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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趣谈文史趣谈

纪念币 饱含历史的特殊货币

许多人都知道：“宝贝”这个词最
早形容的就是货真价实的海贝。在古
代，这些海贝是被当作钱来用的，因
此才从简单的“贝”变成了绝不简单
的“宝”。

事实上，先秦的文字、语言大多
未能流传下来，从保存的碎片显示，那
时的字词构成简单，复合词极少，“宝
贝”之说应是后世附会，就商代而言，宝
是宝，贝是贝，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不过，商代用贝壳作钱确实不
假，不但史料有载，近代以来也有许多
出土海贝佐证。这些用作货币的海贝
有沟有孔，侧面磨平，和史书记载吻合，
显然已经是“宝贝”，而不仅是“贝”了。

“宝贝”并非只有贝做，史书上记
载有铜贝、玉贝（玉币），出土的除了
这些，还有用骨头磨成的骨贝。有趣
的是，不论铜的、玉的、骨头的，这
些贝几乎都和那些当钱币用的海贝一
个长相——不仅轮廓、脊背和孔洞如
出一辙，甚至连那条看似没什么实用
性的缝隙也照搬照抄。

说到造青铜器的功夫，商朝人可
谓炉火纯青，连战胜他们的周人也瞠
乎其后。不仅如此，从他们的祖先亥

开始，商人就是做买卖的好手（今天
的“商人”就这么来的），照理说，他
们绝对有条件造出漂亮得多的铜货币。

问题在于，没那个必要。
较靠谱的记载都显示：商代中原

的物质生产水平十分低下，即便善于
经商的商人，所能操作的商业也十分
原始。大多数情况下物物交换已可满
足需要，“宝贝”不过是物物交换一时
无法成立时的补充，是一种记账符

号。真正的“宝”仍是最终想换的商
品，而非这些既不能吃、又不好使的“宝
贝”，因此只需好带、好数、耐久就足
够了，不需多精美。

《世本·作篇》谈及先周时期许
多青铜器的发明和发明者，却只谈及
一次“钱”，说“钱”是黄帝时能工
巧匠“垂”的发明。许多学者认为：
这个“钱”并非货币，而是一种叫

“铫”的农具。保留下的《作篇》里，

“垂”的其他发明都是农具，看来学者
们的推断是有道理的。《世本》虽然因
散佚而失真，但通篇无钱，表明在那
个时代，货币的确用处不大。

不过商人迷信鬼神，许多史料记
载，中国人很早就用“币”作为祭天
敬神的宝器之一，且古人认为玉能通
神，商人在商业并不发达的年代，却
留下许多玉币，恐怕“和天作买卖”
的意味还更多些。

通俗地说，如今统称的“钱币”，
钱和币其实源流并不一样，前者源出
农具，是“贱物”，后者源出敬神的法
器和礼品，是“宝物”。耐人寻味的
是，源出“宝物”的宝贝最终曲高和
寡，而源出“贱物”的奇钱却后来居
上，喧宾夺主。

道理是明摆着的：钱之所以为
钱、为宝，乃在于商业之发达，而商
业发达的关键在于交换的普及和普遍，
或者干脆说，买卖必须得“贱”——
普及和亲民，钱才得以成其为钱，毕
竟能和天作买卖的只是少数人，能买
卖的“天货”，也只有不多的那么几
种，且不是谁都需要的。

据《广州日报》

钱和币起初不是一回事

中国最早的货币——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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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岁末年初，纪念币市场都会迎来一
波热潮。纪念币，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法定货
币，用以纪念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重要
人物、标志性建筑以及各种风景名胜、动植
物花卉等。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六字
刀”币，到如今各式各样的异形币，纪念币
经历了千百年的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特殊意
义的货币文化符号。

齐国“六字刀”币。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 2021 辛丑
（牛）年彩色生肖纪念金银币。

英国1793年发行的牛顿纪念币。

在古代，出门拜亲访友并不是一
件轻松的事。

穿衣梳妆停当，终于可以去拜会
朋友了，这是真正考验普通人个人风
度的时候。

别急，登门之前要先准备好礼
物。这倒不费什么脑筋，《周礼》早
就规定好了见什么样的人带什么样的
礼，“以禽作六挚，以等诸臣。孤
（帝王） 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
鴈，士执雉，庶人执鹜，工商执鸡。”

终于提着礼物来到主人家门口
了。不过，如果是初次登门，很有可
能会吃闭门羹——别慌，主人不是要
赶你走，正相反，这是在表达恭敬，
类似于“哎呀，怎么好意思让您亲自
屈驾光临寒舍呢，您还是请回吧，下
次我去拜访您”。这时候你要做的就
是站在门口一再恳请，直到主人接
收到你的诚意迎出大门，宾主互行
拜礼，然后主人三揖从右边入门，
你从左边进去，在庭中递上礼物，再
经过“哎呀哎呀太客气了拿回去吧”
和“那怎么行你就收下吧”的三个来
回，主人终于接过礼物，这才让你进
屋。

进了屋也不能轻松。首先，进门
请脱鞋，别踩脏了一会儿的坐席。古
代家庭室内往往满铺筵席，脱鞋甚至
脱袜入室就成了最基本的礼节，否则
便是对主人不敬。

君子坐席也有许多讲究，比如效
仿孟母教子的“席不正不坐”（《论
语·乡党》），是指席子的四边要与

墙壁平行。此外，《礼记》 还规定
“父子不同席”“男女不同席”“有丧
者专席而坐”。

坐的姿势也不能随随便便，两
膝着地、脚背朝下、臀部落在脚踵
上，这是一般姿势，跟老友谈天说
地无妨，若要向对方表示尊敬，就得
抬起臀部，挺直上身，摆出“跽”的
恭敬姿态。好不容易坐定，又突然
来了一位尊者，还要让席以表谦卑。

要是主人留你吃饭喝酒，更累。
互相礼让了好一番，座次终于安排好
了，开始敬酒。这简直是一场拉锯
战：主人先敬宾客，宾客还敬主人，
主人再敬宾客；然后主人敬众宾（就
是宾客请来的宾客），介宾还敬主
人；最后主人向众宾敬酒。

而且，每一轮敬酒之前，主人都
要当着众宾的面进行“盥洗”，洗
手、洗杯具。这在后来更像是一项重
要的敬酒礼仪，但在先秦时代，却主
要是为了实用功能。尽管当时已经有
了筷子，但它还没有成为日常用餐的
工具，只有当从汤中夹菜时才使用，
其他情况下则统统直接“动手”，因
此，与别人一起吃饭前不洗手也是失
礼的行为。

不过，真正风雅的聚会可不只是
觥筹交错，就如同真正的谦谦君子可
不只是守着这些繁文缛节。连西门庆
都雇用了一位文人温葵轩，在宴饮时
陪宾客行酒令、附庸风雅，文人雅士
则更需内外兼修。

据《湛江晚报》

古人拜亲访友有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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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盐商是富有的，他们积累
的财富，大多都花在奢侈的消费上。

有的盐商喜欢貌美仆人，家中更
夫到厨娘，均选俊秀的二八佳丽。也
有喜欢丑陋仆人的盐商，于是就有穷
人家的姑娘，不惜酱敷于脸，在毒日
下将自己晒黑。而更多的盐商喜欢在
餐桌上找奢侈的感觉。

《清稗类钞》 记载，乾隆年间，
有名叫黄均太的盐商，是两淮八大盐
商之首，家资累万，生活骄奢。他吃
一碗蛋炒饭，要花费50两银子。

这碗蛋炒饭要保证每粒米都百分
之百的完整，又必须粒粒米全部分
开，还必须每粒米都泡透蛋汁，外呈
金黄，内芯雪白。配这碗饭的要有百
鱼汤，包括鲫鱼舌、鲤鱼白、鲢鱼脑、斑
鱼肝、黄鱼膘、鲨鱼翅、鳖鱼裙、鳝鱼
血、鳊鱼划水、乌鱼片等。

黄均太每天早餐时，一定要吃燕
窝，喝人参汤，还要吃两个鸡蛋。一
天，他翻阅膳食账目，见上面有一行
记录：每枚鸡蛋，纹银一两。他很纳
闷：这鸡蛋再贵，也不至于一枚值纹
银一两啊。

他将厨子叫来，责备他虚报账
目，侵吞花销。厨子答道：“您每天
所吃的鸡蛋，其实并非从市场上买来
的。而且每个鸡蛋一两纹银的价格也

不算贵。若您不信，可另请他人试了
便知。”黄均太不信，将他辞掉。

但连换了几个厨子，做出的鸡蛋
味道均都不能令他满意。无奈，只好
将第一位厨子找回来。他才又吃到以
前那样美味可口的鸡蛋了。他问厨子
道：“这鸡蛋如此美味可口，你是用
什么方法制作的？”

厨子答：“小的家中养了100只
鸡，所喂之物，并非平常饲料，而是
用人参、黄芪、白术、大枣等研成细
末，调入饲料中喂鸡，鸡生下的蛋才
会如此可口。”黄均太派人前往其家
中查看，果然如此。

而当时一石稻谷 （60公斤） 才
500文，按1500文对换一两银子的
话，两只药蛋就抵得上农民的六石稻
谷了（360公斤）。按现在每500克稻
谷1.3元算，两只药蛋就相当于936
元了。

黄均太吃一顿含两个药蛋、一碗
人参汤、一碗燕窝之类的早餐，至少
要花费2000元，吃一碗50两银子的
蛋炒饭要花费23400元。

有人说过“天下第一等贸易为盐
商”。更有人算过，两淮盐商的蓄资
为8000万两白银左右，相当于清政
府两年财政收入总和。

据《羊城晚报》

清朝盐商的奢侈早餐

《九日行庵文宴图》（局部）。 清 叶芳林 绘

可流通纪念币的问世可流通纪念币的问世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
家之一，使用货币的历史长达五千年
之久。我国钱币最早可追溯到商周时
期的海贝，它不仅用于市场流通，还
是人们喜爱的装饰品，常常用于馈赠
和赏赐。金属货币的出现始于春秋战
国时期，常见的有刀币、布币、环钱
等，具有不同形态。最早具有纪念性
质的货币为战国时期齐国的“齐返邦
长法化”。因其形状像刀，币上铸有六
字，俗称“六字刀”币。它主要是纪
念齐襄王收复故里，重返国家。

五代十国时期，楚地马殷才智过
人，作战勇猛，在潭州（今长沙）、浏
阳、朗口（今常德）等地的战役中屡
建战功，被后梁太祖册封为“天策上
将军”。公元911年，马殷开天策府，
置办官署，铸“天策府宝”以自庆。
专门为纪念建立一府而铸造钱币，这
在我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天策府
宝”钱币也成了我国古代历史上唯一
的纪府钱币。

到了宋代，纪念币的主题稍有拓
展。部分官员为庆祝皇帝或皇室成员
寿辰而铸造发行一些钱币，如“福宁
万寿”“寿慈万寿”“邵定万岁”等，
均带有纪念性质。此外，古代民间还
有一些祝寿钱、撒帐钱等，从一定意
义上说也具有纪念性质。

清朝光绪年间，广东省发行了一
枚“光绪元宝”寿字一两银币，正面
镌刻着汉满文字“光绪元宝”，外围上
下分别镌刻着“广东省造”及币值。
左右各为一只振翅欲飞的蝙蝠，背面中
央位置铸有一个大大的篆体字“寿”，
象征着福寿康宁。外围镌刻着双龙戏
珠图案。据说铸造此币是为了庆祝慈
禧七十岁生日。

中国近现代史上真正意义上的流
通纪念币是“孙中山开国纪念币”。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首任
财政总长陈锦涛请示临时大总统孙中
山，计划铸造开国纪念币，以示纪
念，获得批准。“孙中山开国纪念币”

由此诞生。此纪念币铸造
的数量并不多，它在设计上有
独到之处，正面为孙中山侧身头像，
背面上方为隶书“中华民国开国纪
念”，中间位置是面值“十文”字样，
两侧是带有枝叶的麦穗图案。

以人物见长的西方纪念币以人物见长的西方纪念币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的纪念币以纪
念开国建邦和为皇亲国戚祝寿为主要
题材，那么西方纪念币重点表现的对
象则是重要人物。

西方纪念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
元前4世纪。在一次重要的战役中，
有位名叫乔纳森的希伯来领袖率领麾
下士兵援助了亚历山大大帝。作为感
激和回报，亚历山大大帝奖励乔纳森
一枚雕刻着自己头像的纯金纪念币，
这枚纪念金币比当时流通的普通金币
大很多。后来，古罗马的帝王也采取
了这种做法，在庆祝重要事件或纪念
加冕时就用一种比普通硬币大得多的
特殊硬币来赏赐属下。

牛顿是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他
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贡献众人皆知。鲜
为人知的是，牛顿后半生一直在英国
皇家造币局工作，长达近30年。1793
年，英国皇家造币厂发行了纪念牛顿
诞辰150周年纪念币，成为人物肖像
纪念币中的佼佼者。该币正面是牛顿
左侧半身头像，背面铸有代表科技之
神和水神的“双翼双蛇之杖”，还有象
征丰收与富饶的丰饶角。

能反映本国特色的事物也经常登
上国外的纪念币。考拉是澳大利亚特
有的动物，也被誉为世界上最可爱的
动物之一。自2007年起，澳大利亚开
始发行考拉纪念银币，后来又发行了
金币和铂金币，均由始建于1899年的
澳大利亚珀斯铸币局铸造发行。加拿
大人则对枫叶有着深厚的感情，视美
丽的枫叶为民族的象征。自1979年
起，加拿大皇家铸币厂固定以枫叶为
图案，每年发行一个系列的纪念金银
币。奥地利是音乐之邦，奥地利造币
厂推出的音乐主题纪念币受到各国人
民喜爱。奥地利造币厂拥有超过800
年的历史，是欧洲仍在运行的造币厂
中最古老的。

美丽的国家金属名片美丽的国家金属名片

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如今纪念币
已经成为集历史、人文、艺术与技术
为一体的文化产品，被誉为“美丽的
国家金属名片”。

1979年10月1日，由国务院授权
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发行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30周年”纪念金币，是新
中国纪念币的“开山之作”。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民银行决
定采用我国独有的世界珍稀动物、国

宝大熊猫作为贵金属纪念币的主题图
案。时任上海造币厂美术设计师的陈
坚接到任务后，查找翻阅了大量的熊
猫图片及文字资料，掌握了熊猫的进
化史和生理结构，废寝忘食地画下了
一张又一张形态各异的熊猫图。1982
年，以“熊猫食竹图”为主图的中国
第一套熊猫金币面世了。当它在美
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发售时，其动
人的画面、精细的工艺立即吸引了人
们的目光。第一枚熊猫金币完成后，
陈坚又设计雕刻了十几种熊猫金银
币。其中1983年版熊猫金币还荣膺
1985年度克劳斯世界硬币大赛“最佳
金币”大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
国钱币在国际上获得的最高荣誉。如
今，中国的熊猫金币以独特的设计、
精湛的铸造工艺、标准的成色和齐全
的规格在世界币林中独树一帜，成为
与美国鹰洋币、加拿大枫叶币、澳大
利亚袋鼠币、南非福格林币齐名的世
界五大投资金币之一。而陈坚也被誉
为“中国熊猫币之父”。

1997年10月，在上海国际邮票钱
币博览会上，中国金币总公司发售了
一枚 1 盎司农历生肖戊寅虎年彩银
币，后又发行了1/10盎司虎年彩金
币。由于当时彩色币的制作技术掌握
在国外几家公司手中，所以，该套币
及之后几年的彩色金银币都是由国外
造币厂代为制作或者是国内造币厂采
用国外的技术合作完成的。后来，深
圳一家公司成功研发了“彩色币移印
定位系统”，开始自主制作了2009年
农历己丑牛年的彩色金银币，并大获
成功。彩色币开始了真正的国产化。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纳米、DNA、陨石这些过去遥不可及
的元素，都出现在纪念币上。在高科
技工艺手段不断融入的同时，纪念币
的商业化色彩也越来越浓厚。国外的
一些纪念币与经典IP品牌相结合，把
动漫人物、经典产品、经典影视剧人
物搬上纪念币。比如迪士尼卡通形象
系列的纪念币、法拉利跑车纪念币
等。不过这股潮流也让一些资深纪念
币爱好者十分担忧，他们担心过度的
商业化削弱了纪念币的严肃性和纪念
意义，使其沦为商业品牌的附庸。

小小的纪念币，体现着一个国家
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技水平，为
人们打开了了解世界的一扇窗。或
许，这就是为什么在无现金支付浪潮
席卷全球的当下，各国纪念币仍旧风
景独好的原因吧。 据《北京日报》

■■历史文化历史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