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10月12日 星期五
编辑／敬芳 校对／玉龙 组版／陈晨 洛阳·城事13A

核
心
提
示

□记者 孟国庆/文 记者 杜武 实习生 刘飞龙/图

10月11日，家住西工区文宣巷的李凤翔
老人致电本报，要晒一晒他珍藏了20余年却
刚刚识得真面目的珍宝“中统元宝交钞”，同
时期待行家与之交流，解开围绕这张纸币的
种种谜团。

□记者 李燕锋/文 张晓理/图

本报讯 在人们的印象里，寺院里和尚
的生活通常是守着晨钟暮鼓，诵经修行。
可昨日出现在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里的一
幕让前来参观的游客异常惊讶：几十名身
着僧袍的和尚拿着农具，在广场上翻晒黄
豆荚。

和尚干农活？看到这一幕，许多游客的
表情都很惊讶，一些人急忙拿起相机或手机
拍照，有的还发起了微博。

“看到这些和尚干农活，仿佛回到了古
代，印象中好像只有古代的和尚才干农活
吧！”三门峡游客刘先生笑着说，在他的记忆
里，似乎还从来没有在寺院里看到过和尚干
农活呢。

两名来自江苏的游客看到和尚们在翻
晒黄豆荚也感到很新奇，女士忙着拿相机拍
照，男士则用手机发起了微博。“寺院里能保
持这样的传统挺好的，现在有些寺院现代气
息太浓了，让人找不到寺院的真实感觉。”他
们笑着说。

在晾晒黄豆荚的广场一侧，我们看到
了白马寺景区立起的一块牌子，上面写明
了寺院利用广场晾晒黄豆荚的原因：白马
寺作为中国第一座官办寺院，历来秉承“农
禅并重”的传统，每年寺院的僧人都会自耕
自种黄豆等农作物，今年黄豆丰收，需要在
部分广场进行晾晒，给大家带来不便敬请
谅解。

对寺院的这种做法，许多游客都表示
理解。

白马寺大和尚印乐介绍，“农禅并重”是
佛教的一大传统，形成于唐代，也正是从那
个时候开始，白马寺就一直秉承这一理念，
每年都会利用寺院闲置的土地种植一些农
作物，1000多年来从未间断。这些年寺院主
要以种植黄豆为主，20世纪90年代时，黄豆
的种植面积只有十几亩；2005年前后，种植
面积不断扩大，达到300亩左右，今年的种植
面积有400亩。

听说寺院种了大面积的黄豆，曾有商家
表示愿意高价收购，但被寺院拒绝了，原因
是寺院不想以此赚钱，而是想把这些自耕自
种的黄豆作为礼物回报社会。据介绍，近年
来寺院收获的黄豆多数都送到了我市的敬
老院、孤儿院等。

看到游客对寺院种黄豆很感兴趣，寺
院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估计能收13万斤
黄豆，待晾晒、处理干净后，他们会考虑把
这些黄豆作为礼物送给前来参观、上香的
游客，以表达他们对大家支持寺院发展的
感激之情。

我市发现疑似现存最早纸币
“中统元宝交钞”
这种纸币始印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距今已有700余年

和尚干农活，你见过吗
白马寺几十名身着僧袍的和尚拿
着农具在广场上翻晒黄豆荚，游人
惊讶之余连声夸

身着僧袍的和尚拿着农具，在广场
上翻晒黄豆荚。

李凤翔说，买这张纸币时，他刚退休，开始
收藏钱币以自娱，但对钱币了解不多，只是觉得
这张纸币很罕见，就买回来了，随即将之搁在一
沓藏品中，时间一长，自己都忘了有这么件东西。

李凤翔今年已经85岁了，但眼不花耳不
聋，有空还看看专业书籍，补充收藏知识。
2011年年底，他在翻看《简明钱币词典》时，词
典中关于“中统元宝交钞”的介绍及配图引起
了他的注意：词典介绍的是1982年在呼和浩特
市发现的“十文中统元宝交钞”，说是我国迄今
保存的最早的纸币，被学术界视为无价之宝。

看到这张图，李凤翔觉得非常眼熟：自己好
像也有这么一张相似的纸币！他连忙翻出自己
的藏品一比对：二者太像了！只是词典上配图标
的是“壹拾文”，自己这张是“一贯文省”。

词典中说，“中统元宝交钞”是元忽必烈中
统元年（公元1260年）发行的纸币，一直用到元
末，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纸币。其面值自十文
至二贯，共有十等。

那有没有“一贯”这一等呢？李凤翔找到
了史学家白寿彝在《中国通史》中对“中统元宝
交钞”的介绍：“面额分10文、20文、30文、50
文、100文、200文、300文、500文、一贯文、二
贯文十等。”

《中国通史》中还说，到公元1285年，元朝全
国禁用银钱，“中统元宝交钞”成为国内唯一合法
的流通货币，这种货币不受区域和时间限制，国
家收税、商品交易、借贷等都使用“中统元宝交
钞”，并允许用旧钞换新钞，这样“中统元宝交钞”
就成为通行于全国各地的统一货币。

李凤翔认为，自己所藏的这张纸币无论
是票面样式还是字体等都与真品相似，票面
信息与文献记载也能相互印证。

没想到被自己遗忘了20余年的藏品，还真
有可能是块宝。

偶然翻看书籍
发现家中有“宝”

然而，有着一定钱币收藏经验的李凤翔知
道，我国最早的纸币出现在宋朝，称为“交子”，
其后元、明、清各朝都有印造、使用。

但纸币保存不易，流传下来的极为罕见。
“交子”就没有实物流传，现在只发现了模版，而
“中统元宝交钞”历时700余年，能保存至今也
是寥寥可数。

这样的宝贝咋就让自己碰上了？
随后近一年时间，李凤翔开始发动家人四

处搜集资料，来验证所藏的真伪和价值。
今年年初，李凤翔了解到：在中国钱币博物

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贯面值的“中统元
宝交钞”。在中国钱币博物馆，他没有见到这件
藏品展出，但在北京工作的儿子给他带来了好
消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藏品在展出。

于是，李凤翔让儿子带着自己的藏品到中
国国家博物馆比对，结果二者几乎一模一样。

这让李凤翔吃了一颗定心丸。但随着研究
的深入，围绕着这张纸币的谜团却越来越多：票
面上那些已经模糊的文字到底传递了什么信
息？“中统元宝交钞”始印于1260年，但到1287
年至元通行宝钞出现后仍有发行，自己这张到
底印制于哪一年呢？因保存不易，现存“中统元
宝交钞”或发现于元墓，或发现于古迹遗址，而
自己却是从别人手中购得，前一个持有者是怎
么发现、保存的……

这些疑问得不到解答，这张“中统元宝交
钞”的“身份”就一直存疑。

思来想去，李凤翔决定拿出藏品与行家共
赏，共同来破解这些历史谜题。

期待行家参与解谜

昨日中午，在李凤翔家中，他小
心翼翼地从层层包裹的塑料袋中取
出一张纸币：“这是我20世纪80年
代末花了5元钱从一个年轻人手里
淘来的。”

入目是一张青黑色的“纸板”，长
约25厘米、宽约20厘米，边缘多有磨
损，右上角和左侧有裂纹。

李凤翔边展示边给我们解释：票
面的顶部写着“中统元宝交钞”字样，
这就像人民币标注“中国人民银行”
一样。

下方分上下两段，上段正中央为
“一贯文省”四个字，这是这张纸币的
面值，是一贯钱。左右各竖写两行文
字，因年代久远看不清了，疑为篆字和
蒙古八思巴文。

这两行文字下方还各标有字
料、字号，字料和字号上各有一字，
但也已难以辨识。李凤翔说，字料
和字号上的那个字，是古时候用的
千字文编码，读下来就是“×”字料

和“×”字号，相当于现在人民币上
的编号，这是古钞暗码，不是随便乱
写的。

票面下段是十行文字，右侧几行
为“中书省奏准印造中统元宝交钞，宣
课差发内并行收受，不限年月，诸路通
行”等，这是标明流通范围、时限等信
息。中间用更大的字体标明“伪造者
斩，赏银五锭，仍给犯人家产”等字样，
这是非常严厉醒目的“防伪普法”：造
假币要被杀头，举报的人不仅有赏银，
还能获得犯人的家产。左侧从右至左
依次为“中统年月日，元宝交钞库使副
判，印造库使副判，中书省提举司”，这
是注明印制时间、机关。

上下段还各盖有红色正方形
官印。

李凤翔说，纸币背面还应有印
章，但为了保存，上一个持有者将这
张几近糟掉的纸币粘贴在书页上，
印章看不到了，反倒是书页上有

“1953年”的字样。

20余年前，5元钱淘来的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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