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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交友之道 從古訓中學習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內地已近乎全面使用電子支付
進行交易，這種變化被稱為「數字貨幣革命」。香港至
今仍以紙幣作為交易的主要媒介，雖然一些餐廳、便利
店也可以用信用卡或電子支付，但較之內地，電子支付
的普及不算徹底。
說到這裏，大家可曾想過，紙幣未誕生之前，古代人
究竟如何交易？中國的紙幣究竟是什麼時候開始普及
呢？今天我們一起探討一下紙幣的由來。
中國文字「財」和「錢」，分別以貝和金為部首，其
中正保留了貨幣這一概念最原始的的狀態——金屬和貝
類。古代人類或以物換物作為交易方式，隨着商品交易
的發展，以物換物的交易模式終究不能滿足人類需求，
古代先祖於是以稀有的貝殼和金屬作為大家互相認同的
交易媒介，成為中國最早期的貨幣。

宋朝「交子」——世上最早紙幣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旋即展開統一貨幣的全國政
策，以黃金為上幣，半両銅錢為下幣，全國正式進入統
一的金屬貨幣的時代。
金屬貨幣的階段延續了頗長的時間，直到宋代，因為

貿易的關係，令貨幣媒介的性質產生變化。
北宋不論是陸上還是海上貿易均十分發達，大部分民
眾擁有穩定而富裕的生活。
北宋早期仍以銅錢或鐵錢等金屬貨幣作為交易媒介，
但是隨着北宋經濟日益發達，金屬貨幣漸漸不能滿足中
國商人的需求。
因此，一些四川商人因為日常交易頻繁，但金屬貨幣
卻異常笨重，對大額交易並不友善。這些四川富商們便
聯合想出一個辦法，共同印製紙幣，稱之為「交子」，
並在彼此之間互相交易和流傳。
一般而言，交易完成後，商人以「交子」到「交子
舖」（類似銀行）換取相應的金屬貨幣，或者直接當作
貨幣使用。因此宋朝的「交子」，是被史學家印證世界
上最早的紙幣。
「交子」的誕生和使用引起政府的關注，政府一方面
能從中獲得利潤，一方面擔心私造紙幣衍生的各種問
題。為了避免民間的「交子」會引來金融混亂，且難
以控制，仁宗決定將「交子」收歸國有，由政府發行和
管理，並改稱為「官交子」，正式定為官方法定貨幣。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並非以「官交子」取締金屬貨

幣，而是另外發行紙幣，情況如現今中國內地，電子支
付雖然流行，但人民幣屬於法定貨幣是不會更改的。宋
徽宗時，「官交子」改名為「錢引」，紙幣遂於中國逐
漸普及。
南宋時期，中國的海上貿易更為發達，商人需要出洋

遠航進行貿易，經濟呈現爆發式增長。南宋朝廷為了應
對此情況，開始大量印製紙幣，並再次改稱為「關子」
和「會子」。「會子」有相會的意思，而「關子」的
「關」指關文，有支付的意思。
可惜的是，南宋政府並無金本位或準備金等概念，他

們無法理解濫發鈔票會導致通貨膨脹及貶值等問題，這
種紙幣經濟最終也因貨幣貶值而走向衰落。
總括而言，中國貨幣可以簡單歸納成幾個階段：以物

換物時期、貝殼金屬交易時期、官方統一貨幣時期、紙
幣及金屬貨幣並行時期。
時至今日，不止於電子支付，連數字貨幣也開始發
展，紙幣幾乎徹底成為輔助支付媒介，堪稱中國經濟史
上的新一波的貨幣革命。
◆ 布安東（歷史系博士，興趣遊走於中西歷史文化及

古典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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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少年人踏進青春期，朋輩在個人心目中的重要性便開始凸
顯。朋輩走在一起，彼此互相需要；然而一不小心，也會彼此
傷害。
為了教導同學交友之道，筆者學校設立了一條「友里」
（Friendship Lane)，挑選了一些與交友之道相關的關鍵字：
德、禮、擇、樂、知、信、諫、絕。
「德」，是提醒同學不要因害怕孤單而心急結交朋友。《論
語．里仁》：「德不孤，必有鄰。」劉禹錫的《陋室銘》：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
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
丁。」都是在說有德之人有麝自然香，何懼無友？縱使暫時無
友，只要堅持以德待人，最終必能吸引志同道合者。
「禮」，是要提醒同學時刻堅守以禮相待之原則。《論語．
顏淵》：「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禮包含恭和敬兩
個元素，恭顯於外，敬藏於內，表裏如一地禮待別人。同學們
在相處方面有一個危機，就是有時候恃熟賣熟，忘記了禮的原
則，一廂情願地以為同學一定不會介意自己的所作所為，結果
卻失去了好友。
「擇」，是叫同學在交友方面要有所要求。「近朱者赤，近
墨者黑」這句話，是筆者年少時常常聽到的；長大後，又學會
《戰國策》之「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
渝」。兩句話都在提醒人小心交友，尤其遇上一些動機不良、
品德不佳的人，避之則吉。《史記》說：「不知其人，視其
友。」與一個人相交之前，何不先觀察他們身邊的朋友，然後
再決定是否與他們開展關係？
「信」，是指朋友之間要講求信用。《論語．學而》：「與
朋友交，言而有信。」「吾日三省吾身……與朋友交而不信
乎？」《周易．繫辭傳上》：「人之所助者，信也。」幾句話

都在講朋友之間信用之重要。筆者學校於初小階段便引入「事
非宜，勿輕諾；苟輕諾，進退錯」這條《弟子規》，教導同學
遇上不合宜的事情，就要說不，切勿同流合污；萬一作出承
諾，不履行承諾是錯。做不合宜的事更是錯，故曰：「進退
錯。」
「諫」，是指勸諫。有時候，同學們可能害怕破壞關係而不
敢說真話。孔子說：「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孝
經》：「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朋友之間不要害怕說
真話，而能諫之以禮，才是別人真正的朋友。
「知」，是指努力去了解和認識朋友。《孟子》：「人之相
識，貴在相知；人之相知，貴在知心。」《文心雕龍》：「知
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
《道德經》更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道出了解朋友的重
要，然而在知人的過程中，原來也是認識自己的好機會。
「樂」，是指好好享受朋友之間的情誼。「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意思明顯，不用
多說。
「絕」，是指絕交。《戰國策》：「君子絕交，不出惡
聲。」走到絕交這一步，相信是由於不得已，然而絕交不等如
絕情絕義，不要到處「唱衰」對方，要互留一線。
以上這些關鍵字，裝掛在筆者學校「友里」的柱子上，希望
能在「朋友之道」上好好地支撐同學，亦希望同學之間的友誼
長長久久。
◆ 盧偉成MH校長，筆名孺子驢，播道書院總校長、香港教育
領導協會主席、新城電台親子節目《人仔細細》嘉賓主持、
中國文化研究院學科顧問，致力在中、小學推行中華文化教
育，並把中華文化價值觀之學習滲透於各個校園生活環節
中。

每次到北京，我總忘不了那一口——
在炭爐上烤得焦香油亮，然後又撒了一
大把辣椒、孜然的羊肉串。

軑侯利蒼家的食譜
羊肉串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在中國出現？這不好說，但很可能追
溯到二千二百多年前的西漢時期。
在西漢馬王堆一號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簡，裏面記錄了一些文獻資
料，其中在軑侯利蒼家的食譜上，有關烤肉的文字記錄，像「牛
炙」、「牛劦炙」、「烤牛乘」、「豕炙」、「鹿炙」、「炙
雞」、「串烤鯽魚」、「串烤鯉魚」等種類繁多的燒烤食物。所謂
「炙」，用《說文解字》的說法，就是「炮肉也。从肉在火上」，
這不就是我們今天的燒烤嗎？
不過，有趣的是，上面卻沒有看到羊肉的「炙」。照理來說，食
用羊肉在當時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大戴禮記．第五十八．曾子
天圓》便記載道：「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說明羊是當時祭
祀用的其中一種「犧牲」，牲口在祭祀之後，按理會成為主祀者的
食物。
既然是當時其中一種食物，為什麼在軑侯利蒼家的食譜上卻不見
羊炙？這的確奇怪，根據《大戴禮記．第五十八．曾子天圓》的記
載，「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比羊低一個等級的「犧牲」
的豬也見諸炙燒的名單上。而且連雞和魚都能炙上，羊肉為什麼缺
席？筆者亦是摸不着頭腦，是軑侯利蒼忘記了，還是說記錄「羊
炙」的竹簡未被發現呢？
無論如何，烤羊肉慢慢成為了我們今日日常的美食。而說到烤羊

肉，我們總會聯想到新疆。

新疆羊肉串歷史悠久
根據《新疆簡史》所說，「天山以北各民族都是以經營牧業為
主，兼營狩獵……肉、 奶及奶製品是主要食物和飲料 」，羊是新
疆畜牧業主要的飼養牲口，所以羊肉也自然成為新疆人重要的口
糧。

至於烹調工具「鐵簽」，則很可能在西漢時期已在新疆一帶出
現。當時，疏勒（今新疆喀什）「有市列」，即是貨品交易市場，
其中已有鐵冶煉和加工的獨立的手工業。而在當時的龜茲（今新疆
庫車附近） 已經有用煤冶鐵，製造各種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的店
舖。因此，可以推想烤肉用的「鐵簽」應該也是當時可見的烹調工
具。
在新疆古代喀拉汗王朝朝馬哈茂德．喀什噶里撰寫《突厥語大詞

典》（成書於1070年代） 中就有烤肉、烤肉串的記載，翻譯成漢
語是：「他把肉串在簽子上」、「他與我爭着往簽子上串肉」 。
這說明了公元10世紀前，新疆以及中亞其它地區的突厥語民族中流
行着吃烤羊肉串的飲食習慣。
說着說着，原來新疆烤肉也有這麼長的歷史，而且更是這地區各

族群重要的食物。怪不得，它能成為今日「新疆美食」的代名詞。
說到這，忽然想起還有一點不能忽略，那就是「孜然」的「加
持」。今期篇幅有限，下次再談吧！
◆ 葉德平博士，香港作家，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系高級講師，
教授非物質文化遺產等科目，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文化專著。

漢惠帝二年，「漢初三
傑」之一的老丞相蕭何去
世，朝廷宣召曹參入朝為
相。蕭何和曹參都是沛縣
人，一同輔助劉邦打天下，
立國後，劉邦分封功臣時，
定蕭何為第一功臣，曹參身

為大將，卻得不到大封賞，加上一些
人挑撥搬弄，令兩人有了嫌隙。

「蕭規曹隨」成典故
蕭何擔任相國，參考前朝文獻，制
訂了很多典章制度，他病重臨終前向
惠帝推薦相位的接班人，曹參。曹參
上任後，有人以為他會全盤推翻蕭何
所立的制度，為自己出口氣，也讓別
人知道他亦有才能，怎知恰恰相反，
他認為蕭何訂下的法令已很完備，所
以繼續沿用而不作改動。也成就了
「蕭規曹隨」這故事的典故。
曹參為相三年，病逝任上。時人歌

頌：「蕭何制定法律，調和整齊如
一；曹參繼任相國，遵法而不犯過
失。施行清淨無為的政策，人民因而
安寧統一。」所以，儘管有些人對曹
參為漢相國的治術有誤解，以為他懶
政，實不知恰恰是「蕭規曹隨」才不
致上下混亂。

「房謀杜斷」傳頌千古
能與「蕭規曹隨」媲美的，要算唐

初的「房謀杜斷」了。房玄齡與杜如
晦，可並稱初唐名相，太子李建成曾
多次言及，秦王（世民）府中可憚
者，唯房玄齡與杜如晦而已。日後二
人為相，也造就太宗「貞觀之治」的
盛世。
房玄齡(公元579年-公元648年)，名
喬，字玄齡，人們慣以字號稱之。他
博覽經史，為人機智敏銳；又工書善
文，有「國器」的美譽。他曾與父分
析天下形勢，批評隋文帝沒有功德而
得天下，是靠着王室姻親的關係，又
不為後代子孫謀劃，滅亡是遲早的
事。
他的看法相當準確，足見其人善於
思辨。他投靠李世民的麾下，二人一
見如故，擔任參軍及行軍記室，「駐
馬即辦，文約理盡，初不著稿。」可

見他心思細密，籌劃有力，李世民跟他「雖千里外猶對
面語」。

史書稱杜如晦「風流自命」
杜如晦(公元585年至公元630年)，字克明。史書稱他
「少年英爽，尤喜讀書。常以風流自命。」他被李世民
召入府中，任兵曹參軍。房玄齡讚他：「聰慧過人，有
王佐之才」，且提醒李世民若想成就大業，就必要將杜
如晦留在身邊。此後，杜如晦多參與李世民的機密帷
幄，亦能處事迅速，遇事善斷而準確，以幹練著稱。
國家初定，群臣為了國家章程往往爭論不休，很多時

會由房玄齡建議一些方案，太宗仍未有決斷時，杜如晦
會分析利害，請太宗決定和執行。
故《新唐書》言：「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

深相知，故能同心謀濟。」而「房謀杜斷」也成千古佳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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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幣歷史已久 貨幣革命再臨
文史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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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紙幣「交子」。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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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平生（資深中學中文科教師，多年
深耕於教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