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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钩

耐得翁《都城纪胜》中有一段描
述：“都城（杭州）天街，旧自清河坊，
南则呼南瓦，北谓之‘界北’。中瓦前，
谓之‘五花儿中心’。自五间楼北至官
巷南御街，两行多是上户，金银钞引
交易铺仅百家余。门列金银及见（现）
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备入纳算请钞
引。并诸作匠炉鞲，纷纭无数。”

引文提到的“交引铺”，非常接近
于今日的证券交易所，在这里成交的
商品为盐引、茶引、矾引、香药引、犀
象引等有价证券。宋代实行比较广泛
的禁榷制度，盐、茶、矾、香药等采取
间接专卖：先由商人向政府设立的榷
货务入纳现钱，换取一张交引，然后
凭着这张交引到指定地点领取盐茶
等商货。

交引的原始功能类似于“提货
单”，见引给货，认引不认人。市场经
济的发展，又使得交引突破了其原始
功能，获得了有价证券的流通功能，
由于交引的价值存在一个巨大的“虚
估”额，这个“虚估”额成了附加于交
引之上的利润空间，可以吸引买家来
购买交引，交引的转手，实际上便是
分割“虚估”利润的过程，直至最后的
交易价格接近于交引的“实估”。而

且，交引作为一种可凭证提货的商
品，在市场上的价格也会升跌，只要
有升跌，便能够吸引商人投机、追涨
杀跌。因此，交引商通常并不是用交
引提货，而是直接进行交引的买入、
卖出。“认引不认人”的特点也让交引
的自由流通成为可能。于是，类似于
证券交易所的“交引铺”便应运而生
了。

宋代的大城市，证券交易非常发
达。《续资治通鉴长编》说一些州县的
土人“既得交引，特诣冲要州府鬻
之”，可见各个“冲要州府”都设有“交
引铺”。北宋的汴梁、南宋的杭州，都
是证券交易非常繁荣的金融中心。

《东京梦华录》描述说，开封城内“南
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
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
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
见”。这里的“金银彩帛交易之所”，便
包括“交引铺”。南宋的杭州，单“界
北”的一条街，就集中了一百多家“交
引铺”。交引的买卖是大宗交易，必须
有十分雄厚的本钱，所以这些“交引
铺”的门面，都摆出大堆“金银及见

（现）钱，谓之看垛钱”，以示自己的资
金流充足。

跟所有的证券交易一样，“交引
铺”当然也是通过买进、卖出交引的

差价获利。北宋时，京师有一些得到
茶引的市民，“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
售钱，得券则转鬻于茶商或京师坐贾
号‘交引铺’者，获利几无。茶商及交
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
利”。为了坐获厚利，宋朝的一些“金
融大鳄”还凭借其雄厚的资金，操纵
市场，压低交引的市场价，购入交引。
如北宋皇祐年间，“券至京师，为南商
所抑，茶每直十万，止售钱三千，富人
乘时收蓄，转取厚利”。“交引铺”收购
的交引，通常不会直接用于提货，而
是转手卖给茶盐商：“铺贾自售之，转
鬻与茶贾。”

在宋代，交引的交易是合法的，
也是政府鼓励的。即使出现大铺商操
纵市场的情况，宋朝政府对交引市场
也没有采取压制的做法，而是采纳官
员范祥的建议，设立官营的“买钞
场”，在交引的市场价太低时，以略高
于市场价的价格买入交引；而当交引
的市场价过高时，又以略低于市场价
的价格出售交引，借此来平抑交引买
卖的市场价格。这一做法，叫作“范祥
钞法”。宋人王巩《随手杂录》说：“范
祥钞法。贮钱五百万贯，不许辄支用。
大约每钞极贱至五贯，即官给钱五贯
五十文买之。极贵，则减五十文货之。
低昂之权，常在官矣。” （《联谊报》）

宋 朝 的“ 证 券 交 易 所 ”

□关浩峰

孙思邈，唐代医学家，京兆华原
（今陕西省铜川市）人，被誉为“药
王”。孙思邈自幼多病，故立志学习医
学知识。青年时期开始行医于乡里，
提倡并践行以“大医精诚”之医德对
待患者，不管贫富老幼、怨亲善友，都
一视同仁，无论风雨寒暑、饥渴疲劳，
都一心赴救，深为百姓崇敬。“药王”
孙思邈诊病留下许多传说。

悬丝诊脉

唐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的长孙
皇后怀孕已超过 10 月不能分娩，卧
床不起。虽经不少太医医治，但情况
一直不见好转，大臣徐茂功便将孙思
邈推荐给太宗。唐太宗便派遣大臣赴
华原县，将孙思邈召进了皇宫。在封
建社会，由于有“男女授受不亲”的礼
教束缚，医生给宫内妇女看病，大都
不能够接近身边，只能根据旁人的口
述诊治处方。孙思邈一面叫来了皇后
身边的采女（宫廷中的一种女官）细
问病情，一面要来了太医的病历处方
认真审阅。

他根据这些情况，作了详细的分
析研究。然后，他取出一条红线，叫采
女把线系在皇后右手腕上，一端从竹
帘拉出来，孙思邈捏着线的一端，在
皇后房外开始“引线诊脉”了。没多大
工夫，孙思邈便诊完了皇后的脉。吩
咐采女将皇后左手扶近竹帘，孙思邈
看准穴位猛扎了一针，皇后疼痛，浑
身一哆嗦。不一会儿，只听得婴儿呱
呱啼哭之声。唐太宗大喜，欲留孙思
邈在朝执掌太医院，但他不愿在朝为
官，立志漂泊四方服务百姓。

孙思邈向太宗陈述了自己的志
愿，婉拒了太宗赐给的官位。唐太宗
十分欣赏孙思邈，后来还曾亲赴华原
县拜访孙思邈。

药王医龙

一日孙思邈出门，碰见一位穿白
衣的少年，带着许多随从和马匹，迎
上前来拜谢孙思邈，说：“小弟承蒙道
长相救，父母想见见您。”孙思邈救的
人多，也不记在心上，听到此话也没
当回事。那少年再次恳切拜谢邀请，
孙思邈只好上了他准备好的马，和他
并驾齐行。那马四蹄如飞，一会儿便
到了一处庄园。景色明媚，门庭气派，
望去俨然是王侯府第。

少年请孙思邈入内，主人高兴地
上来迎接，嘴里道谢：“十分想念道
长，所以派孩子来迎接。前不久，小儿
偶然外出，突然被愚人伤害，全靠您
脱衣救赎，保全性命。这儿我们的同
族不少，都感激先生再生之恩。今天
能面见道长，真是荣幸啊！”随后请孙
思邈进入内堂。一位中年妇女领着个
穿青衣的小孩出来，再三拜谢说：“这
小孩儿被人打伤，全仗道长救护才免
一死。”孙思邈这才想起曾经救活一

条小青蛇，不由疑问重重：这是什么
地方？

又见左右服侍的都是太监婢女，
侍从称呼戴白袷帽的为“君王”，称呼
中年妇女为“妃子”，心中十分诧异，
便悄悄问身边的人：“这是什么地
方？”回答说：“这是泾阳水府。”原来
那“君王”是泾阳的龙王。龙王请来宾
客僚属，排下酒席，奏起音乐，宴请孙
思邈。孙思邈推辞，说自己正辟谷服
气。在水府待了三天，龙王问孙思邈
想要点什么谢礼，孙思邈回答说：“本
人居住山野，只喜好修道，冥想仙真
锻炼形神，眼中虽看到各种物事，心
中却没有什么欲求。”

龙王把美丽的轻绡和珍贵的珠
子、黄金送给他，孙思邈坚决辞谢不
肯接受，龙王说：“道长是不把它们当
回事，可怎么报答您呢？”于是命儿子
取来密藏在龙宫的药方30篇交给孙
思邈，说：“您是真正的有道之士，拿
着它们可以济世救人。”于是备好仆
人、马匹，送孙思邈回到所居的山上。
孙思邈对自己遇到的事十分惊异，试
着用那 30 篇医方治病，效果都很神
妙。后来，他编写《千金方》30卷，将龙
宫之方编入书中。

虎守杏林

虎守杏林典故已有1300多年历
史。孙思邈晚年曾云游于邱县，观其
景物优美，民风淳朴，遂流连忘返客
寓郊寺，悬壶行医无欲求，施医无类，
师承董奉，为人治病不收钱、不受谢，
惟望患者病愈后在寺旁植杏树三株。
经年植杏树百亩，郁然成林，杏熟以
杏易谷赈贫。此间有虎伏跪求医，孙
思邈首创“虎撑”治愈其金簪卡喉之
疾。虎有灵性，不复危害人畜，为药王
孙思邈守护杏林并充当坐骑。药王佩
逝，虎绕寺哀啸三日，不知去向。

（《中国中医药报》）

□姜海霞

“秋深山有骨，霜降水无痕。”霜降是秋季最
后一个节气，此时昼夜温差增大，夜间往往会降
至零摄氏度以下，水汽凝华于地表和植被，形成
六边形的白色霜花，故名“霜降”。

霜降时节，正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时
候。“霜叶红于二月花”，天气变冷，一些树叶经
过寒露的锤炼，由绿转红，令人神迷。尤其是火
红的柿子，在霜降前后完全成熟，此时的柿子皮
薄、肉多、味鲜美，且营养丰富，因此，民间形成
了霜降时节吃柿子的习俗。

霜降时节也是秋菊盛开的时候，民间有赏
菊饮酒的习俗，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澄明、悠闲、旷达的田园生活总是让人神
往，已经成为文人士大夫的标配情结。元稹有
诗《咏廿四气诗·霜降九月中》：“风卷清云尽，空
天万里霜。野豺先祭月，仙菊遇重阳。秋色悲
疏木，鸿鸣忆故乡。谁知一樽酒，能使百秋亡。”
霜降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开始向冬季过
渡。此时气候开始变得干燥，天气多变，气温往
往骤升骤降，体质较弱者容易滋生疾病，因此，
霜降时节要格外注意保暖。霜降至，天转寒，愿
君珍重多添衣。

白居易有诗《岁晚》：“霜降水返壑，风落木
归山。冉冉岁将宴，物皆复本源。何此南迁客，
五年独未还。命屯分已定，日久心弥安。亦尝
心与口，静念私自言。去国固非乐，归乡未必
欢。何须自生苦，舍易求其难。”色彩斑斓的秋
天即将结束，凋零的冬天马上就要到来。应候
而荣，顺时而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无论人
生的际遇多么坎坷，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顺应大
自然的规律，不断地充实自己，不惧严寒风雪，
从容走过人生的四季。 （《江苏工人报》）

天凉多添衣天凉多添衣

□杨文静

马援留有两个知名的成语典故：老当益壮
和马革裹尸，皆出自《后汉书·马援传》。

马援是东汉初期名将，在来洛阳投靠光武
帝刘秀之前，他曾在西北放牧，“有牛、马、羊数
千头，谷数万斛”，数百家宾客依附于他。马援

“少有大志”，后来常对宾客说：“丈夫为志，穷当
益坚，老当益壮。”他不愿做守财奴，散尽财产，
从牧场转战沙场，替刘秀打天下。

东汉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马援任陇西
太守，安定西羌。一次，邻县有人报仇，吏民误
以为是羌民造反，惊慌失措，下属请求闭城发
兵。马援正与宾客饮酒，大笑道：“不可能，他们
没这胆，都回去吧，胆小怕死的，可以躲到床底
下。”后来风波平静了，郡中人都对他的胆识口
服心服。

马援在陇西六年，又任伏波将军，率兵南下
平定叛乱，因功封新息侯。再回到洛阳时，许多
故人都来迎接慰劳他。

有个叫孟冀的人，以足智多谋闻名，跟大家
一样对马援说着恭贺、奉承的话。马援听不下
去，对他说：“我指望先生对我说些有益的话，怎
么您也跟大家一样？过去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置
七郡，才获封赏数百户；我就这么点儿功劳，却
食邑三千户，功薄赏厚，何以长久？”孟冀表示没
主意。

其实马援心里有数：“如今匈奴、乌桓还在
侵扰北部边境，我打算向朝廷请战。男儿当死
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孟冀听了很感动：

“真正的烈士，应当如此！”一个多月后，恰逢匈
奴、乌桓侵扰边境，马援请求出征，获准到北方
迎战去了。

六十二岁那年，马援又主动请求出征，刘秀
心疼他年纪大，不同意。他干脆跑到刘秀面前：

“臣尚能被（音同披）甲上马。”刘秀说，那你试试
看。马援当场表演骑术，“据鞍顾眄”，你看咱中
不中？刘秀笑了：“矍铄哉，是翁也！”这老头儿
真中！

第二年，马援就在军中死去，实现了他“马
革裹尸”的誓言。 （《洛阳晚报》）

马革裹尸马革裹尸

““药王药王””孙思邈的传说孙思邈的传说

▲孙思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