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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大道，必先知
史。紅色貨幣在戰火硝
煙裏誕生，在艱難困苦
中起步，孕育了豐富的
紅色基因和歷史記憶。
本次展覽舉辦地陝西西
咸新區灃西新城有着悠
久的貨幣鑄造史，位於
該區域的兆倫鑄錢遺址
是我國首個統一鑄幣權的國家造幣廠，而在貨幣起始之
地舉辦紅色貨幣展覽具有特殊意義。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展覽還展出了一枚包含灃西元素

的貨幣。這枚紙幣是一張面值伍仟圓的紙幣，主題圖案
為隴海線渭河鐵路大橋，而這座橋的南端便是現在的灃
西新城王家莊村。這也是1949年新中國發行的第一套
人民幣，對統一全國各解放區的貨幣、支持人民解放戰
爭的全面勝利和建國初期的經濟恢復，都曾發揮了重要
作用。

展 覽 展
出的中央蘇
區範圍內流
通的第一種
紙 幣 ——
東古消費合
作社紙幣，
也是備受關
注。據了解，1929年之後，贛西南、
閩西、湘鄂贛等革命根據地陸續建立。
為鞏固革命根據地，凝聚社會各階層的
經濟力量，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中共
東固區委決定成立東古平民銀行發行紙
幣，同時創辦消費合作社，以緩解日常
用品供應緊張的困難，改善山區人民的
生活。由於東古消費合作社成立後，經
濟實力越來越壯大，除了滿足根據地軍
民生活急需外，還經營生產資料，收購
運銷山貨，幫助農民發展生產，解決困
難，東古消費合作社紙幣也成為當時最
受歡迎的貨幣。

與東古消費合作社紙幣同為罕見珍品的貨
幣，還有我國抗戰期間第一種「抗幣」，被
譽為「抗日先鋒」的陝甘寧邊區延安光華商
店代價券。據介紹，1937年10月，陝甘革
命根據地改名為陝甘寧邊區，中華蘇維埃人
民共和國國家銀行西北分行改稱為陝甘寧邊
區銀行。1937至1948年，陝甘寧邊區銀行
共發行了延安光華商店代價券、陝甘寧邊區
銀行幣、陝甘寧邊區貿易公司商業流通券等
3種紙幣。
「大家注意看，這枚紙幣的面值為 5

角。」工作人員表示，1938年，陝甘寧邊
區銀行以延安光華商店的名義印發延安光華
商店代價券。由於當時正值國共兩黨第二次
合作，根據兩黨協議，邊區不設銀行，不印
發貨幣，市面上通用法幣。為了找零的需
要，邊區政府本着既獨立自主又維護統一戰
線原則，自行發行元以下的輔幣。「在當時
的歷史條件下，邊區政府不便以銀行的名義
發行貨幣，只得以延安光華商店的名義發行
元以下的代價券。」延安光華商店代價券以
商店名義印製創解放區貨幣之先河，非常有
戰時特色。

延安光華商店代價券
創解放區貨幣之先河

東古消費合作社紙幣東古消費合作社紙幣
為民解困為民解困

●中央蘇區範圍內流通
的第一種紙幣——東古
消費合作社紙幣。

●被譽為「抗日先鋒」的陝甘寧邊區延安光
華商店代價券。

新中國第一套人民幣
包含陝西元素

●●新中國第一套人民幣包含新中國第一套人民幣包含
陝西元素陝西元素。。













●革命根據地的第
一種銀元——井岡
山「工」字銀元。

●● 19491949 年 新年 新
中國發行的第中國發行的第
一套人民幣一套人民幣。。

●「湘鄂贛省工農銀行」發行的貨幣。

●「華中銀行」發行的貨幣。

●「膠東軍區」流通的紙幣券。

●「晉察冀邊區銀行」發行的貨幣。●「戰旗飄揚下的紅色貨幣」主題展覽日前在陝西開展。

明成化的青花瓷分為官窯、民窯兩
種，其時的民窯亦受到嚴謹的官窯作風
影響，製作精良，甚至紋飾、色彩、畫
意各方面都與官窯如出一轍。在成化初
期，青花瓷仍然採取進口蘇麻離青料，
與宣德青花難以區分；而後以「平等
青」料取而代之，呈色趨於穩定，胎
薄、釉白、青色淡雅的青花瓷才成為最
具代表性的成化瓷。
在成化青花瓷當中，宮盌可謂最經典

的一款。「宮盌」一詞，限指用於為供
宮廷內用的成化青花官窯瓷盌，約燒製
於1480年代，燒造時期不足10年，是景
德鎮出產成化瓷器的頂峰時期，紋飾曾
設計十一款，其中十款繪花卉紋飾，一
款繪果紋。
2013年10月8日，源自著名Cunliffe
勳爵收藏的明成化青花纏枝秋葵紋宮盌
「大明成化年制」款，以1.412億港元成
交，創下當時明朝瓷器第二高的世界紀

錄。宮盌在傳世品中寥若晨星，均藏世
界各大博物館，包括兩岸故宮博物院、
大英博物館等，私人收藏中僅知二十餘
件。如這件宮盌一般同以萱草為飾者，
傳世僅知倫敦大英博物館兩例，同時在
該館展出。秋葵連枝的勾勒蜿蜒曲迴，
延展至柔然曲券的花瓣，營造出花朵恣
意怒放的美感。
成化多燒製輕巧圓潤的小件，素來有

「成化無大器」的說法。成化的青花瓷

款識似有專人書寫，字體基本保持一
致。有「大明成化年制」六字雙行楷書
雙圈款和方圈款，以及「大明成化年
制」六字楷書橫款等。因成化瓷的高聲
譽，明清兩代有大量仿品，其中以明嘉
靖、萬曆的仿品最為逼真。凡書「成
化」、「成化年制」的都為後世仿作。
許之衡《飲流齋說瓷》曰：「成化五

彩、青花均極工致，青花藍色深入釉
骨，畫筆老橫，康熙尤當卻步也。」筆
者亦收藏了一件明成化青花纏枝百合花
卉紋盌，胎質潔白、細密，胎體秀美而
輕薄，是當年幾經艱辛，最後從一位日
本老藏家手上購得，是筆者成化瓷系列
收藏中的至愛之一。

●作者：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主席李秀恒

成化宮盌 青花經典

●明成化青花纏枝
百合花卉紋盌-內

●明成化青花纏枝
百合花卉紋盌-外

●大英博物館內的成化宮盌●明成化青花纏枝秋葵紋宮盌
圖片來源：香港蘇富比

紅紅色色貨貨幣幣

載革命金融史 奠基新中國貨幣

為了讓更多的民眾更加深入了解紅色貨
幣的歷史，以及其在特殊年代發揮的特殊
作用，本次展覽採用紅色貨幣實物與圖片
文字介紹相輔相成、紅色金融史與革命戰
爭史相得益彰的展覽方式，展覽內容豐
富，一開展便吸引了眾多的民眾。
「這是什麼銀元，為何上面會鑄有一個工
字。」步入展廳，一枚枚飽經滄桑的紅色貨
幣靜靜躺在展櫃中，而其中一枚殘缺的銀元
尤為引人注目。「這是我國革命根據地的第
一種銀元——井岡山『工』字銀元。」現場
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枚銀元可是大有來
頭。1928年5月底，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
政府成立以後，為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解
決軍需給養活躍經濟，工農兵蘇維埃政府決
定創辦紅軍造幣廠，用「打土豪」和戰爭中
繳獲的銀器銀飾鑄造銀元。而為了區別於市
面上流通的鷹洋、假銀元，造幣廠在鑄好的
銀元上戳記「工」字，成為井岡山革命根據
地內流通的貨幣。
據悉，「工」字銀元直徑39毫米，厚
2.2 毫米，重 27.58 克，銀質含量達到
99%，深受人民群眾的歡迎，在井岡山革
命根據地內外廣泛流通使用。不僅幫助紅
軍度過了艱難困苦的歲月，同時亦進一步

擴大了井岡山革命
根據地的政治影
響。


「「工工」」字銀元助紅軍字銀元助紅軍
度過艱難歲月度過艱難歲月

井岡山井岡山「「工工」」字銀元字銀元、、東古消費合作社紙幣東古消費合作社紙幣、、陝甘寧邊區延安光華商店代價券陝甘寧邊區延安光華商店代價券、、

新中國第一套人民幣面值伍仟圓的紙幣……新中國第一套人民幣面值伍仟圓的紙幣…… 「「戰旗飄揚下的紅色貨幣戰旗飄揚下的紅色貨幣」」主題展覽日前在陝西主題展覽日前在陝西

西咸新區灃西新城規劃展覽館正式開展西咸新區灃西新城規劃展覽館正式開展，，340340餘種珍貴紅色貨幣匯聚一堂餘種珍貴紅色貨幣匯聚一堂，，帶領大家追溯紅色記憶帶領大家追溯紅色記憶，，

感受革命情懷感受革命情懷。。據悉據悉，，此次展出的紅色貨幣中有此次展出的紅色貨幣中有9090%%的藏品都是第一次公開展出的藏品都是第一次公開展出，，許多展品更是難得一許多展品更是難得一

見的珍品見的珍品，，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和革命紀念意義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和革命紀念意義，，是目前中國內地最大規模的紅色錢幣展是目前中國內地最大規模的紅色錢幣展。。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李陽波 西安報道西安報道

據介紹，紅色貨幣是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
黨領導的紅色政權發行的各種貨幣的統

稱，是革命戰爭時期中國紅色政權的經濟生命
線，是中國人民前仆後繼、流血犧牲、可歌可泣
的革命史的見證，記載了中國共產黨金融事業與
政治文化的發展。紅色政權先後建立過404個貨
幣發行機構，發行過7種材質的514種貨幣，是
中國貨幣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本次展覽分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第二
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
時期四大部分，共展出紅色貨幣340種，展現
1921年至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色金融
事業發展壯大的奮鬥足跡，其中90%藏品是第一
次公開展出，由全國22個省43個市（縣）的60
多位收藏家提供。此次展覽也是發揮革命文物在
黨史學習教育、革命傳統教育、愛國主義教育等
方面的一次創新探索，引領大家從紅色金融歷史
中汲取砥礪前行的磅礡力量。

中國人民銀行的誕生
新中國成立以後，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正確領導

下，在全國各地逐步肅清了敵偽幣、外幣。同時，通過必要
的措施，停止了金銀在市場的計價流通，嚴格取締了金銀和
外匯投機，沒收了國民黨反動派四大家族的銀行資本，取締
了帝國主義國家在我國開設銀行的特權，從而建立起了獨立
自主的、全國統一的貨幣制度和社會主義性質的金融體系。
中國人民銀行於1948年12月1日宣告成立，總行最初設

在河北省石家莊市。1949年1月北平解放後，總行隨即遷
入。中國人民銀行是全國唯一的貨幣發行部門，貨幣發行權
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1954年以後改稱國務院)，由中
國人民銀行具體辦理貨幣發行業務。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貨
幣，筒稱人民幣。
「憶往昔崢嶸歲月，看未來不負韶華。一枚枚紅色貨幣就
像是一部奮鬥史詩，帶着大家穿過時光隧道，走進烽火連天
的革命年代。」第一次參觀貨幣展的西安市民李蕾剛剛參觀
完第一部分便被深深震撼了。「展廳不僅有紅色貨幣，同時
還展示了1921年至1949年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
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壯麗篇章，以及前仆後繼、
浴血奮戰、艱苦奮鬥英雄壯歌，讓人熱血沸騰。」李蕾說，
展覽每個展台上方牆壁，都有圖片和文字組成的解說板，介
紹相關歷史時期紅色金融事業曲折發展歷程。「紅色貨幣
展，不僅讓大家更好地瞭解紅色政權與紅色貨幣的發展歷
程，同時也是一種革命精神的傳承。」
展覽主辦方、陝西西鹹新區灃西新城黨委副書記張志傑在

開幕式致辭時表示，紅色貨幣在革命戰爭血與火的磨煉中孕
育、成長、壯大，為新中國發行全國統一貨幣「人民幣」奠
定了基礎。舉辦這次展覽，就是讓紅色貨幣「說話」，以紅
色貨幣視角重溫黨史，通過「看文物 學黨史」的形式，推
動黨史學習教育走深走實。

映崢嶸歲月映崢嶸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