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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南宋孤兒院 

歷史科  洪倖珠老師 
 

一、 前言     

    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慈善事業已經發展出混合型的社會救助機構，其中包含

鰥、寡、孤、獨等社會上需要救助的弱勢者，由宗教進而到官方，一層一層，古代國家

政府在他們力所能及的狀況底下，努力照顧在其治下的老百姓。 

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已出現官方設立的孤兒院，在宋朝稱之

為「慈幼局」。 

    宋朝因文人治國，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讓宋代的文

人認為自己是和天子一樣，對社會有責任，因此在社會福利的照顧有更進一步的追求。 

    在文人的願景中，宋朝政府在面對頻繁的災荒，百姓鬻子、棄子以求活命的情況下，

設立收養機構，以提供困難貧窮的百姓一條活路。本文將探討宋朝政府針對災荒及貧苦

遺棄兒童所設立的收養、助養機構設置的情況、發揮怎樣的功效。讓我們藉由文章去深

入了解宋朝的孤兒院實況，穿越到一千多年前的宋朝，了解世界上最早的「孤兒院」是

如何出現的。 

 

二、 內文 

(一) 綜合型收養機構 

    在南宋以前，政府官方福利設施也已經出現綜合型的收養機構，據載在梁武帝時就

已出現「孤獨園」，不分男女老幼，收容救濟貧病。唐朝時期也以佛教為出發點，設立

「悲田養病坊」，宋朝延續前朝對於人民的照顧，也設置多所綜合型的收養機構，不僅

在救荒時發揮作用，冬天賑濟以及平日救濟，都發揮極大的作用。   

1.福田院 

    最先出現的是「福田院」，佛教有所謂的「敬田」和「福田」，敬田提供僧侶修業時

日常生活所需，而福田則是救濟貧苦所設，從佛教開展出來的概念，成就官設收養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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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沿用此一概念，宋朝政府設置了「福田院」。139「福田院」位於北宋京師汴京，基於

首都為國家首善之區，故提供較優渥的收養條件，使京師的居民不論承平時期或災荒時

期都能得到適當照顧，連帶利用福田院的救助性質，協助救濟、收養受災人民，其中包

含從外地到京城尋求救助的災民。 

    福田院為宋朝官方設置的第一個綜合型收養措施，僅限京師地區，收養老、疾、孤、

幼及無依乞丐者。人數收養限制由二十四人擴展到三百人，後來更擴大收養官屋數量。  

    協助冬賑時收養乞丐之人，賑濟的方式提供住宿官屋外，根據福田院條，即福田院

管理辦法，先查驗收養人確實為乞丐，且無以自存之人，確認後記錄於簿冊，比照額內

收養人之例，給與最低生活水平需求之糧食、衣物，至春暖之後，再申報中書省住支(停

止支付補給)。140京師福田院在綜合收養上，包含平時收養及冬賑臨時收養。北宋京師

的綜合收養機構有別於其他地區，以居養院為名，因宋朝之初即已設立，並以「福田院」

為名，王德毅認為崇寧年間「福田院」名稱改為「居養院」，但也有張文則認為福田院

的名稱到北宋末年一直沿用。141
 

2.居養院 

    在福田院之後出現類似的機構是「居養院」。居養院與福田院同屬綜合型收養機構，

收養老、幼、貧乏不能自存之人，福田院僅存在京師，居養院在北宋時期已發展到各地，

這些機構普遍以居養為名。元符元年（1098）詔：「鰥寡孤獨貧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

居之，月給米豆，疾病者仍給藥。」142視為居養法開端。 

    依淮東提舉司之請，於崇寧五年（1106）始以「居養」為名。143在此之前，雖有居

養院的設置，但沒有正式官方名稱，官方一直到崇寧五年（1106）才詔令各地居養機構

以「居養」為其院名。144各地居養初以「廣惠倉」為地方居養之始。廣惠倉協助救濟時

間點為冬天，負責賑濟坊郭內貧乏不能自存之人的濟助方式145，以下為其流程圖解146： 

                                                 
139

 宋朝的福田院設置的概念，以及延續自唐朝的悲田養病坊的概念，在王德毅《宋代災荒的救濟政策》

第三章第二節，頁 89。以及在張文《宋朝社會救濟研究》第三章第一節，頁 162。都有清楚的說明。宋

采義、豫嵩，〈宋代官辦的幼兒慈善事業〉，文中提到佛家認為行善可以得福報，猶如播種田地，秋天收

穫。 
140

 （宋）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 60/3，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條。 
141

 王德毅於《宋朝救荒政策》第三章第二節，頁 90，提出福田院於崇寧元年改福田院為居養院。然而張

文則在《宋朝社會救濟研究》第三章第一節，頁 164-165，提出福田院一直沿用到北宋末年，認為至靖康

二年北宋京師福田院仍以福田院為名。此處與兒童收養較無關係，僅提出其不同之論點。 
142

 （宋）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 60/1，元符元年條。 
143

 （宋）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 60/1，崇寧五年年條。 
144

 張文，《宋代社會救濟研究》，頁 166。 
145

 「廣惠倉」是宋朝專門用來濟貧救恤的倉儲設施，設置時間點為仁宗嘉祐二年（1057），普遍設於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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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居養、廣惠倉冬賑流程圖 

 

地方性居養除平時居養之

外，冬賑期間發揮其綜合收養機

構的功用。各地區居養綜合設施

的設置，哲宗朝開始出現地方居

養機構的設置，並在元符年間改

以居養院為名，徽宗朝地方居養

院於政府大力推動下蓬勃發展。

南宋居養院的數目，在站穩腳步

後慢慢重建或創建，也有一定的

數量。      

 

 

 

 

圖二、綜合收養機構區域圖 

                                                                                                                                                         
地，設置目的主要是針對冬賑，災害急難救助以及平抑糧價。廣惠倉的研究可參見金堀誠二，〈宋朝の冬

季失業者救護事業について〉，《東洋學報》，1956：12。頁 1-26。王德毅，《宋代災荒的救濟政策》，頁 87-88。

郭文佳，《宋朝社會保障》，頁 158-161。 
146

 參考（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89，嘉祐四年二月乙亥條。（清）徐松，《宋會要輯稿》，食

貨 68/128，熙寧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條；食貨 60/3，元豐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條。依據上述資料製圖。 

每歲十月差

官檢視，籍

定姓名 

 

自次月（10

或 11 月）

一日給米

一升，幼者

半之，三日

一給，至明

年二月止 

有餘，量諸

縣大小均

給之 

有餘，至三

月終 

氣候寒冷區，九月差

官檢視，籍定姓名 

註：綜合收養機構的圖示根據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六冊，頁 3-4。地名也是根據

地圖集中的地名圖示出大略的

地點，大範圍區域性標示其所

在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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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宋歷史上的孤兒院慈幼局/幼局/慈幼庄 

    南宋後，開始出現專門兒童收養機構。這些機構空間設置、區域劃分、收養措施、

收養員額、以及照顧被收養兒童條件，前人透過細部史料討論，目前已有豐碩的成果，

此處利用表格及地圖，呈現南宋專門收養機構情形。並且依分別依表格內容包含設置時

間、創建或重建者，實際收養照顧情形，經費來源，收養機構的管理行政，以及庶務人

員配置討論宋朝專門型收養機構的設置。搭配地圖說明宋朝專門型兒童收養機構的實際

設置狀況。 

    首先就南宋「慈幼局」等官設收養機構的表格示意，由此可以看出，南宋專門兒童

收養機構的實際運作狀況。 

表一：南宋慈幼機構狀況表 

名稱 時間 
創者或

重建者 
收養配給情形 收養機構人員 經費來源 來源 

嘉興遺

棄小兒

錢米所 

隆興二年

（1164） 

鄭作肅  募乳嫗收養之月給

米 1 石，7 歲而止，

立條目收養辦法 

專職乳婦，醫

官 2 員 

 

公使錢、本

州收糴單

糧 

《嘉興吳興志》，

卷 8，〈公廨〉 

嬰兒局 嘉定末年

（1224） 

袁甫 問清其何所來，真棄

兒也，月給之粟。約

可食 80 人 

擇媼 5 人，為

眾母長，醫者

1 人→2 人 

告常平使

者捐官田

130 畝 

《蒙齋集》，卷

12，〈湖州嬰兒局增

田記〉。《湖州府

志》，卷 47 

湖南慈

幼倉 

嘉定中期 

（1216） 

真德秀 於鄉落別立   《長沙府志》，卷

21，〈名宦‧宋〉頁

33 

建康府

慈幼庄 

嘉定十年

（1217） 

真德秀 

馬光祖 

莊屋 1 所，8 間，4

廈，倉三眼。招募有

乳婦人寄養，用給一

同，至 7 歲止，願收

養為己者聽，每人月

支錢 1 貫、米 6 斗，

至 5 歲而止。 

手分、管庄人

為蔣山、保

寧、清涼天禧

4 寺輪差僧 1

人，行者 2 人

月支香油錢 

戶絕田宅

招人租

佃，以其

租養贍 

《景定建康志》，

卷 23，〈盧院˙慈

幼庄〉，頁 38 

桐汭幼

局 

紹定三年

（1230） 

趙善潦 創局置田，月支常平

米 5 石 

 官員俸

祿、袁甫

任內助常

平錢 500

緡 

《永樂大典》，卷

19781，〈慈幼局引

《桐汭志》〉 

寶慶慈

幼局 

淳祐年間

（1241-1

252） 

趙粟 

桂諤 

資助貧而乳育不能

自給者 

 官錢 1000

緡、官籌

經費 7800

緡，田 200

餘畝收租 

《永樂大典》，卷

19781，〈慈幼局引

《寶慶府志》，〈慈

幼局記〉 

臨安府

慈幼局 

淳幼七年

（1247） 

趙與  雇請貧婦乳，民間

願抱養者，官與月

貧婦乳養 官田 500

畝 

《蘇志》，卷 33，

頁 29。《夢粱錄》，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yitic/c_std/c097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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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時間 
創者或

重建者 
收養配給情形 收養機構人員 經費來源 來源 

給錢米，3 歲住支。

局內養育成人聽其

自便。 

卷 18，頁 9-10 

廣德軍

慈幼局 

淳祐七年

（1247）

後 

常楙    《宋史》，卷 421，

〈常楙傳〉，頁

12596 

平江府

慈幼局 

寶祐中

（1253- 

1258） 

趙與  雇請貧婦乳養，民

間願抱養者，官與

月給錢米，3 歲住支 

  《宋平江成坊

考》，附錄，頁 11 

劭陽（無

為軍）慈

幼局 

寶祐三年 

（1255） 

陸睿 助生子不舉者，棄

於道路者 

 令無為軍

日助 50 緡 

《永樂大典》，卷

19781，〈慈幼局‧

劭陽志〉 

明州慈

幼局 

寶祐四年

（1256） 

 使道路無啼飢之童   《開慶四明續

志》，卷 4，〈廣惠

院〉 

建康府

慈幼局 

咸淳元年

（1265） 

馬光祖 1.願收養者，具狀保

明給暦，支抱養錢 

2.寄養於乳嬭家，月

給錢 

3.每月申官具寄養人

數 

4.給予獎賞尋獲棄嬰 

5.棄嬰無衣，補助衣

服 

乳嬭四名，有

乳之家協助 

沒官田

產，買措置

招人租

佃。 

《景定建康志》，

卷 23，頁 44 

撫州慈

幼局 

咸淳七年

（1271） 

 1.收養棄嬰 

2.資助不舉子，原設

置，黃震指僅收養

4-5 人，改為接濟不

舉子 

  《黃氏日抄》，卷

79，〈曉諭遺棄榜〉 

江陰慈

幼局 

 趙汝訥 1.募貧婦為乳嫗，養

在局中，月給紉瀚費 

2.收養 2 歲～10 歲小

兒，養到 12 歲能自

謀衣食者，聽去。 

  《永樂大典》，卷

19781，《慈幼局‧

江陰志》 

贛州慈

幼局 

 知府鄒

應龍 

收養貧家生子不舉

者、無告之民。 

 括諸邑逋

逃租贍

之。歲支常

平米千四

百八斛八

斗。 

《贛縣志》，卷

13，〈寺觀‧育嬰堂

養濟院漏澤園〉附

錄，頁 18 

註：表格資料部分參考張文《宋朝社會救濟研究》頁 215-216所列之慈幼機搆 7間，楊

宇勛《取民與養民：南宋的財政收支與官民互動》頁 457-458中的 11 間將其表格化後

增至 15間，並根據筆者需求以其他地方志增補內容。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yitic/c_std/c097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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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南宋慈幼局分佈地圖 

 

註：地圖為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截取，地區位置設置乃參考其所列之區域位置，

以近似區域畫入地圖。 

 

    南宋開始出現專門的兒童收養機構，通過表格可知最早棄嬰收養機構為鄭作肅於孝

宗隆興二年（1164）年於湖州設置。147多數論著則以袁甫在湖州創建「嬰兒局」為宋朝

專門兒童收養的開始。148
 

    兒童專門收養機構的建立，是為因應南宋愈發沈重的人口壓力，生子不舉(孩子生

                                                 
147

 張文，《宋朝社會救濟研究》，頁 213。王衛平，〈唐宋時期慈善事業概說〉，《史學月刊》，2003：3，頁

100。 
148

 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頁 28。王德毅，《宋代災荒救濟政策》，頁 117。王愛蘭，

〈略述兩宋對棄嬰貧兒的福利救助〉，《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9 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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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後無法扶養)以及大量溺嬰的情況。如「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謂

其貲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以器貯水，才產即溺之，謂之洗兒。」

149
 

    原因包含未具節育的觀念、傳統認為墮胎會遭受災害，生下之後再處理，較能保全

母體、還有災荒、逃難造成貧困加劇、身丁錢的徵收，財產均分繼承制度造成不願多生

的狀況。150這些專門的機構也為解決這些問題相應而生。 

 

(三) 慈幼局的收養流程 

表格和地圖可知宋朝慈幼局的設立情況，具有一定的規模和其操作的方式，而慈幼

局在收養有其收養的固定流程，以及必須遵守的規則，慈幼局的配置，主要有兩種形式。 

第一種有固定的屋院，收養在局中，專門顧用乳婦在慈幼局中待命，隨時可以乳養

尚待乳哺的遺棄小兒，直到有人願意收養，申官驗實附籍，部分慈幼局會協助繼續助養。

若有父、母、親族前來識認，則將其歸還。若遺棄兒童死亡，也必須於簿冊勾消。 

第二種是將遺棄小兒養在所雇用乳嬭家中，定期申報遺棄小兒狀況，但能自飲食者，

則養在局中，待其被人領養、父母前來識認，以及長立成人後，聽從其便。慈幼局的運

作方式，在照顧遺棄兒童上面，主要有這兩種方式。茲圖解如下： 

 

 

 

 

 

 

 

 

 

 

 

圖四:慈幼局收養遺棄小兒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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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李元綱《厚德錄》，，卷 4，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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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臧健，〈南宋農村「生子不舉」現象之分析〉，《中國史研究》，1995：4，頁 75-83。 

長立成

人，自能

謀食，聽

從便 

有專屬的屋子，將乳婦養在局

中，隨時乳養遺棄小兒。每月

支給錢米，由僧人管收支 

收養遺棄兒童，於局中養育，尚

待乳哺者，乳母乳養之。自能飲

食者，每日 0.5 升，無衣則給衣 

 
有人收養者，申官附籍，完成收

養手續後，依各慈幼局規定助養

（助養至 3 歲～7 歲） 

寄養在慈幼局登記的有乳之

家，每月支給錢量，申報寄養

嬰兒狀況，有病請醫者看病，

無衣給衣。寄養至慈幼局規定

的年齡後住支 

父母親族前來識認，經官驗實後，帶回 

死者，申報慈幼局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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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慈幼局根據其局內所用有的空間大小，將遺棄兒童分為自能飲食者與需乳哺者，

並因應各種不同的狀況，設有不同的配套措施。 

 

(四) 慈幼局經費來源 

    慈幼局為官方設立專責兒童收養機構，為使慈幼局能夠永續經營，其經費的來源和

經營方式。首先是常平錢米，例如袁甫在其任內不僅向常平使者勸捐一百三十畝的田地，

用以創設嬰兒局，更協助馬光祖創設慈幼局，出常平錢五百緡。使常平錢米達到有效運

用。151
 

其次是地方官府經費，包含官府平抑物價結餘款，地方官府的官錢，公使錢，戶絕

財產的收益以及戶絕田產、官田的收租，也有利用追還諸邑逃租的款項。這些資金的來

源不固定，造成慈幼局經營難以穩定下來。如何有效經營，考驗著主事者的管理能力。 

根據表格中呈現，發現最主要的投資方式，為傳統買田招人佃顧，並利用租米，持

續有效運作慈幼局。此一經營方式包含袁甫創設的嬰兒局、建康府慈幼庄、寶慶慈幼局、

臨安府慈幼局以及贛州慈幼局。 

另外，在建康府慈幼庄的出現第二種經營方式，即利用戶絕方屋出租以收取租金，

以供養贍。152設有屋舍的最大規模為建康府慈幼庄，其利用戶絕屋舍以作為養贍遺棄兒

童的場所，則戶絕產因含括的資源較多可以做更有效的運用。153
 

    首先官方兒童收養機構在官方主導下設置完成，可能在不同區域由同一位官員設置

類似專門兒童收養機構。係延續其成功的創辦經驗，將其承辦的經驗帶到其他上任的地

區。其設置的蓬勃發展期在理宗詔臨安府設置慈幼局之後。 

第二，與綜合收養機構不同，專門收養機構所措置的屋舍不多，主要利用寄養在有

乳之家，或局內顧用有乳婦人之家，每月支給收養嬰兒所需。 

第三，各地方的兒童收養專門機構都有明確的施行細則，定時抱至官府看視每月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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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齋集》，卷 12，〈湖州嬰兒局增田記〉。《湖州府志》，卷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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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定建康志》，卷 23〈盧院˙慈幼庄〉，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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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文佳〈宋代政府賑災的資金來源〉，《宋史研究》2010：1，頁 173-177。一文中提到賑災資金的主要

來源為常平錢米、三戶與戶部資金、內藏錢、朝廷封樁錢物、上供米、軍糧等這六種係由中央所撥款的

資金來源。而地方政府財政資金其認為主要是州軍的省倉資金。譚書龍，〈宋代官辦慈善機構管理初探〉，

《古代史研究》，2005：4，頁 119-120，認為宋朝官辦慈善機構經費主要有三種，其一為政府直撥，含府

庫錢、常平系統、戶絕田產；其二為接受捐增，來自慈善人士增與；其三為以田養業，利用自身經營的

田業自給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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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錢糧規定，願抱養者處理辦法的設置，助養育被抱養者兒童住支年歲規定，這些都有

詳細施行細則。 

第四，管理收支人員還是以僧侶為主，不需負責清潔工作，但寺觀也協助提供場所

養育兒童。 

第五，經費來源來自戶絕產業、官員俸祿、常平錢米、地方政府經費以及官員募款

經費。 

第六，收養年限，一般慈幼局無明確規定，多配合居養法所述：「長立十五歲，聽

從便。」154但江陰慈幼局明訂收養二歲到十歲的遺棄兒童，長立十二歲能自力生存之後，

聽從便，是詳細指出收養年限的其中一家機構。155
 

第七，從地圖觀察，專門的兒童收養機構地點多半集中於大城市，且集中於橋墩、

城門附近，以及鄰近的寺、觀。此處人流較多，容易發現遺棄兒童，能夠及時救助和遣

人協助送至慈幼局，免於遺棄小兒死傷。 

最後，根據以上研究可知兒童專門收養的數目並不如綜合型的收養機構數目多，雖

然兒童專門收養機的設置，顯出南宋在兒童專門收養機構的有極大的成就。但因綜合型

的收養機構也同時具備收養兒童的功能，其功能性較專門收養兒童的機構更為多元化，

因此通過專門兒童收養機構以及綜合收養機構的設立，可以確保遺棄兒童在這些有設立

收養機構的地方皆能得到照護。 

    總體而言，宋朝收養機構從京師福田院開始，擴及地方綜合型收養機構的發展，到

南宋時期發展出專門收養兒童的機構，這些機構出現表現出宋朝的兒童收養進入一個新

的里程碑。 

     希望藉由文章當中，南宋政府妥善的規劃慈善事業當中，看到資源不及現代的南

宋政府，都努力的讓社會更和諧，而今人和政府在這樣好的模範中能去省思，進而做更

多有益社會大眾的事。南宋政府樹立了一個古代孤兒院的良好社福典範，明清更出現「育

嬰堂」，在宋朝「慈幼局」的基礎上，規劃更完整，也更能夠達到照顧孤兒的目的。雖

然這樣的機構也有其黑暗面的存在，不一定能夠照顧到每一個社會角落的孩子。我們該

反思的是在今日的社會當中，能否和古人一樣能夠為這個社會的和諧盡一份力。讓社會

上的每一個角落的兒童，都能得到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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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樂大典》，卷 19781，《慈幼局‧江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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