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还是“人民”1

上世纪40年代，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时，由于
各解放区流通的货币名称各异、币值不稳定，直接影
响经济社会秩序和市场稳定。为此，成立中央银行
与发行统一货币被摆上了议事日程。

1947年4月，统管根据地财政的专门机构——
华北财经办事处，在河北省平山县组建，时任华北人
民政府主席兼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的董必武起草了
《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其中第五条明确指出
“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

那么，即将诞生的中央银行和货币应该取个什
么名字呢？有人提议，未来的中央银行由解放区相
关银行合并组成，可称“解放银行”或“联合银行”，发
行的货币就叫“解放币”或“联合币”，以适应革命统
一战线的发展和解放战争之需；也有人主张，中国共
产党的宗旨就是永远为人民服务，不妨称“中国人民
银行”，大气庄重，又接地气，货币则顺而沿之叫“人
民币”。

董必武比较倾向取名人民银行的提案，他在发
给中央的电文里表示：“银行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
银行。是否可以，请考虑示遵，名称希望早定，印钞
时要用。”

其时，毛泽东正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接到电
报后即会同周恩来、任弼时等人推敲商议，很快就予
以了回复。查考电文草稿资料，最初有“至于银行名
称，用中国解放银行或中国人民银行均可”字样，正
式复电时改为“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可见，中央
领导是斟酌再三后，才拍板敲定了中央银行的正式
命名。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
庄市宣告成立。同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布通告：由中
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在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统
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人民币
为本位货币。

首批人民币刚刚出炉，票样就被送到了西柏坡，
毛泽东手持崭新的人民币，赞不绝口：“人民有了自
己的武装，有了自己的政权，现在又有了自己的银行
和货币，这才真正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

走红网络
猫咪天生“生气脸”

这只毛绒绒的小猫名为朱诺，它可能看起
来很生气，但实际上它一点也不生气。这只猫
在社交媒体上已经有18.5万粉丝，粉丝遍布欧
洲、澳大利亚和美国，粉丝们非常爱它，朱诺现

在甚至发展了自己的商品。（本报综合）

重达24斤
男孩钓到1856年以来当地最大鲤鱼

在英国索尔福德，一名15岁少年在家附近
的伊尔韦尔河里钓到了一条25磅（约24斤）的
巨大鲤鱼。专家们表示，这条白色普通鲤鱼是
自19世纪50年代即1856年以来在伊尔韦尔
河里钓到的最大的鲤鱼。

比脸还大
姑娘拿巨型蜗牛做宠物

虽说除了猫猫狗狗，爱养奇葩宠物的人很
多，比如蜥蜴、蛇、乌龟等等。但居住在波兰克
拉科夫的一位姑娘，却独爱一只非洲大蜗牛。
自从养了这只比脸还大的巨型蜗牛，她最喜欢
做的事就是宅在沙发上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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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平 前 言
○ 陈敬黎

（长篇小说连载之十五）
献给祖国七十华诞

湖北长篇小说重点选题

李贵祥仰头哈哈一笑，晓得这个娃子被他
的真诚相待打动了，也更欣赏这个娃子正直不
阿。突然他有了一个想法，又不动声色地感谢
了于魁武看得起“李福裕”。接着说红土溪土
质好，出不少上色药材，因为进出不方便，他想
请于老弟做他的代理商，帮他在那边收药材，
送到“李福裕”来，于老弟可以买进卖出，从中
赚钱，并且说他可以先给一笔收药材的钱于老
弟做本钱。李贵祥边说边大声吩咐一个伙计
叫来账房，交代他先从账上支五块现洋给于先
生，请他在红土溪代收药材。账房连连答应说
照东家说的办，转身走了。其实李贵祥是想用
钱试一下这个娃子的深浅。

“不必先给钱哒！李先生，难得你信任我
这个乡下娃子，以后我把我家亲戚六眷的药材
都背到你这里来卖，卖几多钱，我就给他们几
多钱哒嘛！”于魁武连忙连连摆头说。

“那你背到恩施来的脚力钱要付嘛！”李贵
祥心里一喜，这个不贪财的娃子让他十分欢喜。

“我年轻嘛！力气又不要钱买，用不着付
脚力钱哒！”

“嗯！”李贵祥高兴地点了点头，看见账房
送钱过来了，向他摆了摆手，说于老弟不要定
金，叫他去吩咐厨子多做一个人的饭，叫于魁
武今夜就在他店里跟几个伙计一起睡，明日早
餐吃了早饭再走。

于魁武正人生地不熟，不晓得往哪里去落
脚，连忙谢了李先生，说他的茶饭钱从天麻款
中扣。

李贵祥慢慢起身，连忙摆手说不必了，吩
咐柜上那个秤药的伙计把于先生的账算明白，
把钱给他，带他到他们伙计的住处先休息，等
一会领他去吃夜饭，自个倒背着手，迈着方步
进了后院。

第二日天一亮于魁武便起了床，请那个收
他天麻的伙计代他感谢李东家对他的好，匆匆
上街，到鼓楼外的田家烧饼铺买了几个烧饼，
边吃边出了北门，从清江边过渡上岸，迈着轻

快的步子向红土溪方向去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于魁武把自个家里的药

材，把从亲戚家里收来的好药材都背进恩施
城，卖给李贵祥，要求账房先生把每一家的药
材款用纸袋封好，加上“李福裕”的印，他带回
家原封不动地交给各家亲戚。

这几个月，李贵祥也在观察于魁武的言谈
举止，看到他无论是对他还是对店里的伙计，
都恭恭敬敬，言语不多，但句句实诚，特别是他
对带来卖的药材，分文不沾，深得账房先生和
伙计们的赞赏，时间久了，大家都把他当成了
自己人，不见外。到了年底，大雪封山了，于魁
武那年最后一次进城卖药，从城里打年货回
去，与往常一样在“李福裕”店里过夜，吃过夜
饭以后，李贵祥特地把他叫到自己的住处，问
于魁武愿不愿意到他铺子里来做学徒，说他正
缺一个帮手。

于魁武突然听到李贵祥要他到城里来做
学徒，愣住了，瞪着一双大眼半天说不出话，他

做梦也没想到过会有这样的好事。过了一会
他冷静下来，笑着起身向李贵祥施礼，说这是
大事，他得回家去跟爹妈商量一下，只要爹妈
同意，他立马就到李家来，尽心尽力做事。

李贵祥又发现这个娃不鲁莽，在大事上不
乱表态度，更加喜欢，便认真地对他说：“魁武
呀！要到我这里来做学徒的人不少，但我看得
中的人不多。你明日回去哒，把我的话带给你
爹你妈，就说请他们放心把娃交给我，我不会
亏待他们的娃子。如果你爹妈同意哒，你就在
家里安心过年，到过了正月十五，你只穿一身
衣裤来，我给你换新行头。”

“多谢李老爷！”于魁武怕说失了嘴，又连
忙起身行礼，算是答应了，心里暗自高兴得不
得了。

于魁武第二日背着年货一步一滑地回了
家，把李贵祥的话对爹妈说了，乐得他爹妈笑
得合不拢嘴，都说自个的娃遇到贵人了，日后
有出息了。反复叮嘱他进李家的门少说话，多

做事。手脚一定要干净，不能沾人家一点便
宜。对东家和太太一定要像孝敬自个的爹妈
一样孝敬。对铺里的伙计要当兄长一样礼
待。对到铺里去做生意的客人，一定要恭恭敬
敬，不短人家的秤，不少人家的钱等等等等，说
了又说，于魁武记得滚瓜烂熟。过了新年正月
十五，于魁武背着一背篓他爹妈送给李东家的
玉米粉、洋芋粉、腊野猪肉等山货，进了城，正
式做了“李福裕”的学徒。

全部摸熟了铺里的生意后，于魁武又建议
李贵祥扩大业务，做桐油、苎麻生意。

李贵祥听了于魁武的话，他发现这个伙计
与其他伙计完全不一样，其他伙计只晓得低头
做事，而这个伙计却在想心事如何把东家的生
意做大。第二年，于魁武十六岁了，李贵祥看
见他把桐油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干脆把这单生
意交给他负责。于魁武果然不负他所望，进四
川，到湖南，出汉口，不仅做活了桐油生意，还把
铺里的其他生意也盘活了，“李福裕”日进斗金。

世间万象人民币“换装”的背后故事

从1948年12月到如今，人
民币已经走过了 70 余年历
史。这张世界上超过1/5的人
口每天都在接触和使用的“国
家名片”，见证了新中国从诞
生、成长到壮大的沧桑巨变。
而它的背后，也蕴藏着诸多鲜
为人知的有趣故事。

如入仙境
南非山峰云海“浪涛汹涌”

是云还是海？来自南非克鲁格地区37岁
的职业摄影师最近登上了德拉肯斯堡山峰，拍
摄了很多视角独特的照片。照片中，日出时的
奔腾云海一眼看过去似乎是汹涌的海浪。日
出时分的金色光辉在天际耀动，滚滚云海仿佛
涨潮时的海水奔腾向前。

1948年12月1日至今，我国共发
行了五套人民币。70余年来，人民币
在规格、色彩、票面结构以及防伪性等
方面经历了哪些更新迭代呢？

1948年12月至1953年，第一套人
民币陆续发行了12种、62个卷别，最大
面值为5万元，也有1万元、1千元等面
值。受解放初期条件的限制，第一套人
民币的设计思想不够统一，除了长城、
颐和园等名胜古迹外，大部分票券图案
反映了当时解放区的生产建设情况，如
工人和农民在织布、炼钢、耕地等。

1955年，第二套人民币诞生了。
这套人民币设计主题思想明确，分票
以工业、交通为主题，角票反映农业机
械化，多生产、建设场面，体现了新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风貌。1 元、2

元、3元分别采用北京天安门、延安宝
塔山、井冈山龙源口图景，表现了中国
共产党革命的战斗历程。5元和10元
则表现了各族人民大团结和工农联盟
的主题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
套人民币中，出现了唯一的3元面值
的人民币。

1962年，新中国建设进入了一个
新阶段，第三套人民币应运而生。其主
题依然是工、农生产，所以人民币上可
以看到炼钢工人、纺织工人、开拖拉机
的农民等图案。最为珍贵的，是俗称

“红1毛”和“背绿1毛”的两种面值为1
角的钞票，因为其背面特殊的红色和绿
色比较少见，所以非常珍贵。而第三套
人民币中的5元雕版币，因其造型美
观、印制精良，还曾获得国际设计大奖。

1987年，第四套人民币诞生。由
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发行了大面值
的50元钞票和100元钞票。100元票
面上是开国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
奇、朱德的侧面浮雕像，这在新中国的
货币史上是第一次。同时，开始使用防
伪线、水印等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防伪手
段。

进入 21 世纪，第五套人民币诞
生。相比于前四套人民币，第五套人民
币颜色鲜亮、更加美观，更突出跨世纪
的主题思想，科技含量也进一步提升，
防伪手段增加至 20 余种。特别是
2015年发行的新版100元钞，增加了
更多更高科技的防伪技术。

可以说，人民币不仅是国家名片，
更是高科技芯片和艺术品。

国家名片“换装”简史2

《韩非子》云：“世异则事异，事异则
备变”。对于印钞造币行业来说也是如
此。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令世界瞩目，
与之相应的现金流通需求对人民币的
设计水平、防伪技术和印制质量都提出
了更高要求。今年4月22日，中国人民
银行发布公告称，将于2019年8月30
日起发行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0
元、20元、10元、1元纸币和1元、5角、1
角硬币。

此次发行的新版人民币，在保持现
行第五套人民币主图案等相关要素不
变的前提下，对票（币）面效果、防伪特
征及其布局等进行了调整，采用先进的
防伪技术，提高了防伪能力和印制质

量，使公众和自助设备易于识别。
如果将2015年版的100元纸币与

较早发行的其他面额纸币作对比，就不
难发现，最直观的不同就是前者票面中
部的面额数字更“闪亮”，随着观察角度
的改变，数字“100”的颜色会在金色和
绿色之间交替变化，并可见到一条光带
在数字上下滚动。这种“亮晶晶”的效
果也是人们送它“土豪金”外号的由来。

2015年版100元纸币之所以有这
种效果，是因为在面额数字中运用了光
彩光变技术。这种技术让2015年版
100元纸币在它的纸币“兄弟”中“鹤立
鸡群”，而其他面额的纸币则终于能借
2019年新版人民币的发行“打一场翻

身仗”——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0
元、20元、10元纸币也都增加了光彩光
变面额数字，拥有了“亮晶晶”的效果。
不仅如此，2015年版100元人民币应
用过的光变镂空开窗安全线、磁性全埋
安全线、竖号码、白水印等防伪特征，这
次也都运用到了50元、20元、10元纸
币的身上。

此次新版人民币发行，硬币也有许
多调整。最大的变化当数5角硬币。
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的5角硬币，材
质由含铜合金改为钢芯镀镍，颜色也由
原先的金黄色变为了镍白色，硬币的抗
变色性能将明显提升。

（本报综合）

更新换代正当时3

“海洋霸主”最怕的竟然是它

萨尔瓦多·乔根森是美国蒙特利湾水
族馆的资深研究人员，他花了15年以上
的时间研究加利福尼亚海岸附近的大白
鲨。他和团队给165只牙尖嘴利的大白

鲨装上了追踪设备，这些猛兽经常造访旧
金山以西的岛屿，捕食海象。但是有一年
的秋天，怪事发生了。“那是2009年，17
条在法拉伦群岛附近游动的大白鲨在短
短几个小时内同时撤离。”乔根森回忆道，

“正常情况下，鲨鱼会在这附近停留几周
或者几个月。”它们为什么要逃跑？大白
鲨是海洋中最令人恐惧的食肉动物，但事
实证明，它们也有害怕的生物，那就是虎
鲸。

将追踪设备得到的数据，与调查得到
的近30年来法拉伦群岛东南部野生动物

的数量进行对比后，乔根森和同事发现，
当虎鲸靠得太近时，大白鲨就会因为感到
不适而放弃这片主要的捕猎区——即使
虎鲸只是短暂路过也会这样。鲨鱼不只
会消失一两天，连整个季节都不再出现。
研究人员记录到，在被虎鲸吓跑的年份
里，被大白鲨杀死的海象数量减少了40%
到70%。这项研究发表在今年的《科学报
告》上。

鲨鱼至少存在了4.5亿年，而演化出
鲸目动物（鲸鱼和海豚）的时间距今只有
5000万年。乔根森说：“鲨鱼已经在海洋

中生存和繁衍了这么长时间，它们有自己
的生存策略，其中之一就是懂得收敛锋
芒，知道应该回避。”让他惊讶的是，鲨鱼
要过一年的时间才会回来。虎鲸主要吃
三文鱼和其它鱼类，也有一些喜欢吃鳍足
动物（例如海豹和海象），少部分才以鲨鱼
为食。1997年，人们观察到至少有一头
虎鲸在法拉伦群岛猎杀了一头成年大白
鲨。目前，科学家还不清楚鲨鱼躲避虎鲸
是因为害怕被吃掉，还是因为虎鲸也会捕
食鲨鱼的猎物。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