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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一周文化热热点点

如果由网友投票，在《三国演义》
中选出一名“24k”纯纯的坏蛋，那么
大汉太师董仲颖，一定会名列前茅，前
五名应该没问题。

由于董太师在权臣岗位上作到飞
起，恶行估计就连蒋校长的日记本也记
不下，以至于铸小钱导致国家经济崩溃
这件大事，居然都不怎么被提起。今
天，这个旧账，就由我来翻一翻吧。

“十八路诸侯讨董卓”的故事大家
应该很熟悉了，当然历史上并没有这么
多“诸侯”，大多是凑数的虫豸。虽说
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是一件政治正确的
事，但本质上讲，这就是少数英杰与一
帮虫豸一起讨伐另一帮虫豸。正是少数
英杰的奋力进取，才逼迫董太师虫豸集
团，烧了东汉首都洛阳，带着小皇帝跑
到了西汉旧都长安。在小说中，之后就

是喜闻乐见的凤仪亭剧情了。
众所周知，打仗要花钱，穷奢极

欲要花钱。董太师又是怎么搜钱的
呢？直接和间接地从百姓手中抢。包
括但不限于劫掠、盗墓，以及铸小
钱。谁要是说“可是百姓成穷鬼了，
没油水可榨了”。董太师一定会表示反
对：“诶，世事无绝对，我看还是有潜
力可以挖一挖嘛。”

这里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铸小
钱”。东汉的官方货币是五铢钱。这里
的“铢”，和“斤”“两”一样，是重
量单位，也就是度量衡中的“衡”。五
铢钱，顾名思义就是重量为五铢的
钱。小钱，自然就是指比五铢钱小。
董卓铸的小钱，小到什么程度的呢？
按照现在的重量单位，五铢钱大约重
3.5-4克，董卓小钱则不足0.5克。

为了铸小钱，董卓和手下的虫豸
们，见着铜，眼睛就发绿。什么铜
马、铜人，来者不拒，通通扛回去铸
钱。估摸着，秦始皇收六国之兵所铸
的那么多又大又重的铜人，就是那时
候没的。留到现在，那得是多么珍贵
的文物啊，哎，这帮败家玩意！

铸小钱，会有什么后果呢？我们
常说，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东
汉太远，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一袋
法币买不到一袋米”的奇闻相信大家
更清楚一些。当年，国统区的同胞
们，起码还有银元这类贵金属货币可
以用一用，“董统区”的老祖宗们就可
怜了，要不带着几万甚至几十万、几
百万的钱买米（《三国志》：“谷一斛
至数十万。”），要不就是回归原始社
会以物易物……

这对于国家经济，无疑是毁灭性
的打击。一直到曹操当权时，董卓小
钱造成的恶果仍在持续。

“以物易物？这也太复古了吧。”
于是，曹丞相就想着废除掉董卓小
钱，试图重新恢复五铢钱来稳定物
价。不过曹丞相只是恢复五铢钱，却
没有新铸五铢钱，结果这次货币改
革，直接把通货膨胀搞成了通货紧
缩。（《晋书》：“至魏武为相，于是罢
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

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
你笑丞相不懂经济？丞相笑你不懂

乱世——这仗还在打，天下还没安定，
哪有多余的人才、技术和铜去铸钱呢？
这件曹操没干成的事情，曹丕又尝试了
一下，只是结果也差不多。这事直到曹
丞相孙子——魏明帝曹睿手上才给办
好。（《晋书》：“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
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

曹睿恢复五铢钱的流通，便利了民
间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增强了本国实
力，为司马家最终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咦，这话怎么听着怪怪的？

曹睿干成爷爷、爸爸都没干成的事
情，是因为他比曹操、曹丕更有能力
吗？当然不是。我们从今天的视角看：
曹操时期没干成，大约是因为事情太多
顾不上；曹丕时期没干成，大约是因为
社会不够安定改革难以实施。

曹魏在大搞货币改革时，另外那两
家在忙啥呢？也在搞货币改革。

“大魏吴王”“合肥战神”孙仲谋，
就发行过大泉系列货币：大泉五百、大
泉二千、大泉五千等。大泉五百，就是
与当时的五百个五铢钱等值，以此类
推。最初的大泉五百，重不过十二铢，
却有着2500铢面值，妥妥的虚值货币。
孙大帝“铸大钱”，本质上和董太师“铸
小钱”一样，是掠夺百姓财富，所以同
样引发了通货膨胀。最终，在东吴人民
的坚决反对下，大泉系列货币只流通了
10年，就退出市场了。（《晋书》：“钱既
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权闻百姓
不以为便，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
出也。”）

在此之前，刘皇叔也搞了虚值货
币，不过成功了。

众所周知，刘备手下有个名叫刘巴
的大聪明（褒义）。这位刘子初有多聪明
呢？诸葛丞相是这么评价的：“运筹策于
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

刘备入主成都，急需用钱的时候，
刘巴就出了虚拟货币的主意：“咱弄一种
铜钱，在上面写着它值一百个铜钱，叫
做：直百钱。”

看到这里，有人要说了：又是熟悉
的配方，肯定会通货膨胀吧？对此，刘

巴表示：“我已经预判了你的预判”。他
是这么安排的：“咱们可以派官吏到市
场平抑物价，保障市场供应。”实际上
还不止如此，季汉集团直接让直百钱与
官方掌握的盐、铁、蜀锦等战略资源挂
钩，以国家信用为直百钱做担保。由于
蜀锦的畅销，直百钱甚至成为三国间的

“国际货币”。
虽说直百钱也有与民夺利的嫌

疑，但相对于那些不拿百姓当人看的
军阀，刘皇叔已经厚道很多了。结果
也好很多：不同于董卓小钱、孙权大
泉系列，史书上并没有民众弃用季汉
直百钱的记载，也就是说，直百钱发
行后，并没有出现民众不可接受的通
货膨胀现象。这一结果的产生，显然
与季汉集团考虑到了可能由此引发的
通货膨胀，考虑到了人民的感受，是
有重要关系的。

简单来说，在货币改革方面，曹
魏和季汉都是在认真地解决经济问
题。董某、孙某等人，则是明摆着冲
着捞钱去的。

汉昭烈帝搞货币改革的认真劲，倒
是和他的先祖中山靖王刘胜的兄弟——
汉武帝有些相似。正是刘彻，反复进行
币制改革，最后终于成功发行成色好、
重量适中、难于盗铸的，中国历史上流
通时间最长的货币——五铢钱。

而本文物，便是来自大汉的“五
铢”钱范。

专家说文物：

“这两件东汉‘五铢’钱范，均为
铜质，于 1977 年在我市彰法山出土。”
潜山市博物馆副馆长李騊介绍说，两件
钱范边长 7.2 厘米，厚 0.7 厘米，钱径
2.6 厘米，均呈委角方形。各有四枚五
铢钱模，两正两背，均等距离排列。钱
范两侧留有合范榫口。“当时的工匠，
显然已经掌握了铜水不与铜模范粘连的
铸钱技术。这在当时是高端技术。可以
说，该‘五铢’钱范的发现，为研究潜
山地区古代货币铸造史和东汉时期货币
铸造工艺提供了重要实据。”

全媒体记者 何飞

三国的“货币战争”
——东汉“五铢”钱范

舞台连田野、节目接地气。近日，
宿松县2022年“送戏进万村”巡回演
出正式开始。

送戏下乡演出队的到来，让各地农
村一下子热闹了起来。5月12日晚，在
程岭乡橙莲村，晚上六点，居民三三两
两从四面八方赶来，“抢占”好位置，
不一会儿，演出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六点半演出正式开始，《天仙配》
《女驸马》等等家喻户晓的曲目逐一亮
相。台上演员深情而又投入的表演，赢
得台下群众掌声不断、笑声不停。

演出还未开始之前，村文化广场就
挤满了人群。村民们一边欣赏着广场的

“二十四孝”文化墙，一边等待着看戏。在

一阵音乐声中，演员们陆续登场，精彩节
目一个接一个，喝彩声、鼓掌声此起彼
落，场上场下气氛十分热闹。

“好久没有在现场听到这么专业的
戏曲演唱了，真是太棒了！送戏下乡活
动不仅丰富了广大群众的业余生活，还
让我们在家门口过了一把戏瘾。”76岁
的王大爷在演出现场说。

“送戏下乡 惠民演出”活动接地
气，贴近群众生活，民间文艺团体积极
参与演出，以“不落幕的舞台，没有围
墙的剧场”为特色，使送戏下乡活动走
进乡村，深入人心。据悉，连日来，该
县群芳黄梅戏剧团“送戏下乡 惠民演
出”活动已在许岭镇、程岭乡开展演

出，接下来将在高岭乡、凉亭镇开展，
共演出40场。

“送戏下乡 惠民演出”在演出剧
目上立足“黄梅特色”，在演出内容上
坚持健康向上，把传统与现代结合在一
起。剧团拿手好戏既有传统剧目，又有
随时赶排的折子戏，如疫情防控、乡村
振兴等。演出长期面向农村、面向基
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把舞台搭建在乡村屋檐，把群众喜闻乐
见的艺术送到百姓身边，不仅活跃和丰
富了农村文化市场，而且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深受广大群众喜
爱和欢迎。

近年来，该县演出团体严格落实群

众“点单式”服务要求，真正做到“群众
看什么，剧团演什么”，《一门三进士》
《仁义状元》《春江月》《荞麦记》等经典
传统黄梅戏和文南词赋予了新的生命，焕
发新的光芒。

看戏的入迷，演戏的投入，群芳黄梅
戏剧团团长汪方荣很是欣慰，他说，为
了贴近群众需求，剧团坚持年年排新
戏，不断增加新看点。“我们特别注重群
众的口味，每次表演都最大程度迎合大
家的喜好，让群众欢欢喜喜来看戏。黄
梅戏来源于乡间，应该走向乡间，所以
我们的演出富有很强的乡土味，就是要贴
近群众生活。”
通讯员 司舜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送戏下乡接地气 传递文化暖民心

再 过 两 天 ， 便 是 “5·18
国际博物馆日”了。今年国
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
的力量”。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
中国主会场活动，也即将在湖
北武汉举办。主会场活动将于5
月 18 日在湖北省博物馆开幕，
届时将发布2021年度中国博物
馆最新数据，公布第十九届
（2021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
陈列展览精品”、2022年度“最
具创新力博物馆”和“第三届
全国博物馆学优秀学术成果”
等品牌推介活动结果，启动

“首届全国博物馆志愿服务典型
案例征集推介活动”“文明的相
约——百万大学生走进博物
馆”等活动。

当然，目前的状况，让多
少人只能“虽不能至，然心向
往之”。

好在，考虑到状况，不少文
博单位“急人之难，想人之所
想”。

比如，咱们首都的北京博
物馆将会在 5 月 18 日，国际博
物馆日的当天，启动“北京
博物馆云”服务平台。这个
平台有哪些服务呢？公众只
需 要 动 动 手 指 ， 打 开 小 程
序，即可了解博物馆正在举办
的展览和相关活动，甚至还能
实现一键预约。

您要是等不及，今天，此
时，就要看博物馆，那也有很

多选择。
比如，咱们紧邻江苏在5月

12日就启动了2022年“5·18国
际博物馆日”江苏主会场活
动。实际上，在此之前江苏各
地早就在“无边界博物馆”方
面做了大量工作，努力满足公
众在疫情防控期间的精神文化
需求。

在这里，我们重点推荐一
下“云上博物——江苏省博物
馆数字展览空间”。至于网址，
把双引号里的内容作为关键
词，在各大正规搜索引擎里搜
索一下就能轻松找到。

在这一空间里，有淮海战
役烈士纪念塔这样的文保单
位。点击进入，伴随着解说
词，就能看到纪念塔主体。按
照引导，还能有类似“街景地
图”的交互体验，观看纪念塔
周边环境。

在这一空间里，还有常州博
物馆“腾飞之龙——从龙到鸟
的演化之旅”这类自然科学类
展览。既有演化过程中各类代
表性动物的展示，还有现代动
物与远古动物的对比，内容详实
且生动。

可见，随着呈现方式的不
断更新，“博物馆的力量”愈发
强大起来。与此同时，博物馆
内外的文物也在愈发“活”起
来,为观众展现出愈发斑斓的人
文光彩。

全媒体记者 何飞

“博物馆的力量”

准则一:食物多样,合理搭配

核心推荐：
●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
●每天的膳食应包括谷薯类、蔬
菜水果、畜禽鱼蛋奶和豆类食物。
●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
每周25种以上，合理搭配。
●每天摄入谷类食物200~300g，
其中包含全谷物和杂豆类 50~
150g；薯类50~100g。

准则二:吃动平衡,健康体重

核心推荐：
●各年龄段人群都应天天进行
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
●食不过量，保持能量平衡。
●坚持日常身体活动，每周至少
进行5天中等强度身体活动，累
计150分钟以上；主动身体活动
最好每天6□000步。
●鼓励适当进行高强度有氧运
动，加强抗阻运动，每周2~3天。
●减少久坐时间，每小时起来动一动。

准则三:多吃蔬果、奶类、全谷、大豆

核心推荐：
●蔬菜水果、全谷物和奶制品是
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
●餐餐有蔬菜，保证每天摄入不
少于 300g 的新鲜蔬菜，深色蔬
菜应占1/2。
●天天吃水果，保证每天摄入
200~350g的新鲜水果，果汁不能
代替鲜果。
●吃各种各样的奶制品，摄入量
相当于每天300ml以上液态奶。
●经常吃全谷物、大豆制品，适
量吃坚果。

准则四:适量吃鱼、禽、蛋、瘦肉

核心推荐：
●鱼、禽、蛋类和瘦肉摄入要适
量，平均每天120~200g。
●每周最好吃鱼 2 次或 300~
500g，蛋 类 300~350g，畜 禽 肉
300~500g。
●少吃深加工肉制品。
●鸡蛋营养丰富，吃鸡蛋不弃蛋黄。
●优先选择鱼，少吃肥肉、烟熏
和腌制肉制品。

准则五:少盐少油，控糖限酒

核心推荐：
●培养清淡饮食习惯，少吃高盐
和油炸食品。成年人每天摄入食
盐不超过5g，烹调油25~30g。
●控制添加糖的摄入量，每天不
超过50g，最好控制在25g以下。
●反式脂肪酸每天摄入量不超过2g。
●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
●儿童青少年、孕妇、乳母以及慢
性病患者不应饮酒。成年人如饮
酒，一天饮用的酒精量不超过15g。

准则六:规律进餐，足量饮水

核心推荐：
●合理安排一日三餐，定时定
量，不漏餐，每天吃早餐。
●规律进餐、饮食适度，不暴饮
暴食、不偏食挑食、不过度节食。
●足量饮水，少量多次。在温和
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成
年男性每天喝水1□700ml，成年
女性每天喝水1□500ml。
●推荐喝白水或茶水，少喝或不
喝含糖饮料，不用饮料代替白水。

准则七:会烹会选，会看标签

核心推荐：
●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应做好
健康膳食规划。
●认识食物，选择新鲜的、营养
素密度高的食物。
●学会阅读食品标签，合理选择
预包装食品。
●学习烹饪、传承传统饮食，享
受食物天然美味。
●在外就餐，不忘适量与平衡。

准则八:公筷分餐，杜绝浪费

核心推荐：
●选择新鲜卫生的食物，不食用
野生动物。
●食物制备生熟分开，熟食二次
加热要热透。
●讲究卫生，从分餐公筷做起。
●珍惜食物，按需备餐，提倡分
餐不浪费。
●做可持续食物系统发展的践
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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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桐城市龙腾街道大王社区
联合桐城市应急管理局，在社区志愿者服
务广场开展“减轻灾害风险 守护美好家
园”主题党日系列活动。通过张贴海报、
摆放展架、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品等方式
提 高 辖 区 居 民 减 轻 灾 害 风 险 意 识 。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摄

减灾防灾护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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