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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金融业有一个银元时代，时间大约从清道光年间开始。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大量的墨西哥银元涌入我国，市场上出
现银锭、铜钱与墨西哥银元混用的局面。这种墨西哥银元正面印
有鹰隼，故又称“鹰洋”。到了清光绪十三年 （1887 年），两广
总督张之洞看到市面上“鹰洋”交易量已超过了银锭与铜钱，两
次上奏折给朝廷，要求自制银元，并提出向洋人购买造币机器。
朝廷准允了他的奏折，两年后张之洞在广东试制出了第一批大清
银元，每枚银元均重七钱二分，比“鹰洋”略轻一点。大清银元
中间是一条气势威武的蟠龙，俗称“龙洋”或“花边钱”。

据史料记载，当年钱庄行业所获利润，一半来自收取大小客
户存款、承做各项放账后获取的利息差价，另一半来自银元与银
锭、铜钱之间的兑换。用一句金融业的行话讲，即赚取“洋厘”
与“银拆”这两项收益。虽说兑换手续费通常只在“几厘”范围
内波动，但积少成多，这一项收益也是很可观的。然而，逐利之
徒也接踵而来，市面上很快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假银元，以浑水摸
鱼手法进行蒙骗。那些造假者动足脑筋，不但把银元弄薄变小，
还往里面掺入铜、锡、铅等金属。这使钱庄业面临一场严峻挑
战，该如何去识别真假银元？

清光绪十八年 （1892 年），一个小后生从宁波慈城走出，到
上海的协源钱庄当学徒。老钱庄大多“藏”在热闹街区的小巷
里，四面围着高高的马头墙，用一色的青砖砌成，大铁门上镶有
青铜门环。这个小后生当年才 15 岁，刚进入钱
庄，就被店堂里的情景震惊了。眼前依次
可以看到会客室、账房间及正厅客堂
里 摆 着 的 那 张 曲 尺 形 的 红 木 柜
台。红木柜台是钱庄里最为醒
目的标志，它比当铺的柜台
低，却比商店的货柜高。柜
台内外的人，可以面对面
瞅着说话，用不着踮起脚
尖来。

柜台里的内掌柜，仿
佛一年四季都穿着一件黑
颜色的绸布长衫，脸上很
少露出笑容，眼睛也从来
不往客人脸上看，只是死
死地盯牢自己手里捏着的银
元。他用左手拇指尖和中指
尖捏住—枚银元的中心，再用
右手持另一枚银元去敲击它的边
缘 ， 银 元 迸 发 出 “ 嚓 叮 叮 、 叮 叮
嚓”的声响，内掌柜侧耳倾听⋯⋯小后
生忍不住走了过去，脱口问道：“您老在
听什么？”内掌柜闻声扭过头来，笑着
说 ：“ 我 能 从 这 声 响 中 听 出 银 元 的 真
假。”“啊，这太神奇了！”小后生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从此之
后，他一有空闲时光，就会跑到那张红木柜台跟前去看内掌柜敲
击银元，很快，他也掌握了这一绝技。

不久后，聪明的钱庄人想出了一套用敲打银元来辨别真假的
方法。他们伸出一只手掌，把收进来的银元在掌心上一一排列整
齐，先观察银元的大小厚薄，接着就抖动手掌，把银元依次“叮
叮嚓嚓”敲打一番，然后散落到那张曲尺形的红木柜台上。声音
明亮悦耳的，叫“响板”银元；声音低哑沙涩的，表明内中掺入
了杂质，叫“哑板”银元。真与假，就在一瞬间变得分明了。

有一天，协源钱庄的大老板从会客室里出来，抬头看到这个
小后生久久地站在红木柜台跟前，就停住脚步，用略带责问的口
吻说：“这里是你待的地方吗？快走开，做你该做的事去！”小后
生一愣，转身欲离开。这时，内掌柜帮他做了解释，说小伙计对
敲击银元很感兴趣。大老板听后，就走到小后生跟前问：“你能
从银元声响中听出真假？”小后生点了点头。“好吧，那就当场试
一试。”大老板说完，右手拿出 8 枚“龙洋”银元，整齐地叠在
掌心上。然后向下倾斜 45 度角，让它们“叮叮嚓嚓”地滑落到
左手上。谁知，“龙洋”银元碰撞的声音刚一结束，小后生张口
就说：“其中第三枚是假银元。”大老板夹起第三枚银元递给了内
掌柜，叫他鉴别一下。内掌柜连声说道：“正是，正是！”大老板
大为吃惊，万万没想到小后生竟然拥有如此高超的本领，真是叫
人刮目相看呀。

小后生学徒满师后，就在大老板的推荐下当上了跑街先生，
33 岁时又当上了钱庄经理。他就是后来被上海金融界称为“钱
业巨擘”的秦润卿先生。

银元时代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市面上开始流行铸有孙中
山、袁世凯侧面头像的银元，其中袁世凯头像银元又称“袁大
头”，重量为七钱三分，比原来的“龙洋”与“鹰洋”略重一
点。1935 年 11 月 4 日开始发行“法币”，银元时代同时宣告终
结。

但是，以敲打银元来识别真假的方法流传了下来。时至今
日，在古玩市场上，我们依旧可以看到有人用拇指与中指轻轻地
捏着一块银元，再用硬物去敲打它的边缘，听其发出的声响，来
检验这枚银元到底是“响板”还是“哑板”。

道老古

张晓红

儿时的夏夜，明月映空，如水的清光恬
淡地流泻大地，田野、河流都披上了一层轻
纱，斑驳迷离，朦胧如画。我们住在水田环
绕的村里，早早地吃好夜饭，在门口乘风凉。

稻子已扬花孕穗绽放清香，树木和小花
小草所散发的幽香也混合其中。而水田里青
蛙的咕咕欢叫和一些不知名的小虫的浅吟低
唱，以及沟渠里淙淙的流水声，合成了一支
悦耳动听的小夜曲。

我们盼望着天快快黑下来，一个个睁大
着眼睛，注视着、搜索着、期盼着⋯⋯

有眼尖的小孩先高声叫了起来：“喏！火
萤头 （家乡对萤火虫的称谓） ⋯⋯”

一 只 、 两 只 。 这 儿 ， 槿 树 花 丛 中 ； 那
儿，丝瓜架上面。倏忽间，连成了一片片。

娇 小 玲 珑 的 小 精 灵 们 ， 游 飞 着 ， 飘 浮
着，一明一灭。一闪一闪间，就轻忽忽地飞
离好远，似一盏盏绿莹莹的小灯笼，点缀着
暗 蓝 深 邃 的 夜 空 ； 又 似 羽 化 成 仙 的 精 灵 舞
者，在稻叶中、瓜藤上、花枝间穿梭萦回，
翩然起舞。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暗夜中，它们如星雨点点、飞花片片。在夏夜
一望无垠的大舞台上，萤火虫尽情地展示自
己的别样风采。青里隐嫩黄、晶莹剔透的萤
光，轻盈闪忽的曼妙身姿，双双对对，分分
合合，依依恋恋，曳着一道道生命的亮光。
飞舞的同时，它们也完成了自身的交流，繁
衍后代，生生不息。它们鲜活灵动又静谧柔
美，是江南水乡夏夜图景中的独特点缀。

小 孩 子 兴 奋 地 拍 着 小 手 ， 高 声 唱 起 儿
歌：“火萤头，夜夜来，一夜勿来几时来？陈
家门口搭墩台。墩台坡，夜门过，三个铜钿
上宁波，宁波行里坐一坐⋯⋯”

这边歌声刚落，那厢竹园里另一拨小孩
接上唱起另一首儿歌：“没有金，没有银，只
有屁股亮晶晶；不要你的金，不要你的银，
只要你屁股亮晶晶⋯⋯”脆亮的歌声此起彼
伏，流光静默的美景里，荡漾着童稚的旋律。

随着夜色愈深愈浓，萤火虫越来越多越
飞越高，可与天上璀璨的星辰媲美，还有几
只竟朝我们身上飞滑下来。

小孩们三两作伴，来到阡陌田间、树丛
池 边 ， 没 有 “ 轻 罗 小 扇 扑 流 萤 ” 的 优 雅 文
静，却拿一把从大人手中夺来的大芭蕉扇，
或干脆折一条带叶的树枝，两手紧握，一挥
一拍，就把萤火虫拍落在地，小心翼翼地捉
进玻璃瓶里。可怜的小精灵，失去了自由，
还 在 闪 闪 发 亮 。 有 男 孩 高 擎 着 瓶 子 当 手 电
筒，挂在蚊帐帐钩上，房间里透出幽幽的光。

我们几个女孩子不喜欢做这事，我们爱
听陈嬷嬷讲有关萤火虫的故事。

陈嬷嬷的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有一个
叫小萤儿的秀秀气气的姑娘，五岁死了娘。
爹在外做生意，娶来个后娘，后娘又生了个
小弟弟，她待小萤儿并不好。每天要她背着
大 牛 草 篮 去 割 草 ， 天 黑 了 还 不 准 她 回 家 吃
饭。小萤儿的奶奶每晚在村口的小树林旁等
候，接她回家。一天，漆黑的夜，小萤儿还
没走近小树林，就被毒蛇咬了一口，死了。
奶 奶 没 接 到 小 萤 儿 ， 一 个 劲 儿 地 哭 喊 、 寻
找，泪水化成了露水。小萤儿怕眼神不好的
奶奶摸黑到处找她，会被毒蛇咬，就变成了
会 发 光 的 萤 火 虫 ， 在 草 木 繁 盛 的 田 野 、 池
塘、小河边飞呀飞，为奶奶照明。小萤儿没
吃饱饭，只能发出尾部微弱的一点光⋯⋯

我们都记住了这个令人伤心的故事。
有时，我们也忍不住要捉几只萤火虫玩

玩，就从小梅阿娘处要来未剥壳的嫩玉米，
小 心 地 褪 下 三 四 层 外 壳 ， 把 里 面 的 玉 米 折
下，外壳再覆一起，用细竹丝串住，做成长
圆形的青白色半透明小灯笼。然后把萤火虫
放进去，盖一朵南瓜花，再把一盏盏小灯笼
挂在院子里的树梢上。临睡前，把南瓜花拿
掉，让萤火虫飞出去，让它们在有露水的广
袤大地上自由飞翔。

夏夜流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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戥子及木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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戥 （děng） 子的学名是戥秤，是杆
秤的一种，可以说是微型和精密的杆秤，
用来称贵重物品。

关于杆秤的由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
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大夫范蠡发明的，也
有人说是鲁国工匠鲁班发明的。当然，古
代的秤是十六两制的，以南斗六星和北斗
七星的每一颗星代表一两，十三颗星就代
表十三两。为防止商家短斤缺两，再加上
福禄寿三颗星，就是十六两了。如果卖家
缺秤，那么少一两会损福，少二两会伤
禄，少三两会折寿。

到了东汉和魏晋时期，杆秤已经比较
成熟了。唐宋时期，原来两以下非十进位
制的重量单位铢、累、黎，被改成了十进
位制的钱、分、厘。

木杆秤也叫司马秤，其计量一般只能
精确到两，之下的钱、分、厘只停留在理
论上，实际上是称不出来的。这对一般的
农副产品来说无关紧要，但无法满足贵重
物品的精准称重。北宋时期，朝廷主管皇
家贡品库藏的官员刘承硅，经过长期用心
研制，发明了戥秤，其称重精度能够达到
钱以下的分，可用于金银、香料和贵重药
材的称重。

在清末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交易
货币通常是银两和中间有方孔的铜钱。一
枚铜钱价值一文，一千文 （铜钱） 是一
贯，一般等值一两白银。以唐代的开元通
宝为例，一枚铜钱重一钱，那么一千枚铜
钱 或 一 贯 钱 的 重 量 为 6.25 斤 ， 即 6 斤 4
两。古时候人们出远门经商或探亲，需要
带上很多路费，如果不是携带银两，就要
把一串串铜钱盘缠在腰上，所以路费也叫

“盘缠”。至于“腰缠万贯”，那是用来形
容富人的夸张说法。

需要说明的是，秦朝虽然统一了度量
衡，但之后各个朝代的斤和两的具体重
量，一直都有变化。

1928 年，为与国际接轨，便于与公制
换算，度量衡进行了调整。规定一公尺等
于三市尺，一公斤等于两市斤。这样，一
斤的重量变成了 500 克，一两相应地变成
了 31.25 克。

1959 年，为方便计算和换算，进一步
把 十 六 两 制 改 成 了 十 两
制，一两就由 31.25 克变
成了 50 克。

古 人 在 出 门 旅 行
或 大 额 消 费 时 ， 为 避
免携带沉重的铜钱，往
往会携带银两。但特定币
值的银元或银币直到清末
才出现，之前的银两，要
么是铸成银锭，要么是
碎银子。除了买田买屋
等特大额交易使用银锭外，
一般日常买卖大都使用碎银子
或铜钱。但铜钱数量一多分量
就重，所以如果有人在餐馆办
一桌酒菜招待朋友，他一般会
拿 碎 银 子 去 柜 台 支 付 餐 饮 费 。
当 然 ， 店 家 在 收 到 碎 银 子 后 ，
除了需要鉴定其成色外，还要
称重。如果顾客给多了，店家
就要剪下一小块银子退还，或
从钱柜中拿一小块碎银作为找
零；如果给少了，就由顾客追
加碎银。以上多退少补都要称
重，做到买卖公平。当然，也
可用铜钱追加或找零，那就不
需要称重了，因为每个铜钱的
币值是一文。

店铺收取银两的说法一直
延续了下来，如今商店内的收
款处依然被称为“收银台”，收
钱的店员则是“收银员”。小说
或影视剧里描写古人约朋友在
餐馆酒足饭饱后摸出一个银元
宝 ， 对 店 家 说 声 “ 不 用 找 零 ”
就 潇 洒 离 开 ， 看 上 去 很 豪 爽 ，
其实是虚构的。如果这个人经
常这样消费，那即使万贯家财
也会很快被败光的。就跟现在
买一副大饼油条递过去一张百

元大钞不要找零一样不真实。
刘承硅发明的戥子，适合碎银子的精

准称重，因此很快遍及大江南北，一般的
客栈、酒楼和商铺的收银台都有配备，戥
子甚至还进入了寻常百姓家。随着商品经
济的发展，到清代戥子的使用达到了顶
峰。

我家就有一个祖传的戥秤，在此聊聊
古代这个精密计重器具的细节。

这个戥秤估计是清代的，带有盒子，
盒子用杉木制成，上了黑漆，模样有点像
乐器中的琵琶。戥秤装入木盒后，方便随
身携带和随时使用。戥秤的长度约为 22
厘米，秤杆应该是用牛骨制成，秤盘是黄
铜 制 作 ， 直 径 5 厘 米 ， 秤 砣 也 用 黄 铜 浇
铸。秤杆的右边有两个提绳，即秤纽，分
为头纽和二纽 （宁波话叫里纽和外纽），
分别称较重和较轻的物品。两个秤纽对应
两组秤星。

宁波话把秤星叫作秤花，当怀疑一个
人不会使用杆秤，往往会问：“秤花看得
懂伐？”但这个戥秤的秤花，我一时半刻
没有看懂，需要用砝码来加以确定。可家
里哪来砝码这种东西？于是我找来标注为

“库平七钱二分”重量的光绪元宝银币作
为替代品，才终于弄明白了外纽的秤花。
又 用 一 枚 标 注 为 150 克 （约 等 于 旧 秤 4
两） 的银质印章，确定了里纽的秤花。我
搞清楚了外纽起量为 0 钱，最大称重是 21
钱，也就是 2 两 1 钱。钱以下的刻度十等
分，精确度为 1 分；里纽起量为 2 两，最
大称重是 10.5 两或 10 两 5 钱。两以下的刻
度十等分，精准度为 1 钱，但由于相邻的
刻度间距较大，可肉眼判定半钱 （5 分）。

清末开始铸造和发行银元，规定壹圆
的重量为七钱二分，圆以下也有了伍角、
贰角和壹角的银币，还发行了价值二文、
五文、十文、二十文的铜元 （铜板）。这
些硬币都标明了币值，方便日常交易。于
是，碎银子逐渐退出市场，与之相伴了千
年的戥子也慢慢失去了用武之地。

在 收 藏 界 ， 戥 子 与 笔 筒 等 同 属 于 杂
项，但杂项并不等于低劣或低档，相反，
用料考究、做工精细、工艺独特的戥子，
是一种高品位的收藏品。

秤杆是戥子的重要部件，其选材包括虬
角、牛骨、乌木等。秤盘和秤砣一般用白铜、
黄铜或青铜制作。戥子的盒子用材有金丝楠
木、花梨木、红木、樟木、松木和杉木等。

前几年在上海的一场拍卖会上，一个
精致漂亮的元代戥子以 226 万元的高价被

一藏家拍走，说明戥子的收藏价
值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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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银元和银印章测
定秤花

清代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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