部尚书成为职事官，重新恢复实际职务。

有鉴于此，本文在考察宋代吏部尚书致仕情况时，凡

是官阶达到吏部尚书和职事官为吏部尚书的官员一

律统计在内，但不统计元丰改制后寄禄官阶为金紫

光禄大夫的官员。因此，本文考察的官员包括北宋

元丰改制前的张昭与其他官阶达到吏部尚书的官员

和元丰改制后实职为吏部尚书的官员。由于南宋地

域缩小，诸多方面与北宋有所不同，故本文将宋代分

为如下３个时期来分别考察其吏部尚书致仕情况：
北宋建立到元丰改制前的北宋前期（９６０—１０８２）、
元丰改制到靖康二年的北宋后期（１０８２—１１２７）、南
宋时期（１１２７—１２７９）。

按照首次担任吏部尚书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列，

从建隆元年（９６０年）首任吏部尚书张昭，到景炎元
年（１２７６年）最后一任吏部尚书陈仲微，宋代吏部尚
书的致仕情况如下。

１．北宋前期
张昭，“宋初，拜吏部尚书……太祖不说，遂三

拜章告老，以本官致仕，改封陈国公”［１］（Ｐ９０９１），致仕

官为吏部尚书，正二品。

宋琪，至道二年（９９６年）春，“拜右仆射……是
年九月被病……又口占遗表数百字而卒”［１］（Ｐ９１３１），

未致仕，以实职卒。

吕蒙正，“凡七上章求解政事，改太子太师，仍

封莱国公”［２］（第１４册，Ｐ２６８），致仕官为太子太师、莱国公，

从一品。

张齐贤，大中祥符五年（１０１２年），“代还，再抗
章请老，授特进、守司空致仕”［２］（第１６册，Ｐ１９０），致仕官为

特进、守司空，从一品。

宋白，“乃以兵部尚书致仕，因就宰臣访问其资

产，虞其匮乏，时白继母尚无恙，上东封，白肩舆辞于

北苑，召对久之，进吏部尚书……大中祥符三年，丁

内艰。五年正月，卒”［１］（Ｐ１３０００），致仕官为兵部尚书，

致仕后因家贫被召为吏部尚书，从二品。

王钦若，“毕加司徒……三年冬十月兼译经使，

赴上于传法院归第感疾请告……十一月……戊申

薨”［３］，未致仕，以实职卒。

向敏中，“祠礼成，进位左仆射加昭文馆大学士

……比至中夜，疾不可起，乃明日己
!

以不起

闻”［４］，未致仕，以实职卒。

寇准，天圣元年（１０２３年）闰九月，“移授银青光
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行衡州司马，是月七日以疾

终于贬所”［２］（第１４册，Ｐ３５），遭贬，以行衡州司马卒，未致

仕，以散官卒。

丁谓，“明道末复秘书监致仕，居安州，又徙光

州卒”［５］（Ｐ２０６），遭贬，致仕官为秘书监，正五品。

冯拯，“五上表愿罢相，拜武胜军节度使、检校

太尉兼侍中、判河南府……卒”［１］（Ｐ９６１１），以使相卒，

未致仕，以实职卒。

王曾，“曾言亦有过者，遂与夷简俱罢，以左仆

射、资政殿大学士判郓州。宝元元年冬……如期而

薨，年六十一”［１］（Ｐ１０１８５），未致仕，以实职卒。

吕夷简，“寻致军国之议，频表请老，乃以太尉

致仕”［６］（Ｐ５９２），致仕官为太尉，正一品。

夏竦，皇三年（１０５１年）秋，“武宁军节度使、
检校太师兼侍中、判河阳、郑国公以疾请归于京师

……公疾寝剧矣，既就第，未几以薨”［７］（第１９１６册，Ｐ４４９），

以使相卒，未致仕，以实职卒。

陈执中，嘉四年（１０５９年）二月，“制除守司
徒、岐国公致仕”［６］（Ｐ６２２），致仕官为守司徒、岐国公，

从一品。

文彦博，元丰六年（１０８３年），“请老，除守太师、
河东永兴军节度使。彦博又固辞，许罢两镇，以守太

师致仕”，元五年 （１０９０年）“复以太师致
仕”［２］（第１６册，Ｐ３４７—３４８），致仕官为太师，正一品。

王拱辰，元丰八年（１０８５年）七月，“彰德军节度
使、检校太师、北京留守王拱辰卒”［２］（第１６册，Ｐ４４０），以节

度使卒，未致仕，以实职卒。

曾公亮，“旋以太傅致仕”［１］（Ｐ１０２３３），致仕官为太

保，正一品。

赵鰖，“遂请老不已，以太子少师致仕”［８］，致仕

官为太子少师，从二品。

王安石，元元年（１０８６年）四月，“观文殿大学
士、守 司 空、充 集 禧 观 使、荆 国 公 王 安 石

薨”［２］（第１６册，Ｐ３５７），未致仕，以祠禄官卒。

吴充，“明年春，肩舆归第，遂拜观文殿大学士、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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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乙宫使，四月甲午朔公薨”［２］（第１５册，Ｐ２３１—２３２），以祠

禄官卒，未致仕。

２．北宋后期
李清臣，崇宁元年（１１０２年）正月，“资政殿大学

士、右光禄大夫、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大名府

路安抚使李公薨”［９］，未致仕，以实职卒。

曾孝宽，元五年（１０９０年）八月，“资政殿学
士、中大夫、守吏部尚书曾孝宽卒”［１０］，未致仕，以实

职卒。

吕大防，“未几，遂责授舒州团练副使、循州安

置，未逾岭卒”［２］（第１６册，Ｐ３８７），遭贬，未致仕。

范纯仁，“不数月，以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

召……既而公疾益侵，请老不许，建中靖国元年正月

癸亥薨”［１１］（Ｐ３７５），未致仕，以祠禄官卒。

孙永，“进资政殿学士兼侍读，罢选事，提举中

太一宫，未及拜命，以不起闻制”［１２］，以祠禄官卒，未

致仕。

苏颂，“以太子少师致仕，今上即位迁太子太

保”［１１］（Ｐ３８４），致仕官为太子太保，从一品。

许将，“拜观文殿学士，除奉国军节度使。在大

名六年，召为佑神观使，未几而卒”［１３］（Ｐ８２６），以祠禄

官卒，未致仕。

苏辙，致仕官为端明殿学士、大中大夫［１４］。大

中大夫，从四品。

邓润甫，“遂拜尚书左丞。卒”［１３］（Ｐ８２６），以实职

卒，未致仕。

傅尧俞，元四年（１０８９年）“拜中书侍郎。在
位二年卒”［１３］（Ｐ７６４），以实职卒，未致仕。

苏轼，“乃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居从其

便…… 建 中 靖 国 元 年 六 月 请 老，以 本 官 致

仕”［２］（第１５册，Ｐ２２８），遭贬，致仕官为朝请郎，正七品。

王存，元符二年（１０９９年）正月十七日，“韩忠彦
……资政殿学士、右正议大夫致仕王存各降一

官”［１５］（Ｐ３８９９），致仕官为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通

议大夫，正四品。

胡宗愈，绍圣元年（１０９４年）闰四月，“资政殿学
士、新知定州胡宗愈（卒）”［１５］（Ｐ１４００），以实职卒，未

致仕。

彭汝砺，“以宝文阁待制知江州……至郡数月

得疾，草遗表，家人怪之。公笑曰：‘此何可免？’作

诗贻其子。十二月某甲子，有星陨于郡衙。是日，公

终于正寝”［２］（第１５册，Ｐ３００），以实职卒，未致仕。

林 希，“夺 职 知 扬 州，徙 舒 州。 未 几

卒”［１］（Ｐ１０９１４），以实职卒，未致仕。

王震，“为枢密都承旨，遂坐折狱滋蔓、倾摇大

臣夺职知岳州，卒”［１］（Ｐ１０４０７），以实职卒，未致仕。

黄履，“徽宗立，召为资政殿学士兼侍读，复拜

右丞。未逾年，求去，加大学士、提举中太一宫，

卒”［１］（Ｐ１０５７４），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邢恕，“俄复显谟阁待制、知郑州，提举崇福宫，

以中大夫致仕”［１３］（Ｐ８４５），遭贬，致仕官为中大夫，正

五品。

叶祖洽，“官至徽猷阁直学士、太中大夫。政和

七年四月六日终于真州寓舍”［１６］（Ｐ２０３５），以实职卒，

未致仕。

韩忠彦，“以宣奉大夫致仕，逾年薨于安阳之里

第”［２］（第１６册，Ｐ３４），致仕官为宣奉大夫，正三品。

陆佃，“遂 罢 为 中 大 夫、知 亳 州，数 月

卒”［１］（Ｐ１０９２０），遭贬，未致仕。

温益，崇宁二年（１１０３年）正月，“中书侍郎温益
卒”［１］（Ｐ５５１４），以实职卒，未致仕。

赵挺之，“京复相，挺之再除观文殿大学士、佑

神观使。未几而卒”［１３］（Ｐ８７５），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何执中，致仕官为太傅［１７］（Ｐ２７５），正一品。

徐铎，“进吏部尚书，卒”［１］（Ｐ１０６０７），以实职卒，未

致仕。

虞策，“属疾祈外，加龙图阁学士、知润州，卒于

道”［１］（Ｐ１１１９４），以实职卒，未致仕。

朱谔，大观元年（１１０７年）六月，“尚书右丞朱谔
卒”［１］（Ｐ５５１７），以实职卒，未致仕。

时彦，“迁工部尚书，进吏部，卒”［１］（Ｐ１１１６９），以实

职卒，未致仕。

林摅，“加观文殿学士，拜庆远军节度使。言者

复论罢之。还姑苏，疡生于首而卒”［１］（Ｐ１１１１１），以实

职卒，未致仕。

余深，致仕官为特进［１８］，从一品。

管师仁，大观三年（１１０９年）六月，“管师仁自同
知枢密院事以资政殿学士依前中大夫领佑神观使，

寻卒”［１］（Ｐ５５１９），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刘拯，“时商英去位，侍御史洪彦癉并劾之，削

职，提举鸿庆宫，卒”［１］（Ｐ１１２００），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王襄，“至是，降宁远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

卒”［１］（Ｐ１１１２７），遭贬，未致仕。

张克公，“为徙吏部尚书……居吏部六年，

卒”［１］（Ｐ１１０３３），以实职卒，未致仕。

许光凝，“始以布衣自岭外护其丧以归，人皆多

之。后登第，终吏部尚书”［１９］，以实职卒，未致仕。

蒋猷，致仕官为徽猷阁直学士、左宣奉大夫［２０］。

左宣奉大夫，正三品。

宇文粹中，绍兴九年（１１３９年）五月戊戌，“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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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学士、左光禄大夫、提举凤翔府上清太平宫宇文粹

中薨”［２１］（Ｐ２０７７），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王孝迪，绍兴十年（１１４０年）二月，“端明殿学
士、提 举 西 京 嵩 山 崇 福 宫 王 孝 迪 薨 于 绍 兴

府”［２１］（Ｐ２１５２），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何志同，建炎四年（１１３０年）六月，“徽猷阁待制
何志同坐父子误国，降充集英殿修撰”［２１］（Ｐ６５８）；绍兴

三年 （１１３３年）正 月，“徽 猷 阁 待 制 何 志 同
卒”［２１］（Ｐ１０６０），以实职卒，未致仕。

唐恪，“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

恪既书名，已而呼其诸子，谓曰：‘吾为大臣，而国家

至此，何以生为？’乃仰药而死”［１３］（Ｐ９２４—９２５），以祠禄

官卒，未致仕。

卢法原，“张浚承制起知夔州，寻为龙图阁学

士、川陕等路宣抚处置副使，进端明殿学士、川陕宣

抚副使……帝手诏诘问，法原自辩甚力，上颇不直

之，忧恚，卒于军”［１］（Ｐ１１６５１—１１６５２），以实职卒，未致仕。

李，后降金，未致仕。

卫仲达，绍兴二年（１１３２年）十二月，“秘阁修
撰、提举亳州明道宫卫仲达卒”［２１］（Ｐ１０４９），以祠禄官

卒，未致仕。

梅执礼，“钦宗立，徙知镇江府，召为翰林学士，

道除吏部尚书，旋改户部 …… 死时，年四十

九”［１］（Ｐ１１２３３—１１２３４），为金人所杀，未致仕。

莫俦，“公自述古殿直学士责授宁江军节度副

使、潮州安置。建炎三年遇恩北归，议责者论徽宗皇

帝北迁，公与孙传送边檄一人之数，再徙韶州”［２２］，

投奔伪楚遭贬，未致仕。

王时雍，投奔伪楚，后被诛杀于潭州，未

致仕。［１］（Ｐ１３３６５）

谢克家，绍兴四年（１１３４年）七月，“资政殿学
士、知衢州谢克家薨”［２１］（Ｐ１２７７），以实职卒，未致仕。

３．南宋时期
路允迪，致仕官为龙图阁学士、朝请大夫［２３］。

朝请大夫，从六品。

周武仲，建炎二年（１１３２年）八月十六日，“除龙
图阁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公既遂所请，即欲归吴

中。已而疾亟，上章乞谢事，转朝请大夫致仕”［２４］，

致仕官为龙图阁学士、朝请大夫。朝请大夫，从

六品。

吕颐浩，“诏颐浩除少傅、依前镇南军节度使、

成国公致仕”［１５］（Ｐ４１６６），少傅，正一品。

刘珏，“责授秘书少监，贬衡州。绍兴元年，许

自便。明年，以朝散大夫分司西京。卒于梧

州”［１］（Ｐ１１６６８），遭贬，未致仕。

洪拟，“起 知 温 州，提 举 亳 州 明 道 宫。

卒”［１］（Ｐ１１７５０），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胡直孺，绍兴元年（１１３１年）十一月，“兵部尚书
兼侍读胡直孺卒”［２１］（Ｐ８６９），以实职卒，未致仕。

李光，绍兴二十九年（１１５９年）六月，“左朝奉大
夫李光守本官致仕”［２１］（Ｐ３０２６），致仕官为左朝奉大

夫，从六品。

权邦彦，绍兴二年（１１３２年），“除端明殿学士、
签书枢密院事……三年，卒”［１］（Ｐ１２０７６—１２０７７），以实职

卒，未致仕。

沈与求，“除同知枢密院事，从驾至建康，迁知

枢密院事……月得小疾，一夕薨”［２５］（Ｐ２６４），以实职

卒，未致仕。

席益，“资政殿学士、左中大夫席益九年四月赠

五官”［１５］（Ｐ２０２７），“特赠五官依条与致仕遗表恩泽

制”［２５］（Ｐ３０５），致仕官为资政殿学士、左中大夫。左中

大夫，正五品。

郑滋，绍兴十九年（１１４９年）二月，“显谟阁学
士、知建康府郑滋卒”［２１］（Ｐ２５７６），以实职卒，未致仕。

胡松年，绍兴十六年（１１４６年）十月，“端明殿学
士、提举临安洞霄宫胡松年薨”［２１］（Ｐ２５１８），以祠禄官

卒，未致仕。

孙近，绍兴二十六年（１１５６年）正月，“故责授左
朝散郎、秘书少监分司南京，赣州居住……追复资政

殿学士……因奏孙近亦已死于贬所”［２１］（Ｐ２８０６），遭

贬，未致仕。

刘大中，绍兴十年（１１４０年）九月，“中大夫刘大
中以忧免。至是卒，诏复资政殿学士致仕”［２１］（Ｐ２２１５），

卒后致仕，致仕官为资政殿学士，正三品。

张焘，乾道二年（１１６６年）四月，“资政殿大学
士、右中大夫致仕张公薨于饶州德兴县之里

第”［２６］（第１１４７册，Ｐ６７８），致仕官为资政殿大学士、右中大

夫。右中大夫，正五品。

晏敦复，绍兴十五年（１１４５年）十月，“宝文阁直
学士、提举亳州明道宫晏敦复卒于明州”［２１］（Ｐ２４８７），

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吴表臣，“课最，除敷文阁待制。三岁请祠，进

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家居数年，卒，年六

十七”［１］（Ｐ１１７３３），“左朝议大夫、知婺州吴表臣复敷文

阁待制”［２１］（Ｐ２４８７），“敷文阁直学士吴表臣转一官致

仕”［２７］。综上判断，吴表臣致仕官为敷文阁直学士、

中散大夫。中散大夫，从五品。

罗汝楫，“除龙图阁学士知严州……提点江州

太平兴国宫……薨”［２８］，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周三畏，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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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杞，不详。

林大鼐，“以左朝散郎、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

寻卒”［２９］（Ｐ３００），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董德元，“端明殿学士、左中大夫致仕董德元隆

兴二年二月赠左正奉大夫”［１５］（Ｐ２０２７），致仕官为端明

殿学士、左中大夫。左中大夫，正五品。

张纲，“资政殿学士、左通议大夫致仕、赠光禄

大夫张纲，谥章简”［１５］（Ｐ１６６４），致仕官为资政殿学士、

左通议大夫。左通议大夫，正四品。

刘才邵，绍兴二十八年（１１５８年）二月，“显谟阁
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刘才邵卒”［２１］（Ｐ２９５９），

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陈康伯，乾道元年（１１６５年）二月，“罢左仆射，
授少师、观文殿大学士、鲁国公致仕”［１］（Ｐ５５７２），致仕

官为少师、观文殿大学士、鲁国公。少师，正一品。

王师心，乾道元年（１１６５年），“提举江州太平兴
国 宫，再 上 章 告 老，乃 进 左 朝 奉 大 夫 致

仕”［３０］（第１９８９册，Ｐ２７９），致仕官为左朝奉大夫，从六品。

贺允中，“资政殿大学士、左通议大夫致仕”［３１］，

致仕官为资政殿大学士、左通议大夫。左通议大夫，

正四品。

叶义问，“资政殿学士、左通奉大夫致仕叶义问

八月赠左银青光禄大夫”［１５］（Ｐ２０２７），致仕官为资政殿

学士、左通议大夫。左通议大夫，正四品。

周麟之，隆兴二年（１１６４年）二月三日，“诏责授
左朝奉大夫、秘书少监、分司南京周麟之复左中大夫

致仕，从所请也”［１５］（Ｐ４１２２），遭贬，后复左中大夫致

仕，正五品。

洪遵，“未几，五营成，复原官，仍拜资政殿学

士。淳熙元年，提举洞霄宫。十一月，薨”［１］（Ｐ１１５６９），

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徐
"

，“赐徽猷阁直学士、通奉大夫、提举江州

太平兴国宫徐嘉，辞免特转一官致仕，恩命不

允”［２６］（第１１４８册，Ｐ１７３），“徐
"

一作嘉”［３２］（第５２８册，Ｐ２６３）。故

徐
"

致仕官为徽猷阁直学士、通奉大夫。通奉大夫，

从三品。

汪应辰，“力疾请祠，自是卧家不起矣，以淳熙

三年二月卒于家”［１］（Ｐ１１８８２），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何溥，绍兴三十二年（１１６２年）三月，“翰林学士
兼侍读、兼权吏部尚书何溥充龙图阁学士、提举江州

太平兴国宫，以疾自请也”［２１］（Ｐ３３４４），“除翰林学士兼

吏部尚书，以疾卒”［３３］（Ｐ２８６７），故何溥以祠禄官卒，未

致仕。

凌景夏，致仕官为宝文阁学士［３０］（第１９８７册，Ｐ８１），正

三品。

金安节，“诏以敷文阁学士转一官致仕……官

至中奉大夫”［３４］（Ｐ２３６），致仕官为敷文阁学士、中奉大

夫。中奉大夫，从五品。

叶，“观文殿学士、左正奉大夫致仕叶乾道

四年正月赠特进”［１５］（Ｐ２０２５），致仕官为观文殿学士、

左正奉大夫。左正奉大夫，正三品。

魏杞，“后以端明殿学士奉祠，告老，复资政殿

大学士”［１］（Ｐ１１８３３），致仕官为资政殿大学士，正三品。

陈之茂，乾道二年（１１６６年）八月六日，“徽猷阁
直学士、朝请大夫陈之茂知府事。九月二十四日致

仕”［１６］（Ｐ１５０３），致仕官为徽猷阁直学士、朝请大夫。

朝请大夫，从六品。

陈俊卿，淳熙十三年（１１８６年）正月十四日，“少
傅、观文殿大学士致仕、福国公陈俊卿为少师，依前

观文殿大学士致仕，进封魏国公”［１５］（Ｐ２３３２），致仕官

为观文殿大学士、少师、魏国公。少师，正一品。

周执羔，“上曰：‘遂除龙图可也’……上度不可

夺，诏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乾道六年卒，年七十

七”［１］（Ｐ１１８９９），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陈良，淳熙四年（１１７７年），“起知徽州，寻除
敷文阁待制、知建宁府，卒”［１］（Ｐ１１９０３），以实职卒，未

致仕。

胡沂，“遂以龙图阁学士仍提举兴国宫。淳熙

元年卒，年六十八”［１］（Ｐ１１９１１），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汪大 猷，致 仕 官 为 敷 文 阁 学 士、宣 奉 大

夫［３５］（Ｐ１６０６），宣奉大夫，正三品。

王之奇，“诏公以外祠旧职罢，即日理舟西归

……道遇大雨，得脚弱之疾，寻复痊愈，而心气顿耗

饮膳不复如初。舟次黄冈，薨于临皋亭”［３６］，以祠禄

官卒，未致仕。

张津，不详。

李彦颖，“观文殿学士、光禄大夫致仕、赠少保

李彦颖，谥忠文”［１５］（Ｐ１６６３），致仕官为观文殿学士、光

禄大夫。光禄大夫，正三品。

龚茂良，“谢廓然因劾之，乃落职放罢；寻又论

茂良擅权不公，矫传上旨，辄断贾光祖等罪，遂责降，

安置英州。父子卒于贬所”［１］（Ｐ１１８４６），遭贬，未致仕。

留正，嘉泰元年（１２０１年），“进封魏国公，复少
师、观文殿大学士”［１］（Ｐ１１９７７），致仕官为观文殿大学

士、少师。少师，正一品。

蔡，“ 谢，即 奉 祠 以 归。卒，年 五 十

七”［１］（Ｐ１１９５６），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韩元吉，“除龙图阁学士、复知婺州，罢为提举

太平兴国宫”［３７］（Ｐ１４６－１４７），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程大昌，绍熙五年（１１９４年），“请老，以龙图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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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致仕”［１］（Ｐ１２８６０），致仕官为龙图阁学士，正三品。

周必大，致仕官为观文殿大学士、少傅［３５］（Ｐ１７１５）。

少傅，正一品。

王希吕，淳熙十四年（１１８７年）四月三日，“知太
平州王希吕放罢”［１５］（Ｐ４０１１），未致仕。

郑丙，“诏公年德俱
#

、践扬滋久，进端明殿学士

……绍兴四年引年致仕，转正奉大夫”［２６］（第１１４７册，Ｐ６９５），

致仕官为端明殿学士、正奉大夫。正奉大夫，正

三品。

萧燧，“积 官 宣 奉 大 夫 封 豫 章 郡 开 国

公”［２６］（第１１４７册，Ｐ７１７），“资政殿学士正奉大夫萧燧转一

官致仕”［３５］（Ｐ５７８），致仕官为资政殿学士、宣奉大夫。

宣奉大夫，正三品。

颜师鲁，“宝文阁学士、大中大夫颜师鲁转一官

致仕”［３５］（Ｐ６１９），致仕官为宝文阁学士、大中大夫。大

中大夫，从四品。

郑侨，“以观文殿学士致仕”［２９］（Ｐ２５９）。观文殿学

士，正三品。

赵汝愚，“既殁，党禁蜪解，旋复资政殿学士、太

中大夫，已而赠少保”［１］（Ｐ１１９８９），卒后复资政殿学士、

太中大夫致仕。太中大夫，从四品。

余端礼，“致仕授少保、郇国公”［３８］，致仕官为

少保、郇国公。少保，正一品。

罗点，“六月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上有事于明堂，公扈从斋宫，俄得气疾，遂还私第，三

日而薨，实九月十有四日也……案：累赠上原本有致

仕二字，考本传点扈从斋宫，得疾卒，此文后云还私

第三日薨，无致仕事，应属衍文”［３９］（第２０２９册，Ｐ１８７），以实

职卒，未致仕。

楼钥，“除资政殿学士、知太平州，辞，进大学士

提 举 万 寿 观 …… 转 两 官 致 仕，命 下 而 公

薨”［３９］（第２０２９册，Ｐ１８０－１８１），卒后致仕，致仕官为资政殿大

学士，正三品。

叶翥，“以观文殿学士致仕”［３３］（Ｐ２８７１），致仕官为

观文殿学士，正三品。

许及之，“?胄诛……降两官，泉州居住。嘉定

二年，卒”［１］（Ｐ１２０４２），遭贬，未致仕。

傅伯寿，“累迁礼部尚书出知建宁府……开禧

初，?胄倡开边议，伯寿贻书?胄……未几卒?胄既

诛，追伯寿三官”［３７］（Ｐ４３２），遭贬，未致仕。

刘德秀，不详。

袁说友，“以资政殿学士、知镇江府辞，提举临

安府洞霄宫、加大学士致仕”［３７］（Ｐ１４９），致仕官为资政

殿大学士，正三品。

张釜，“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以疾奉

祠归，薨”［４０］，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费士寅，不详。

钱象祖，不详。

黄由，不详。

颜蒶，开禧元年（１２０５年）二月，“除工部尚书依
旧兼（直学士院），五月除权吏部尚书依旧兼职，六

月致仕”［４１］，致仕官为工部尚书，从二品。

丁常任，“以太中大夫、宝谟阁待制致仕”［４２］，

致仕官为太中大夫、宝谟阁待制。太中大夫，从

四品。

杨炳，“迁权吏部尚书……开禧三年除宝谟阁

直学士，奉祠卒”［３２］（第５２９册，Ｐ５３２），以祠禄官卒，未

致仕。

卫泾，“除资政殿学士、金紫光禄大夫致仕”［４３］，

致仕官为资政殿学士、金紫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

夫，正二品。

陆峻，不详。

林大中，致仕官为签书枢密院事［３５］（Ｐ１８０１），从

二品。

宇文绍节，“进资政殿学士致仕”［１］（Ｐ１２１１７），致仕

官为资政殿学士，正三品。

曾映，嘉定三年（１２１０年）三月，“除吏部尚书。
四年四月致仕”［４４］（Ｐ１７２），致仕官为正奉大夫、吏部尚

书。正奉大夫，正三品。

张伯垓，不详。

汪逵，嘉定七年（１２１４年）二月，“除职在京宫观
仍兼尚书致仕”［４４］（Ｐ１７２），“登进士第，仕至吏部尚书、

端明殿学士”［１］（Ｐ１１８８２），致仕官为端明殿学士、吏部

尚书。吏部尚书，从二品。

李大性，“寻以端明殿学士知平江府，引疾丐

祠，卒于家”［１］（Ｐ１２０５０），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任希夷，“寻提举临安洞霄宫，薨”［１］（Ｐ１２０５０），以

祠禄官卒，未致仕。

徐应龙，“会景献太子薨，请老，上不许，徙吏部

尚书。以焕章阁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嘉定十七年

卒”［１］（Ｐ１２０５１—１２０５２），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薛极，端平元年（１２３４年）四月，“薛极少保，依
旧观文殿大学士、和国公致仕。五月庚子，赠少师，

乙巳，卒”［１］（Ｐ５６１３），致仕官为少保、观文殿大学士、和

国公。少保，正一品。

程糮，“宋端明殿学士、宣奉大夫致仕，新安郡

开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赠特进”［３４］（Ｐ５６９），致仕官

为端明殿学士、宣奉大夫。宣奉大夫，正三品。

朱著，宝庆二年（１２２６年），“拜吏部尚书，未几
致仕”［４５］，除龙图阁学士，赠四官致仕。安徽省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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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拓本《有宋淑人赐冠帔洪氏墓志铭》载：通议大

夫、试吏部尚书、兼修国史、兼实录院修撰、兼侍读朱

著撰并书。综合判断，朱著致仕官为龙图阁学士、通

议大夫。通议大夫，正四品。

陆德与，不详。

杨烨，不详。

崔与之，端平三年（１２３６年）九月，“崔与之自参
知政事特转正议大夫，除右丞相、兼枢密使……（嘉

熙三年）六月庚子，崔与之力辞相位，诏依前官，特

授观文殿大学士，致仕”［１］（Ｐ５６１５、Ｐ５６１８），致仕官为观文

殿大学士、正议大夫。正议大夫，从三品。

陈卓，“端平初签书枢密院事，未几丐祠，以资

政殿学士还里”［２９］（Ｐ２７７），致仕官为资政殿学士，正

三品。

李埴，“李埴转一官守同知致仕制”［４６］，致仕官

为守同知枢密院事，从二品。

魏了翁，“诏以资政殿大学士、通奉大夫致

仕”［１］（Ｐ１２９７０），致仕官为资政殿大学士、通奉大夫。

通奉大夫，从三品。

李鸣复，“未几，出知福州、福建安抚使，寻予

祠。监察御史蔡次传按劾落职，罢宫观，后卒于嘉

兴”［１］（Ｐ１２５５０），遭贬，未致仕。

余天锡，“以观文殿学士致仕”［１］（Ｐ１２５５２），致仕官

为观文殿学士，正三品。

许应龙，“累辞，会正言郭磊卿有论疏，以端明

殿学士提举洞霄宫”［１］（Ｐ１２５５５），“积阶至中大夫致仕，

特赠大中大夫。遗表上，赠资政殿学士、银青光禄大

夫”［４７］，致仕官为端明殿学士、大中大夫。大中大

夫，从四品。

赵彦緔，“累官吏部尚书，兼给事中，以华文阁

直学士知平江府卒”［４８］，以实职卒，未致仕。

游似，淳五年（１２４５年）十二月，“自知枢密院
事兼参知政事授宣奉大夫，除右丞相兼枢密使，加封

邑”［１］（Ｐ５６２３－５６２４）；淳七年（１２４７年），“特授观文殿
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进爵国公。十一年，转两

官致仕，薨”［１］（Ｐ１２４９８），致仕官为观文殿大学士、银青

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从二品。

袁甫，“权 兵 部 尚 书，暂 兼 吏 部 尚 书，

卒”［１］（Ｐ１２２４２），以实职卒，未致仕。

赵与飀，“拜少傅，卒”［１］（Ｐ１２４０６），以实职卒，未

致仕。

吴潜，“责授化州团练使、循州安置……端坐而

逝”［１］（Ｐ１２５１９—１２５２０），遭贬，未致仕。

徐荣叟，“徐荣叟自朝奉大夫、权礼部尚书除端

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１］（Ｐ５６１９—５６２０），淳二年

（１２４２年），“乞归田里，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
宫。六年，转一官致仕。卒”［１］（Ｐ１２５５６），致仕官为朝

散大夫，从六品。

高定 子，“以 资 政 殿 学 士 转 一 官 致 仕，

卒”［１］（Ｐ１２３２２），致仕官为资政殿学士，正三品。

金渊，“侍御史刘汉弼论渊尸位妨贤，罢政予

祠。监察御史刘应起言，落职罢祠。十一年，妻盛氏

诉于朝，乞曲加贷宥，少叙官职。诏止量移平江府居

住。卒”［１］（Ｐ１２５５９），遭贬，未致仕。

杜杲，“请老，诏不允，再疏，进一秩，升宝文阁

学士致仕”［４９］（第１３２３册，Ｐ３４－３５），致仕官为宝文阁学士，

正三品。

钱相，不详。

赵与踌，宝三年（１２５５年），“以观文殿学士再
守郡……景定元年复知平江，丐祠封周国公，八月

卒”［５０］（第４册，Ｐ１２８），以祠禄官卒，未致仕。

赵以夫，“自正奉进光禄大夫，自端明进资政殿

学士致仕”［４９］（第１３２３册，Ｐ６０），致仕官为光禄大夫、资政

殿学士。光禄大夫，正三品。

史宅之，淳九年（１２４９年）十二月，“同知枢密
院事史宅之卒”［１］（Ｐ５６２９），以实职卒，未致仕。

徐清叟，景定三年（１２６２年）十月，“徐清叟授宣
奉大 夫、守 观 文 殿 学 士 致 仕，十 一 月 丙 申，

卒”［１］（Ｐ５６４３），致仕官为宣奉大夫、守观文殿学士。宣

奉大夫，正三品。

赵性夫，淳十二年（１２５２年）八月，“宝章阁直
学士知建宁府赵公卒于府”［４９］（第１３２３册，Ｐ４２），以实职

卒，未致仕。

张銵，“进对长乐郡公，转三官，守参知政事致

仕。九月，卒”［１］（Ｐ１２５７８），致仕官为守参知政事，从

二品。

陈垲，致仕官为资政殿学士［５１］（Ｐ１６７），正三品。

颜颐 中，致 仕 官 为 宝 章 阁 学 士、通 奉 大

夫［４９］（第１３０６册，Ｐ１３４），通奉大夫，从三品。

蔡抗，开庆元年（１２５９年）七月，“蔡抗自参知政
事致仕，癸亥卒”［１］（Ｐ５６３８）致仕官为参知政事，正

二品。

陈显伯，“历转至吏部尚书兼端明殿大学士、通

奉大夫，爵长乐郡开国侯……乃诏加端明殿大学士

致仕”［５２］，致仕官为端明殿大学士、通奉大夫。通奉

大夫为从三品。

徐栗，不详。

饶虎臣，“叙复原官，提举太平兴国宫。卒。德

元年，礼部侍郎王应麟、右史徐宗仁乞追复元官，

守资政殿学士致仕”［１］（Ｐ１２５８０—１２５８１），卒后以守资政殿

·６８·



第４期 惠鹏飞：宋代吏部尚书致仕研究

学士致仕，从三品。

江万里，“丐祠，加观文殿大学士知福州，辞，依

旧职，提举洞霄宫。又授知潭州、湖南安抚大使，加

特进，寻予祠……及饶州城破……万里竟赴止水

死”［１］（Ｐ１２５２５），为国以实职卒，未致仕。

王飊，德元年（１２７５年）七月，“罢王飊为醴泉
观使……十二月戊申，王飊薨”［１］（Ｐ５６５３—５６５４），以祠禄

官卒，未致仕。

叶梦鼎，德二年（１２７６年），“益王即位于闽，
召为少师、太乙宫使。航海遂行，道梗不能进，南向

恸哭失声而还。后二年卒”［１］（Ｐ１２４３６），以祠禄官卒，

未致仕。

陈窻，“引年，拜端明殿学士提举秘书省，进职

资政殿致仕”［５３］（Ｐ７９８），致仕官为资政殿学士，正

三品。

常挺，咸淳四年（１２６８年）十一月，“以资政殿学
士致仕”［１］（Ｐ５６４９），致仕官为资政殿学士，正三品。

洪焘，不详。

程垲，“宋亡弃官归”［５３］（Ｐ１２３３），宋亡弃官，未

致仕。

章鉴，德元年（１２７５年）三月，“章鉴罢右相，
予祠，戊戌，罢祠，六月庚戌，放归田里”［１］（Ｐ５６５３），遭

贬，放归田里，未致仕。

陈宜中，至元十九年（１２８２年），“井澳之败，宜
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谕意，度事不可为，遂

不反。二王累使召之，终不至……大军伐占城，宜中

走暹，后没于暹”［１］（Ｐ１２５３２），宋亡至占城，未致仕。

刘黻，景炎元年（１２７６年）五月，“宜中为左丞相
兼都督，李庭芝为右丞相，陈文龙、刘黻为参知政

事”［１］（Ｐ９４０），“及贾似道、韩震死，宜中谋拥二王由温

州入海，以兵逆黻共政，将逊相位，于是黻托宗祀于

母弟成伯，遂起，及罗浮，以疾卒”［１］（Ｐ１２２４９），以实职

卒，未致仕。

常?，德二年（１２７６年），“拜参知政事，为夏
士林缴驳，拜疏出关，后六年卒”［１］（Ｐ１２５９８），拜疏出

关，未致仕。

王应麟，德元年（１２７５年）十一月，“丞相留梦
炎用徐囊为御史……（王应麟）缴奏上疏，驳之并纠

梦炎……疏入，又不报，即引归。十二月……以翰林

学士宣召……力辞不赴。二年丙子，五十四岁，是

岁，宋亡。先生杜门不出”［５４］，宋亡不仕，未致仕。

丁应奎，德元年（１２７５年）十二月，“权吏部尚
书丁应奎、左侍郎徐宗仁遁”［１］（Ｐ９３６），未致仕。

陈仲 微，“? 山 兵 败，走 安 南。越 四 年

卒”［１］（Ｐ１２６２０），未致仕。

宋代吏部尚书致仕情况统计见表１。

表１　宋代吏部尚书致仕情况统计
致仕情况 北宋前期 北宋后期 南宋时期 合计

正一品 ３ １ ７ １１
从一品 ３ ２ ０ ５
正二品 １ ０ ２ ３
从二品 ２ ０ ６ ８
正三品 ０ ２ ２６ ２８

致仕官阶
从三品 ０ ０ ５ ５
正四品 ０ １ ４ ５
从四品 ０ １ ４ ５
正五品 １ １ ４ ６
从五品 ０ ０ ２ ２
从六品 ０ ０ ６ ６
正七品 ０ １ ０ １
小计 １０ ９ ６６ ８５

以实职卒 ７ ２２ １５ ４４
以祠禄官卒 ２ １１ ２２ ３５
遭贬等 １ ２ ８ １１

未致仕 投金／伪楚 ０ ３ ０ ３
情况 宋亡不仕 ０ ０ ３ ３

宋亡遁 ０ ０ １ １
宋亡至他国 ０ ０ ２ ２
小计 １０ ３８ ５１ ９９

不详 ０ ０ １４ １４
总计 ２０ ４７ １３１ １９８

　　二、宋代吏部尚书致仕特征

从表１可以看出，宋代吏部尚书的致仕情况有
以下特征。

１．从整体上看，宋代吏部尚书致仕比例不高
宋代吏部尚书总人数为１９８人，其中有８５人拥

有致仕官，占比为４２．９２％；没有致仕官者达９９人，
占比为５０．００％；情况不详者１４人，占比为７．０７％。
也就是说，宋代吏部尚书五成以上的都没有做过致

仕官，他们要么在职而卒，要么以其他方式而卒。其

中，北宋前期２０位吏部尚书中，只有１０人拥有致仕
官，占比为５０％；北宋后期４７位吏部尚书中，只有９
人拥有致仕官，占比为１９．１５％。这就是说，北宋后
期超过八成的吏部尚书都没有做过致仕官。南宋时

期１３１位吏部尚书中，有６６人拥有致仕官，占比为
５０．３８％。

２．从致仕官品阶来看，宋代吏部尚书以正三品
致仕者居多，其他各品人数较少

宋代吏部尚书有８５位拥有致仕官，其致仕官品
阶除没有正六品之外其他官阶都有，以正三品致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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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吏部尚书最多，为２８人，占比为３２．９４％；以正一
品致仕的吏部尚书有１１人，占比为１２．９４％，其他
各品人数均较少，而且比较分散。其中，北宋前期有

１０位吏部尚书拥有致仕官，其中９人致仕官阶均为
从二品或者以上品阶，占比为９０％；北宋后期有 ９
位吏部尚书拥有致仕官，其中以正三品致仕者２人，
占比为２２．２２％；南宋时期有６６人拥有致仕官，其
中以正三品致仕者为２６人，占比为３９．３９％。

可见，宋代３个时期的吏部尚书致仕情况大体
如下：北宋前期五成吏部尚书拥有致仕官，其中九成

吏部尚书的致仕官品阶为从二品及以上，品阶较高；

北宋后期吏部尚书拥有致仕官的比例大幅下降，不

到二成，其中六成以上吏部尚书的致仕官品阶为正

三品及以上品阶；南宋时期吏部尚书致仕官比例有

所上升，有五成的吏部尚书拥有致仕官，其中七成吏

部尚书致仕官品阶为从三品及以上品阶。总体上

看，北宋后期吏部尚书致仕者最少，其他２个时期基
本持平，致仕官品阶总体上还是以高品阶为主。

３．从未致仕的吏部尚书情况来看，以实际职务
和祠禄官而卒者占绝大多数

祠禄官，指的是担任宫观官并且享受俸禄，但大

多时候并无实际职掌的官员。宋代有９９位吏部尚
书最终并没有致仕，以实职和祠禄官而卒者达 ７９
人，占比为７９．８０％，占据绝对优势，其他情况人数
则相对较少。这７９人当中，其中有４４人以实职而
卒，占比为４４．４４％；以祠禄官而卒的吏部尚书占比
为３５．３５％；其他情况，如以遭贬安置、居住某地、被
放罢、放归田里等方式而卒没有致仕的吏部尚书共

１１人，占比为 １１．１１％；而由于宋王朝的灭亡而投
敌、弃官不仕、遁、至他国者达９人，占比为９０９％。
其中，各个时期又有所不同，北宋前期有１０位吏部
尚书没有致仕，７人以实职卒，占比为７０％；２人以
祠禄官卒，占比为２０％；遭贬为１人。北宋后期有
３８位吏部尚书没有致仕，其中２２人以实职卒，占比
为５７．８９％；１１人以祠禄官卒，占比为２８．９５％；２人
遭贬、３人投金／伪楚而未致仕。南宋时期有５１位
吏部尚书没有致仕，其中 １５人以实职卒，占比为
２９．４１％；２２人以祠禄官卒，占比为４３１４％；其他因
遭贬而卒、宋亡而没有致仕者 １４人，占比为
２７．４５％。

总之，宋代３个时期吏部尚书未致仕情况大体
如下：北宋前期有五成的吏部尚书没有致仕，其中有

七成以实职卒，两成以祠禄官卒；北宋后期吏部尚书

没有致仕者大幅增加，八成多的吏部尚书都没有致

仕，其中又有将近六成的吏部尚书以实职卒，近三成

的吏部尚书以祠禄官卒，吏部尚书以实职卒的比例

下降一成，以祠禄官卒的比例增加一成；南宋时期，

吏部尚书没有致仕者将近四成，同北宋后期相比大

幅下降，其中三成吏部尚书以实职卒，四成多的吏部

尚书以祠禄官卒，同北宋后期相比，吏部尚书以实职

卒的比例大幅下降，下降三成，以祠禄官卒的比例又

增加一成。也就是说，吏部尚书没有致仕比例最高

的是北宋后期，其中以实职卒的比例在不断下降，而

以祠禄官卒的比例却在不断上升。

　　三、宋代吏部尚书致仕情况分析

宋代继承了唐代的致仕制度，并且逐渐发展，从

而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致仕制度。致仕对于官员

而言，主要有以下优待：一是可以领取一半或者全额

的退休俸禄，二是致仕官阶可以循资迁转，三是可以

根据其级别荫补子孙为官，四是有可能被赐予一些

钱财田产，五是遇郊祭大礼等可以为直系亲属叙封

官爵等。因此，致仕对于官员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

宋代初年，仍然遵守“士大夫七十而致仕”［５５］

的古制。宋真宗咸平五年（１００２年）诏：“文武官七
十以上求退者，许致仕；因病及历任有赃犯者，听从

便”［１５］（Ｐ４１４８）。提前致仕者，则称为“引年致仕”。真

正７０岁整致仕的情况并不是特别普遍，不少人于
７０岁之前卒，有的官员则过了７０岁才致仕，比如官
至宰相的文彦博，８５岁才致仕。

宋初致仕沿袭前代惯例，中上层官员 ７０岁致
仕，个别年迈的大臣先被安排为祠禄官，之后再致

仕；随着政局的日益稳健，致仕逐渐形成了制度，待

遇同之前相比也逐渐优厚。然而，在元丰改制到北

宋灭亡的这段时间里，北宋后期朝廷动荡，内忧外

患，致仕制度遭到了一定的破坏，许多官员由于政见

不同要么被贬谪，要么被授予祠禄官，要么劝退而未

及时办理致仕手续，因此许多官员都没能够致仕。

随着南宋的建立，各种制度也逐渐慢慢恢复，尤其到

了宋孝宗时期，他励精图治，重视人才，扩大了大臣

致仕的范围，提高了致仕的待遇。

导致宋代３个时期吏部尚书致仕情况各异的原
因，有如下几点。

１．从整体上看，宋代吏部尚书致仕比例不高，这
与宋代政治环境有密切关系

宋代吏部尚书最终得以致仕者仅占４２．４２％，
比例并不高。宋代吏部尚书各个时期均有，吏部尚

书职位没有出现长时间空缺的现象。北宋前期致仕

形成制度，范围较广，因此北宋前期２０位吏部尚书
中有１０人拥有致仕官，比例达到了五成；北宋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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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将一大批反对派授予祠禄官，又因朋党之争、

元更化、宋哲宗绍述、宋徽宗时期的变动、靖康之

难等，大批的官员不能够按时致仕或者根本不能致

仕，这一时期４７位吏部尚书仅有８位正常致仕，比
例非常低；南宋时期致仕制度又逐渐得以恢复与完

善，官员能够致仕的比例又逐渐升高，吏部尚书拥有

致仕官者的比例又回到了北宋前期的五成。

２．从致仕官品阶上来看，从三品及以上品阶的
致仕官最多，这与宋代元丰改制前后吏部尚书品阶

接近从三品有很大关系

宋代吏部尚书致仕官品级为从三品及以上品阶

者，各个时期均达到６０％以上的比例。吏部尚书在
元丰改制前其官阶为正三品，因此能够在仕履中官

阶达到吏部尚书的官员，只要没有遭到贬谪，其致仕

官阶一般来说是不会低于正三品的。当然，部分官

员由于是兼吏部尚书，其本官阶则不一定能达到正

三品。所以，北宋前期１０位拥有致仕官的吏部尚书
中，只有丁谓的致仕官阶为正五品，这与丁谓在政治

生涯的晚期遭到贬谪有直接关系。丁谓与寇准之

争，造成２人最终均遭贬黜，其致仕官阶较低。
元丰改制后，吏部尚书成为职事官，为从二品，

随着新的寄禄官阶的推行，吏部尚书的寄禄官阶要

比从二品低一阶或者低更多。不过，许多担任吏部

尚书的官员在之后的仕履中都得到了升迁，因此他

们致仕时的官阶要比其担任吏部尚书时的官阶要高

一些，寄禄官阶会升到从三品或以上，当然还有不少

吏部尚书的寄禄官阶仍然不高。北宋后期致仕官品

阶较低的各一人，分别是正五品、正七品，这与其遭

到贬谪有直接关联。邢恕在《宋史》中被列入奸臣

传，其“内怀猜猾”“天资反覆”［１］（Ｐ１３７０４—１３７０５），故致仕

官阶不高。苏轼则是由于元丰改制前后政见的不

同而被贬谪，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年），苏轼上书谈论
新法的弊病，引起王安石的愤怒，被迫请求出京任

职；元丰二年（１０７９年），苏轼又因“乌台诗案”而
被宋廷一贬再贬，险些丢掉性命；元年间，苏轼

终于被召回中央任职，但他的政见不能容于新党，

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绍圣年

间，苏轼再次不断地被贬谪，最远时被贬谪到今海

南省。［１］（Ｐ１０８０１—１０８１９）因此，苏轼最终能够致仕本已是

万幸，故致仕官阶只有正七品。南宋时期情况较为

复杂，高低品阶的致仕官都有，而且数量都不少，这

与南宋时期吏部尚书出现的新特点有很大关系。

南宋时期，由他官兼吏部尚书或兼权吏部尚书

的情况大量出现，其寄禄官阶也是各个级别的官员

都有，尤其是不少官员本身官阶很低，比如以权工部

侍郎的身份兼权吏部尚书，其寄禄官阶之低可想而

知。因此，南宋时期，除了正三品这一官阶以２６人
占了同时期致仕吏部尚书的近４０％之外，其他致仕
官品阶分布都很分散，但是仍然以高官阶为主，即吏

部尚书在之后的仕履中得到了升迁。

再来看致仕官阶为一品的情况。普通官员的官

阶想达到一品，是十分困难的。作为致仕官，一品的

官阶在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优待，能够以一品致仕

是宋代官员的一大殊荣。宋代吏部尚书中共有１６
位致仕官阶为一品，包括从一品与正一品，这１６人
中只有１位薛极仕履中最高官只做到枢密使、知枢
密院事、参知政事等而没有担任过宰相，其他１５位
吏部尚书都官至宰相。

３．没有致仕官的吏部尚书中，绝大多数以实职
或祠禄官卒，以实职而卒的吏部尚书，往往是皇帝对

其信任，不允其致仕，或因疾病卒于任上；而以祠禄

官卒则是吏部尚书一种较为委婉的引退方式，对官

员晚年而言有较大意义

（１）宋代３个时期以实职卒的吏部尚书占同期
没有致仕官人数的比例分别为 ７０％、５８．９７％、
２９４１％。这一时期改革变法、打击反对派、政局的
变动、靖康之难等，造成了许多官员不得致仕，最终

卒于任上，或者离开岗位后因未办理致仕手续而最

终没有致仕。

北宋前期，“七十而致仕”的标准并没有得到严

格的执行。由于宋朝刚刚立国，大多机构沿用后周

旧臣，宋朝人才暂时匮乏，同时外敌（辽、西夏、北

汉）压境，国内的稳定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宋廷

尽可能让官员久任，许多官员年过７０岁仍然要担任
实职。另外，由于突发的疾病或者寿终正寝等原因，

也造成了不少吏部尚书以实职而卒。

北宋后期，超半数的吏部尚书是在实际职务的

任上而卒，与这一时期的政治环境有很大关系。北

宋后期伊始，宰相王安石为了富国强兵，在宋神宗的

支持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推行了许多新政策，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与此同时，以保

守派为代表的部分官员反对变法，甚至从中作梗、破

坏新法。为了使新法能够顺利推行下去，宋神宗对

不少反对变法的官员予以贬黜，其中很多官员死在

被贬谪的路上，从而没有得以致仕，以实职而卒。宋

哲宗即位后，高太后执政，王安石变法期间反对变法

的保守派官员重新得势，占据要职，而支持变法的官

员则大多被贬谪，史称“元更化”。随后宋哲宗亲

政，高太后执政期间，王安石变法期间支持变法被贬

谪的官员得到平反，而之前得势的保守派官员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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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贬谪，史称“哲宗绍述”。“元更化”与“哲宗绍

述”２次大的政局变动，贬谪了一批又一批官员，他
们中很多死在被贬谪的路上，从而没有得以致仕，以

实职而卒。北宋后期，宋徽宗时期以蔡京、童贯为首

的“六贼”将政局搅得乌烟瘴气，稍不顺其心意者即

遭打击、报复，要么被贬谪卒于路上，要么被强迫致

仕却没有来得及办理退休手续，从而没有得以致仕，

以实职而卒。到了北宋末年，宋金交战，京师开封最

终陷落，部分官员抱着“国在人在，国亡人亡”的信

念，毅然决然自缢而死，因而未能致仕，以实职而卒。

北宋立国１６８年，各项制度均较为完善，南宋在
诸多方面直接顺承北宋，较少作出变动。在致仕制

度方面，南宋的致仕范围不断扩大，致仕待遇也不断

提高。相对而言，南宋的政局较之北宋稳定。当然，

南宋也发生过不少较大的政治事件，诸如“开禧北

伐”“湖州之变”“端平入洛”等，但是总体来看，南宋

政局的变动较之北宋平和。因此，大多官员能够顺

利致仕，吏部尚书没有致仕者较少，以实职而卒的比

例得以降低。

（２）宋代３个时期以祠禄官卒的吏部尚书占同
期没有致仕人数的比例分别为 ２０％、２８．２１％、
４３１４％。可见，以祠禄官而卒的吏部尚书的比例是
在不断提高的。其实，祠禄官本身就是一种优待，许

多官员晚年虽然没有致仕，却能够待在家中，担任着

祠禄官的闲职，并能领到不错的薪俸。譬如提举西

京嵩山崇福宫，嵩山崇福宫显然已经不在南宋统治

范围内，因此这类的祠禄官仅仅是为了优待某些大

臣而设立的，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有可观的收入，安

度晚年。

北宋前期，人才较为匮乏，部分官员尽管年事已

高，仍然被委以重任，故而不少以实职而卒。同时，

部分年事已高的官员屡次求退，皇帝又不应允，但为

了安抚他们，皇帝通常会授予他们以祠禄官，这其实

是朝廷对重臣、人才、皇帝宠臣的一种优待。

北宋后期，由于王安石变法、“元更化”“哲宗

绍述”等政治因素，部分官员被贬谪而卒于路上，还

有部分官员虽然也被贬谪，但是皇帝出于对他们的

喜爱，大多让他们担任祠禄官的闲职。如宋徽宗朝

廷大臣刘拯，与“六贼”之首宰相蔡京不和，反对其

将元期间的一些大臣编入奸党，后又上言户部入

不敷出，彻底激怒蔡京，迁为他官。直到张商英任宰

相时，刘拯才被召为吏部尚书。不久，张商英宰相去

位，侍御史洪彦升在蔡京的指使下立即弹劾刘拯，刘

拯职务被免，仅提举鸿庆宫，不久卒。足见，刘拯以

祠禄官卒与北宋后期以蔡京为首的“六贼”有很大

关系。

南宋时期，顺承祖宗之法，官员的待遇，包括在

职时的俸禄、致仕后的待遇等都在不断提高。因此，

部分官员即使与宋廷政策政见不一，或者是由于老

病而无法正常处理事务，大多会被授予宫观的闲职，

给予优待。事实上，以祠禄官卒的吏部尚书比例的

不断提高，也正是南宋王朝政策灵活的体现。

　　四、结语

宋代吏部尚书致仕比例并不高，特别是北宋后

期致仕比例最低，这与北宋后期元丰改制中对不同

政见的打击、朋党之争、元更化、哲宗绍圣、靖康之

难等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品阶方面，得以致仕的

吏部尚书品阶以从三品及以上为主，这是因为北宋

前期吏部尚书为正三品的官阶，元丰改制后吏部尚

书为从二品职事官，寄禄官阶也不低，而且他们在担

任吏部尚书之后往往还有升迁。没有致仕的吏部尚

书则以担任实职或者祠禄官去世为主，其他遭贬谪，

投金、遁、弃官不仕等的官员比例很小。以实职而卒

的吏部尚书，往往是皇帝对其信任不允其致仕或因

疾病卒于任上；而以祠禄官卒则是吏部尚书一种较

为委婉的引退方式，对官员晚年而言有较大意义。

宋代吏部尚书致仕较为优厚。致仕对官员而

言，并不是简单的退休，而是涉及到诸多方面，比如

离任后的俸禄、致仕官阶的升迁、子孙的恩荫等。因

此，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官员致仕制度，致仕制度对于

稳定、安抚曾经为王朝作出贡献的官员来说非常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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