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迪

一年一度的“双十一”购物节如
期而至。其实历朝历代也有类似“双
十一”的购物节。一般认为，最早的
购物场所“集市”起源于商周时期。

《易经·系辞》里记载：“日中为市，致
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中午开市，有买有卖，各
取所需，这应是古代购物节的最早
雏形。

查阅现存史料可知，集市一般
设在人口密集处，每周开市一次，方
便居民购物。消费者也会提前将所
购之物列出清单，放在荷包里随身
携带。唐代以后，商品经济空前发
展，市民购物需求不断增长，集市规
模进一步扩张，政府为此设置“市令
官”专职管理市场交易，形如今天的
淘宝客服，维持市场秩序，调节买卖
纠纷。

那么古人购物如何付钱？和现
在相比，古代的货币形式混杂，支付
方式可要麻烦多了。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由于
交易需求比较有限，因而多是“以物
易物”为主。直到后来，才产生了交换
的中介物——货币。据考古学家发
现，很多国家多采用海贝作为原始
货币，中国古代也是如此。随着商品
交换的不断扩大，海贝已无法满足
人们的需求，由此产生了人工铸币。

或许是冶炼技术要求不高的缘
故，多数国家不约而同采用了铜作
为货币的主要原料。譬如中国的商
朝就是用铜仿制海贝，而铜币随后
历经各朝各代，使用了三千多年。

春秋战国时期，国内的铜币铸
造开始进入成熟阶段。当时，像“春
秋五霸”“战国七雄”都铸有铜币，其
中又以赵国的铲币、齐国的刀币、秦
国的圆形方孔钱、楚国的蚁鼻钱比
较出名。这些铜币，至今时有发现。

秦始皇灭亡六国后推行统一政
策，所谓“书同文、车同轨”，货币也
是一样，“以秦币同天下之币”。之
后，原通行于秦国的圆形方孔钱被
推广到全国，这就是所谓的“半两
钱”。值得一提的是，由秦朝“半两
钱”确定的“圆形方孔”的铜钱形制，
一直沿续到清朝。

汉朝以后，从汉武帝开始铸币
权收归中央，民间铸币被视为非法，
当时的“五铢钱”是汉朝唯一的合法
货币。秦汉时期的铜币，“半两”或“五
铢”都是钱的重量（二十四铢为一
两），这一做法在唐朝后有所改变。

据《旧唐书·食货志》中的记载：
“（唐）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铢钱。
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
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
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这就
是说，唐高祖李渊改革币制，钱文不
再强调重量而改用“通宝”，这种做
法也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

宋朝以后，随着冶炼技术的提
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铜币铸造进
入高峰期。据统计，北宋时期大约铸
造了2.5亿贯铜钱（每贯一千文），远
远超过其他朝代，大概也只有清朝
才能与之相媲美。

铜币以外，中国古代也曾铸造
过铁钱，不过应用面远不如铜币。此
外，在明朝尤其是张居正推行“一条
鞭法”后，银两开始成为与铜币并列
的主流法定货币。之所以采取银两
作为主流货币，一方面是因为当时

海外白银大量流入，另一方面也是
因为铜币价值低，不利于商品交换，
尤其是长途贸易，而金币的价值又
太高，同样不适合交易。

明清时期，货币流通模式大体
以银为主、以钱为辅，或者也可以称
之为“银钱混合制”。在实际生活中，
这一模式往往体现为“大处用银、小
处用钱”。也就是说，在大宗贸易或
者购买贵重物品时通常使用银两结
算，而一般日常生活比如买买菜、喝
喝茶，一般就用铜钱。否则的话，携
带一个大元宝去吃饭，不说裤兜吃
不住这小四斤的重量，就是去了饭
店，那主人也没法找零，因为一锭大
元宝几乎能把店里所有东西都买下
了。

事实上，日常生活中使用银两
也很不方便，因为银两有银饼、银
锭、银元宝、零碎银子等各种形制，
使用时既要称重量，又要看成色，非
常麻烦。而且，由于是银、钱双轨，其
中的换算就很重要了。明朝诗人何
景明在《岁晏行》中说，“白金纵有非
地产，一两已值千铜钱。”这说的是
白银一两可兑换成一千文铜钱。当
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这个兑
换率有所不同，有时波动甚至达到
一两倍。

清朝的铜钱又叫“制钱”，一枚
制钱是1文钱，1000文又称“吊”或

“贯”。按官方规定，1两银子应兑换
1000文。但在民间，银价和钱价一直
在变动，如清初制钱投放不足，1两
银子只能兑换800制钱；乾隆朝后，
银价上涨、铜价下跌，1两银子就不
止兑换 1000 文了；道光朝时期，由
于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外流，1两银子
甚至可兑换2000文以上；而晚清时
期，1 两银子兑换的制钱数一般在
1100文至1800文之间徘徊。

值得一提的是，从明朝中后期
开始，外国银元如墨西哥鹰元等开
始流入我国。由于外国银元形制规
范、价值稳定，因而在沿海一带很受
欢迎。受此启发，清末时期清廷户部
和各省也纷纷铸造银元、铜元，而由
此带来的铸币税收入对各省新政如
练新军、办教育等起到了相当大的
作用。

尽管不能与滥印纸币相提并
论，但过多铸造铜元同样会带来通
货膨胀。据统计，1905 年时全国已
有17省开铸铜元；至1907年时，各
省铸造铜元多达124亿枚；1910年
时，流通市面的铜元价值已达 1 亿
两，这还没算上国内外私铸的铜元。
相对应，清末十年的物价较以往也
有明显上涨。

作为金属货币，铜元带来的通
胀和纸币相比只能说是“小巫见大
巫”。一般认为，北宋时期的“交子”
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最
早出现在四川，由成都十多家富商
联合发行，它既可以在市场上使用，
也可以到“交子铺”兑换现钱。宋仁
宗天圣元年，交子改由政府统一发
行。南宋时，交子改称“关子”“会
子”，但由于发行量过大而导致持续
贬值。

元朝时期，虽然也曾铸行过少
量铜钱，但当时主要以宝钞为流通
货币。这种以纸币为主的朝代，在中
国古代是十分罕见的。最开始时，宝
钞发行量有严格限制，但没有持续
多长时间，元朝统治者即滥发纸币
来弥补开支，最终物价飞涨，重蹈覆

辙。明朝初年，朱元璋也曾推行“大
明宝钞”，但抑制不住的发行量和遏
制不了的通胀贬值，最终让大明宝
钞不了了之。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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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广迎

荀彧，河南许昌人，据说是荀子的后代。“彧”字本
意为文采，含趣味高雅之意。南阳名士何颙说他有王佐
之才。荀彧以谋士为职业，先从袁绍，觉得袁绍难成大
事，炒了老板，转投曹操。曹操大喜，任命荀彧为别州司
马，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市场策划与开发部经理。

当时，曹操还只有兖州一小块地盘，29岁的荀彧看
准了曹操是个能成大事的主儿，渴望借英主一展身手。
曹操的确给了他机会，两人拉着小手，促膝长谈。荀彧给
曹操分析了群雄并起的形势，明确了主要对手，明晰了
战略路线，使得曹操军团有了理论指导和战略指引。

公元194年，陶谦下属杀了曹操父亲，曹操以为父
报仇之名，借机攻打徐州。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张邈、
陈宫等借机叛曹，和吕布联合攻打曹操的根据地。曹操
率主力出征，留守的兵力很少，多亏留守的荀彧胆识过
人，对外搞分化，对内搞集中，保住了曹操的据点。经此
危难，曹操见识了荀彧的真才实学，更看到了荀彧的忠
心耿耿。之后，曹操愈加重视荀彧的意见，每逢出征，均
安排荀彧看家。

荀彧有三大建议，对曹操的霸业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一个建议让曹操站稳了，第二个建议让曹操有理了，
第三个建议让曹操雄起了。

兖州屡经战乱之苦，又加上天灾，百姓穷困。曹操
觉得这儿没什么油水，想攻打徐州，重建根据地。荀彧
对曹操说：徐州虽好，可陶谦在那儿经营多年，刘备在
那儿也有根基，这两人在那儿都有良好的品牌形象。以
咱目前的实力与品牌形象，打徐州没把握，弄不好徐州
没拿下，兖州也丢了；即便拿下徐州，民心不归，也难经
营下去，这是以平安换危险，不可取；不如先稳定兖州，
帮着老百姓把夏收搞好，更有利于长远发展。曹操听了
荀彧的建议，令部队参与生产建设，搞粮食储备，稳步
积蓄力量。荀彧的这个建议，让曹操站稳了脚跟。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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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璐

在严寒的冬季中，气温逐渐降低，许多地方开始提
供暖气以抵御寒冷。说起供暖，自然要提到取暖的费
用。与我们现代将取暖费交给供热公司的方式不同，古
代的取暖费是由朝廷统一分配的，而且仅限于统治阶
层和官员享用。在古代，官员的俸禄包括俸银、禄米和
柴直银三部分，而柴直银实际上就是朝廷在冬季为官
员们发放的“供暖费”。

取暖费的发放在宋朝时就已经颇具规模。一般是
每年农历十月开始发放，直至次年正月。最高级别的官
员如宰相和枢密使，每人可以领取到200秤木炭，其余
官员则 100 秤、30 秤、20 秤、10 秤不等。而宋代的一
秤，相当于如今的二十斤。以宰相为例，每个冬天能领
到四千斤的木炭，这还不算平日里烧饭用的木炭，每个
月还能另行领取。明朝时取暖费从发放木炭改为直接
发放现银，称之“柴薪银”；而到了清代乾隆时期，取暖
费更是多得惊人。当时宫中的取暖费是按日领取，就拿
后宫来说，最高级别的皇太后一天就能领到一百二十
斤，而一般的妃嫔也能领到六七十斤，其他皇子皇孙的
取暖费同样也非常庞大。若要再计算整个冬天需要取
暖的时日，取暖费的数量足以让人瞠目结舌。

说完取暖费的数量，古代发放取暖费的机构也颇
值得一提。明朝时称其为“惜薪司”，专门管宫中所用
柴炭及二十四衙门、山陵等处柴炭的供应；清朝时则改
名成了“营造处”，内设“薪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专
门负责供应煤炭；另一部分管理“取暖费”。

古时取暖费虽然在达官显贵那里供应充足，但对
于平民而言简直是奢望。就拿煤炭来说，虽然北宋时开
始普及，但价格依旧非常昂贵，大多数人都难以承受。
冬天的时候，一些穷苦的百姓没有取暖工具和燃料只
能受冻，甚至有的被活活冻死。

到了清朝中后期，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开始逐渐传
到了中国，其中就带来了一些可以制煤的机器，一时间
极大提高了煤炭的效率和产出，这才使煤炭的成本降到
了普通民众能够承受的范围。此外，各种新型燃料的出
现，如煤球等也极大充实了燃料市场，丰富了百姓的选
择空间。而且，官府在这时也开始放松了对煤炭的管控，
使得京城开始出现了一些煤炭的私营售卖点。在这些因
素共同的推动下，普通百姓终于能安心过个暖冬了。

（《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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