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8月25日    星期六 3版
本报新闻热线：3273333  18909173359 责任编辑：麻雪  美编：罗锐  校对：李斌

副刊·连载

唐高祖李渊称帝后，立即

废除了隋五铢钱，推出唐帝

国金融团队研发的开元通宝。

这种钱币，每十钱重达一两，

因为设计精巧、大小合理、轻

重合适，所以一上市就受到了

广泛的好评，成为我国古代发

行的最为成功的货币之一。唐

初统治者还制定了严厉的法

令来打击盗铸行为，一旦发现

有谁敢私自造钱，不仅本人会

被立即处死，家里人也要跟着

受到牵连。在严打盗铸的高压

下，长安城商品齐备、物价便

宜。但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

开。唐高宗到唐玄宗期间，因

国家发行货币量的不足，私铸

之风再度杀来，出自江淮一带

的恶钱大量涌进长安城，市场

上因为通货不足而引起物价

剧烈波动。物价不稳，民心就

难安；民心难安，政基则不稳。

安史之乱后，朝廷为应对巨额

军费开支造成的亏空，先后发

行了“乾元重宝”“重棱钱”，此

两种货币与开元通宝的比价

分别是 110 和 150。因为三种

并行使用货币比价的不合理，

很快又引发了物价飞涨，一

斗米的售价被抬高到了 7000

钱，很多百姓因为买不起而相

继饿死在道路上。一些不法之

人，还用长安城中寺庙里的撞

钟和铜镜等材质，半公开地盗

铸假币。钱币的混乱局面，一

直延续到唐代宗上台。无计可

施的唐代宗宣布乾元重宝、重

棱钱和开元通宝等价使用，不

再执行原来不合理的比价标

准。新政颁布后，因为再无利

可图，乾元重宝和重棱钱很快

退出市场，开元通宝平稳流动

的局面又恢复了。需要说明的

是，唐朝的货币除了铜钱，还

有布帛等实物交易， 此外，在

一些外贸等特定的场所，金银

和香料也可充当货币。尽管唐

的货币政策几次波动，但主要

还是以铜币开元通宝为主。每

贯开元通宝重达六斤四两，约

折合为现在的三公斤八两。

从唐高宗开始，大量的社

会财富积聚到少数富商手中。

由于当时还没有纸币出

现，那些做大买卖的商人感到

了携带铜币的麻烦。铜钱的面

值很小，每次交易的需求量

又很大，携带大量铜钱很不方

便，而且，大量钱物在身也不

利于人身和财产安全。随着商

品流通速度的加剧，商业活动

越来越频繁，商业交易的额度

也越来越大，再实行老套的扛

着钱或包个马车押着钱去现

款现货交易，显然已经不能适

应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了。

于 是，商 业 的 新 生 事

物——柜坊和飞钱就应运而

生了。

柜坊，是向客户提供一个

存放钱物的场所。存了钱物的

客户，可以凭借柜坊发出的书

帖，委托别人拿着书帖来支取

钱物。随着这种“存物取钱”业

务的扩大和深入人心，柜坊的

升级版飞钱就产生了。飞钱，

是一种汇兑的交易模式，最早

产生在唐宪宗元和年间。当

时，南方的茶叶大量占据北方

市场，很多京城人员都以饮茶

为时尚。长安的商人需要运送

大量的钱财到南方去采购茶

叶，而南方的茶商在京城完成

交易后要把大量的钱财带回

家乡，这种“钱物搬家”让两地

的商人都感到了不便。唐时，

为应对“钱荒”局面，朝廷曾

下令禁止商人携带现钱从关

中出境。为方便长途贩运的需

要，商人们就开始思考：怎样

才能做到既不带铜钱又能完

成交易？

于是，相当于现在汇票的

飞钱问世了。

最初的飞钱由官方经营，

进奏院（相当于今天的驻京办

事处）、军队等官方机构，为

向京师缴纳一定钱财，开设了

汇兑业务的绿色通道。 后来，

一些商贾富户等民间人士也

经营起飞钱。他们是这样实现

交易的：收款人收到钱款后

开具出一张票券（或文牒），这

张票券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

当面交给汇款人，另外一部分

寄给本道；等持票券人到长

安完成交易后需要支付现款

时，就到指定的地点交出所持

的另半张票券，工作人员将两

部分票券合在一起核对无误，

持票人就能当场领回所存的

钱款。通俗地讲，就是商人可

以在甲地交钱领票，而在乙地

可以凭票取钱。因为操作方式

方便安全，飞钱也被称为“便

换”。飞钱的交易形式，无外乎

这么三种：一是在外地商人

押货进入京城长安销售一空

后存钱取票，再回到地方州府

去兑换；二是各地商人在当

地的州府存钱取票，到长安做

生意进货时取出用于支付；

三是在这个州府存钱取票，再

到别的州府去支付。不论哪种

形式，其实就是柜坊“存物取

钱”的方式，演变成“保管支

钱”而已。

飞钱的产生，大大提高了

货币的流通速度，是商业发展

史上的一桩好事。飞钱从官方

借助国家渠道让行政权力进

入市场，演变为一种商业的连

锁模式，这是时代进步的力

量。于是，社会上有了专门从

事飞钱业务的商人，他们依靠

总店与各地分店间完备的体

系，在帮助商人避免运送现款

交易麻烦的同时，也可以从中

谋取一定比例的回扣作为利

润。唐朝的飞钱，只是买卖凭

证，并不能作为付现交易的

凭证，因为它本身并不介入流

通，也没有货币的交换功能，

所以，飞钱和后来出现的纸币

是完全不同的。

飞钱虽然得到了商家的

广泛使用，但对国家财政产

生了一定的冲击。元和六年

（811），政府下令禁止使用飞

钱。此举令市场的交易额大幅

下降，很多商人都把钱放在家

里不拿出来用，社会上的货币

流通速度严重受阻。无奈，唐

政府改变策略，对飞钱的态度

由堵变成疏，改由户部、盐铁、

度支三处官署来共同经营飞

钱。这三个部门掌管飞钱后，

要求商人在进行票券汇兑时，

必须缴纳百分之十的费用。这

种做法，实质上是对商人的一

种变相剥削，当然遭到了全体

商人的抵制和反对。无奈，唐

廷只好收回成命，继续推行平

价汇兑，以此来换取商业市场

的相对稳定。
（连载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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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友聚会

战友情谊山高水长。人说

战友之情天下第一，这话不

假。父亲尽管离开部队多年，

但他还一直怀念部队生活，时

常和我讲起他的那些战友们，

叹着气说不知道他们现在都

过得怎么样了。他们当年那批

战友中有位退下来的后勤部

长，费尽周折联络了西安、宝

鸡、咸阳、渭南八十多个战友，

成立了战友会，父亲得知后，

甚是欢欣鼓舞。谁知，随着父

亲的退休，战友聚会却一年不

如一年。

战友会每年举行一次，日

期定在八一建军节这天，聚会

地点选择在西安或咸阳的饭

店。第一次参加聚会，是在交

了 50 元的活动经费后，父亲

拿到了一本战友通讯录和一

张宴会请柬。那次的聚会气氛

十分热烈，大厅里笑语连天，

八十多个老兵在大厅里穿梭，

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他们拉

着身边的人共叙战友情，“再

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的歌

声从中午一直持续到了晚上，

回到家后，父亲还是“战友啊

战友”感叹了好几天。

父亲的这些曾经同甘共

苦、出生入死的战友们，退伍

后，有的当了领导，有的当了

一线工人，还有些回家成了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随着大家身份的变化，心理

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曾经

纯洁的战友情，也慢慢被世

俗的东西所掩盖，大家变得

拘谨起来，就连聚会时的座

位都形成了特定的组合：大

官大款、小官小款，有职称的

教师与工人和农民也有了距

离……最后随着父亲所在工

厂的变化，父亲再也没有去

过战友会，与他有联系的只

有一些倒闭企业贫困潦倒的

战友，他说现在吃饭都成问

题，哪里有 50 元的闲钱去吃

喝。他们最奢侈的一次聚会

就是在我家，让我去借一套

卡拉OK，买了四瓶太白酒和

两箱啤酒，但唱的还是那首

《送战友》。后逢八一建军节，

父亲干脆不参加战友聚会

了，却满心欢喜地亲自到家

下厨。他说：“我们全家都是

战友，有当过空军、陆军的，

还有公安战士，你妈也穿过

军装，当过军工，是多年预备

役呢！”

父亲的战友中常到饭店

的依然是那帮大款，常到我家

的也依然是另一帮生活困顿

的。每当我回想起父亲这些战

友们相聚一起欢声笑语的情

景时，我的耳边还会响起“战

友啊战友，亲爱的战友……”

的歌声。

三次住院

父亲工作战斗了四十三

年，从初入军校的大学生，到

马兰基地的学员排长；从剿

匪时的代理指导员，到师组

织科长、雷达团政委；从五七

干校区队政委到航空总队政

委、全军第三十四考区主任，

先后担任过八个部队的师团

职领导，历经了核试验基地

建设，中印边界战备公路施

工、新疆伊犁平叛、四川彭山

抗洪、甘南剿匪、青海湟源救

灾和内蒙古乌市抢险等重大

任务，西北戈壁、西南藏区都

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是两弹

一星“争气工程”的参与者、

第一批航空造林绿化西北的

拓荒者，是个不知疲倦的革

命军人，他常把自己比作永

不生锈的螺丝钉，哪里需要

去哪里！从首批师职干部转

业车间主任干起，到总厂、集

团公司领导岗位，他把企业

带领成了国家的明星企业，

他是国家人事部、纺织部聘

任的双职称的高级人才，是

一位老当益壮、精神饱满的

干将。但有三次住院的经历，

令我至今难以忘却。

那是 1967年 9月的事情，

二十九岁的父亲从总队机关

下部队挂职锻炼，担任第三支

队第六大队教导员。在执行新

疆柳树泉基地施工任务中，为

保护两个四川籍小个子战士，

他用一米七八的身躯挡住了

倒下的电杆，结果腰部及大腿

被砸成重伤，住进新疆空军医

院治疗五十多天。这件事，父

亲一直隐瞒了四十多年，直到

2007 年父亲住进咸阳一家医

院，医生才告诉我们，你父亲

腰椎受过重伤，还有核试验留

下的后遗症。回到病房询问父

亲，他一再摇头否定，后来执

拗不过，父亲才淡淡地说：“那

两个四川大竹战友一个叫王

翔飞，一个叫李元合，我们一

直书信往来，困难时期我常给

他们寄钱，是一辈子忘不了的

好战友！”

父亲第二次住进了我爱

人工作的解放军第三医院。

1988 年初，有一次查阅我儿

子病历时，无意间查到了我

父亲曾因车祸住院留下的病

历（当时病历卡片是依姓氏查

找）。原来，父亲当师团职干

部十八年，带出了上百个师团

干部和高科技人才，但他最得

意的却是在宝鸡飞播造林。上

个世纪七十年代，兰州军区司

令员皮定均按照毛主席的指

示，命令父亲在宝鸡组建了兰

空飞播团。

为了确保首次飞播成功，

父亲手捧航空地图走遍了渭

水流域补充图标，不料在勘察

陇县关山军马场时因倾盆大

雨导致交通事故身负重伤。

就是在病床上，父亲的

目光仍然聚集在宝鸡、天水、

平凉、咸阳、庆阳的地图上。

2005 年，父亲最后一次来到

宝鸡，不顾年高体衰，硬是坚

持看了几处飞播现场。父亲满

脸欣喜地说道，十年树木啊！

宝鸡绿了，渭河流域绿了，子

孙后代可不要忘了毛主席在

宝鸡组建的兰空飞播团，不要

忘了那个令人生畏又令人敬

仰的皮司令，是他亲自从南方

调来了大量的草木种子，还有

那个兰空的刘懋功司令，他是

个老红军，也是个绿化西北的

大功臣。
（连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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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那头大黄牛
◎陈湖

我是农民的儿子，和牛自然有着不
解之缘。记忆里生产队二十多头牛中，那
头大黄牛最使我难以忘怀。

我刚上初中那一年，队长安排父亲
担任了队上的饲养员。父亲饲养的二十
多头耕牛中，我最难以忘记的是那头大
黄牛。它长得健壮魁伟，两只稍弯的牴角
向前翘着，一对铜铃似的大眼睛炯炯有
神，一身黄色的绒毛亮得发光，行走起来
一步一个脚印掷地有声。它高大威武的
样子让人望而生畏，我跟着父亲去饲养
室玩耍时，总是害怕这头大黄牛，站在前
面怕它牴，站在后面又怕踢，总是怯生生
地站立在父亲身后偷窥，连站近点正面
看它的勇气也没有。其实，我这些担心全
是多余的，它非常温顺听话、善解人意。
我几次跟父亲去山里放牛，回家时走不
动了，父亲吆喝一声大黄牛便停下脚步，
父亲抱起我让我骑在大黄牛背上，它一
步一步稳稳当当地行走，唯恐把我掉下
来摔伤。回忆那情景，使我想起宋代诗人
雷震的诗：“草满池塘水满陂，山衔落日
浸寒漪。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
吹。”哦，那时我不正是横在牛背上暮归
的牧童吗？

大黄牛力气好，用起来听话好使唤，

大家公认它是二十多头牛里的佼佼者。
平常队上犁地播种，夏秋季节光场碾麦，
大家争着去牵大黄牛。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大队购回了
一台东方红牌铁牛 55 型轮式拖拉机。一
年秋季的一天，这台拖拉机拉着一车玉
米秆在土路上行驶，忽然狂风大作，暴雨
倾盆，拖拉机滑入路边的泥泞之中，越陷
越深，司机叫来十几个精壮小伙子帮忙
推车，拖拉机纹丝不动，大家对这庞然大
物无能为力，束手无策。忽然有人说了一
声“牵牛拉”，人们马上联想到大黄牛，有
人很快把大黄牛牵来，套在车前面，牛拉
人推，大家一鼓作气，拖拉机一下子从泥
泞中推了出来。人们擦着脸上的雨水和
汗水，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对这头大黄牛
不得不刮目相看，有人打趣说：“这大铁
牛还不如咱这大黄牛呢！”

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苦苦劳作
中，大黄牛身体过度透支，终于在一个
寒风凛冽、滴水成冰的冬天卧圈不起，
先前硕壮的身躯如今变得皮包骨头瘦
骨嶙峋，没精打采地卧在圈里，眼窝里
噙满了浑浊的泪水。我跟父亲去饲养室
看它，父亲喂草它不吃，端来麸皮料面
它用鼻子嗅嗅，也只吃几口，端来面汤

让它喝时，它也像是应付式的喝三两
口，然后伸出舌头舔嘴唇和鼻孔。如此
十几天后它啥也不吃不喝了，侧身躺
在圈里，头也抬不起了，眼神显得呆滞
无光，仿佛已经没有一点力气。父亲把
情况告诉队长，队长以无可奈何的口气
唉了一声后说：“明儿安排杀了吃牛肉
吧！”在那一穷二白的年月里，队上的
牛老了不能犁地拉车了，最终的结果就
是宰杀掉，给大家把牛肉分了，让少吃
缺穿的男女老少打一下牙祭，这可真谓
是：“老牛力尽刀尖死！”听说队里要把
大黄牛杀掉，我心里十分难受，我苦苦
的哀求父亲，让他给队长说说，不要活
着杀大黄牛，让它自己死了，我们把它
掩埋，但是一个十几岁的小毛孩说的话
大人能听吗？晚上我在饲养室炕边写
完作业，端着煤油灯去圈里看大黄牛，
它侧着身子躺在圈里，头挨着地无力
抬起，眼睛可怜兮兮地望着我，仿佛祈
求我能救救它，看着为队里的社员们贡
献了一生的力量、如今苟延残喘的大黄
牛，我心中充满一种难以言状的悲凉。

翌日上午，队长安排了五六个人宰
杀了大黄牛，那天晚上我在饲养室的炕
上写作业，难过的泪水洇湿了纸张。

四十多年过去了，在人生的旅程中，
许许多多的往事都已成为过眼云烟，唯
有大黄牛在田间耕地拉犁、忍辱负重的
身影，在我的心中久久的挥之不去，难以
忘怀。

 谚语云：“宰相肚里能撑船。”非宰
相之肚大也，实乃其度量大也。昔时之宰
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官居一品，位极
人臣，上仰君王，下俯黎庶，要做到得心应
手、左右逢源，诚非易事。能处处事事与人
为敌么？不能！那就必须学会宽容。

宽容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调
节剂，是一种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策略，
是一种大家的气度和风范。

人无完人，朋友、同事、亲戚、邻里、
夫妻之间需要宽容；陌生人之间也需要
宽容。动辄怒目相向、大动干戈，实不足
取。我们要学会宽以待人，大肚能容世间
可容之事。

宽容就是忍让，小不忍则乱大谋。

宽 容 就 是 豁
达。淡 泊 名 利，不
患得患失，只埋头拉车，只俯首耕耘。先
舍，而不计是否得到与回报。

学会宽容，你在人际关系上就会开
辟出一片新天地。学会宽容，并不意味着
可以宽容一切。宽容可容之事，不可容之
事当然不能宽容。宽容杀人放火，宽容外
敌入侵，宽容贪污腐败，一味宽容，这就是

软弱、违法和犯罪，长此下去，天下就不稳
定，人民就要遭殃。

宽容有度。不能宽容到不讲原则、不
辨是非的地步，否则那就是昏聩，就是渎
职和无能。

让我们学会宽容，在待人接物上游
刃有余，开辟出一片人生的新天地。

养 了 一 只 猫，这
只猫陪我上班，陪我下
班，陪我写字，陪我作
图，安安静静、规规矩
矩蜷缩在脚下，目光对
接 处，满 溢 着 温 情 与
爱怜。喝咖啡时，喂它
水喝，吃面包时，喂它
面包屑，褐紫色的眼眸
里，满是欣喜。它会一
直盯着你，直到你不好
意思看它为止。此刻，
它的心，定是温柔的，
我想。  

如意是女儿捡回来的流
浪猫。“咦，这里有一只猫。”小
女孩尖叫了起来。在绿化带的
夹缝里，如意浑身湿漉漉的，
耷拉着脑袋，浑身发抖，圆溜
溜的眼睛，就那么一直盯着你
看，一眨也不眨，眼神里，没有
哀求，没有乞怜，没有幽怨。女
儿顿时心生怜悯，抱起了它，
用干净的毛巾裹住了它湿漉
漉的身子，擦洗干净后用宽大
的毛毯裹住它，喂它吃了温开
水泡馍，它眼里顿时有了明亮
的神色。   

孩童的心，永远是水晶般
透明。女儿和她的小伙伴为它
布置了温暖的家。废弃的纸箱
子，层层叠叠地，铺上了五颜
六色的海绵纸，箱子的四周，
装饰了田园风格的窗户，意外
的，雕出了一扇门。门的四周，
用彩纸装饰得绚丽缤纷，起名
为：猫咪的家。六岁多的小姑
娘，围着猫咪，七嘴八舌，编织
着美丽的童话。在小孩的世界
里，世界是通透的，大人是善
良的，月亮没有阴晴圆缺，人
生没有悲欢离合。此时的情景
应该是小猫和它的父母，它的
兄弟姐妹，它的孩子，住在城
堡一般的房子里，肉足饭饱后
的玩闹时分。在女儿们的一再

追 问 下，我 同 它 们 一
起，编 织 起 了 美 丽 的
童话，猫咪有一个温暖
的家，它的爸爸爱它的
妈妈，它的妈妈爱它的
爸爸，它们的爸爸妈妈
深爱着它们的孩子，它
们住在宫殿一般的房
子里，冬天有暖气，夏
天有空调。门口有着漫
无天际的公园，有着好
多好多城堡般的建筑，
里面住着它的小伙伴。
公园里，有着大大的游
乐场。春天了，它们一
起郊游，一起爬山，春
暖花开的日子，就去放
风筝，风筝飘呀飘，飘

到太空上，太空上的世界奇幻
无比。夏天了，猫咪和它的家
人去避暑，在萤火虫飘飞的傍
晚，一大家人，围坐一团，做游
戏，自制的烤肉炉上，烘烤的
美味嗞嗞作响。秋天的傍晚，
一 起 坐 在 院 子 里，等 着 嫦 娥
出现的夜晚。冬天睡到自然醒
后，围坐炉火前，看书、识字，
慵懒地打着盹儿………       

 小猫丢了，是在一个清
晨。早上开门后，女儿发现它
不见了，失落感油然而生，大
哭了起来，哭着、闹着，要去找
她的猫。我们娘俩，穿着拖鞋，
披头散发，跑到当初拣它的地
方，还是未见到它的踪影。一
连几天，女儿在上下学的路上，
一看到流浪猫，就拉我去看。
一次次满怀希望而去，一次次
又失望而归。          

小孩，是健忘的。女儿，早
已投入到对下一个事物的热
爱中。而大人的心，却久久不
能释怀，在一个个未眠的午夜，
经常会想起它。想起有它陪伴
的日子，想起它的温顺，它的
乖巧，它的可人。只是，素锦年
华里，无缘再见到它。   

在素锦年华里，唯有，祝
它好，祝我安。

如此，便好。

素
锦
年
华

◎

苟
美
娟

品 茗静思
乡 情乡味

    学 会 宽 容
       ◎田冲

笔 墨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