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中国人民银行成立70周
年。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人民银行
诞生在河北石家庄，新中国第一套人
民币也是在那里发行走向全国的。

人民币诞生记

河北石家庄市新华区中华北大
街 11 号，安静地矗立着一座精致的
三层灰色小楼，民间称为“小灰楼”。
这里是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成立
时的办公地址，新中国的金融事业就
是从这里起步的。走进小灰楼所在
的院子，迎面是董必武和中国人民银
行首任行长南汉宸的全身铜质雕
像。小灰楼门厅里的铜铸台历，时间
定格在了1948年12月1日。

讲解员介绍说，小灰楼始建于日
本侵略者占领石家庄时期，为日伪建
设总署石门河渠工程处。日本投降
后，国民党先遣军曾把这座小灰楼作
为司令部，后又成为国民党石家庄行
政公署公路局所在地。1947 年 11
月，石家庄解放后，小灰楼是中共石
家庄市委机关办公处。不久，晋察冀
边区银行迁入石家庄，中共石家庄市
委把这栋当时条件比较好的楼房让
出来给银行办公。1948 年 4 月 12
日，冀南银行总行也迁至此楼内，与
晋察冀边区银行总行合署办公。同
年 7月 22日，两行奉命合并，改建为
华北银行，仍在此楼办公。1948 年
秋，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从西柏坡迁
至此处。同年 12 月 1 日，中国人民
银行在这里正式挂牌宣告成立。同
日，在这座楼内正式发行了第一套人
民币。

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了解到人
民币诞生的经历。抗日战争时期华
北根据地遭遇封锁被分割成几块，财
经工作只能分散管理。人民解放战
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各解放区货
币仍不统一且互不流通，各区间贸易
遇到很大障碍，统一各解放区货币已
刻不容缓。时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
任的董必武赴邯郸参加华北财经会
议途中，发现晋察冀解放区的店家不

收陕甘宁边币，只好用新布换烧饼。
1947 年 10 月，董必武致电中央，建
议“组建中央银行，发行统一货币”，
并建议银行名称定为“中国人民银
行”。

根据中央复电指示，成立了“中
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南汉宸任筹备
处主任。为使平津解放后物资交流
畅通，避免金融混乱，董必武提出，要
在平津解放前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
行解放区统一货币，于是将原定在
1949 年 1 月 1 日成立中国人民银行
的决定，提前到1948年12月1日，同
时首次发行人民币。

1948年12月1日，董必武、薄一
波签署华北人民政府“金”字第四号
布告，决定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区
货币，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
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
北银行为总行。中国人民银行遵照
华北人民政府决议，于当日发行了
50 元、20 元、10 元三种钞券。《人民
日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布告内容，
并发表了《庆祝中国人民银行成立》
的言论。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及第一套人
民币发行，标志着解放区的金融机构
及其货币由分散走向统一，在我国金
融史、货币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结束了旧中国极其混乱的货币制度，
标志着新中国金融事业的起步。

让人民入画

1949 年 2 月，中国人民银行由
石家庄迁往北京（当时称北平）。小
灰楼的历史使命也告一段落。解放
后，小灰楼一度被用于商业承租。经
过多方努力，2009 年 12 月，小灰楼
被改建为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旧址纪
念馆、河北钱币博物馆，成为石家庄
的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馆内珍
藏的大量新中国成立前各人民政权
发行的人民政权货币，以及自第一套
人民币至今的多版别、多面值的上百
种人民币。纪念馆分为“河北历史货
币”“红色货币记忆”“人民币发展史”

三个专题陈列室，还部分恢复了南汉
宸、其他副经理和四个处室的办公
室。里面收藏有首任行长南汉宸的
衣物、书籍、书信等珍贵文物。

展厅讲解员介绍说，担任第一套
人民币的票版设计任务的是晋察冀
边区银行印制局的王益久和沈乃镛，
关于第一套人民币的设计还有不少
鲜为人知的故事。

按照国内外纸币设计的惯例，往
往把执政党领袖或国家元首的头像
作为券面主图。第一稿人民币票版
曾绘制有毛泽东主席的头像，但被
毛主席否定了。根据他的意见，最
后以反映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建设图
景作为设计原则，而且正面、背面一
律用中文。在此之前，各解放区也曾
有过以毛主席头像为图案的货币，如
江淮银行、长城银行、东北银行发行
的一些货币。但这些货币图案并未
经毛泽东审阅。货币设计专家表示，
不在人民币上印制领袖像打破了票
版设计的传统习惯，确立了人民币票
版图案设计以反映劳动生产建设和
各族劳动人民形象为主的设计原则。

第一套人民币上的行名、年号和
面额，均出自当时已出任华北区政府
主席的董必武之手。字体为柳体楷
书。人民币也采取了防伪措施，印制
了防伪暗记。

当时虽然设备落后、材料缺乏、

印制条件艰苦，但工人们挑灯夜战，
昼夜不停印刷。新中国首批人民币
印出后，被立即送往西柏坡，由董必
武面呈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望着崭
新的人民币，高兴地说：“人民有了自
己的武装，有了自己的政权，有了自
己的土地，现在又有了自己的银行和
货币，这才真正是人民当家做主啊！”

人民币走向世界

当时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
由记者夏景凡写的报道，题为《新币
发行的头一天——石家庄街头特
写》。文章详细描写了人们拿到崭新
的人民币时兴高采烈的情景——“街
头巷尾人人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地议
论说‘这可快啦！你看到中国人民银
行的票子没有？快啦！快啦！全国
快解放啦！’”人们带着充满胜利信心
的微笑，议论着不久就有领导全中国
的中央人民政府了。

报道中写道，石家庄市银行早
上一开门，就有人挤进去争着要看
新币的样子，取款的人都要求给搭
配一部分新币，营业员们忙得大有
应接不暇之势。当人们拿到新币
时，总是看了又看，爱不释手。有一
个人取了新币往腰里一装之后，满
面笑容地指着自己的口袋说：“看，
这有多方便！”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人民币的
发行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不断扩
大，不到两年，就迅速制止了通货膨
胀，稳定了物价。资料显示，第一套
人民币 1948 年 12 月 1 日开始发行，
1955 年 3 月 1 日国务院决定收回第
一套人民币，发行第二套人民币。第
一套人民币完成了历史使命。

人民币从小灰楼走向全国，现在
正随着国家整体实力提升走向世
界。随着中国经济继续增长，今后人
民币在国际金融中的角色会更加
积极。

小灰楼：第一套人民币在这里诞生
□ 李予阳

世界杯赛事正酣，各个强队的
优异表现，不禁让国人替中国男足

“捉急”。中国足球还有希望吗？
可能已经有了。

最近，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教育
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
王登峰透露，2015 年以来，校园
足球工作已经实现了从无到有、
从有到强的发展“加速度”：踢球
的人多了，会踢的人多了，踢得
好的人多了，教足球的人多了，
会教的人多了，整体水平也提高
了。最令人振奋的是，他说“校
园足球发展到今天，足球苗子开
始出现了”。

如果能有一大批身体素质、竞
技水平处于一流阵营的球员，就像
当年的女足一样，中国足球是有希
望的。关键是，怎么把这一批好苗
子选出来、培养好？从目前世界的
经验来看，在青少年中开展足球教
育是核心。

长期以来，我国看球的人多，
踢球的人少，职业球员、职业教练、
专业球场极其匮乏。家长和学校
关心的是课外班、小升初，把足球
看作不务正业。从 2015 年开始，
我国遴选认定 2 万所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保证每周体育课有一节用
于教足球。据统计，2万所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的实际在校生有1200
万人。其中，60%以上的在校学生
至少一年参加过 1 次足球竞赛活
动，有的地区达到80%。

目前，国家及校园足球教师培
训达到2万多人，教练员培训达到
5000 多人，省市级校园足球管理
人员和教师培训达20万人。过去
3年，全国还新增了5万片足球场，
为开展足球运动提供了保障。

以1200万名接受过专业训练
的学生为基础，教育部开展了校园

足球联赛。3年内，每一年校园足
球联赛的水平，尤其是选出来的全
国最佳阵容的水平都在上台阶。
在日常训练和联赛的磨砺下，好

“苗子”开始脱颖而出，选出来的目
的初步达到了。

不过，关于这些“苗子”如何培
养，又开始成为新问题。是让他们
封闭集中训练，或者大规模增加其
足球训练时间，还是让他们留在原
来的班级、原来的学校里学习，就
近训练，可能会决定学生的不同人
生，也会受到家长的鼓励或抵触态
度。这就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发展
校园足球究竟是为什么？

面对好“苗子”，绝对不能掐
尖，不能急功近利。这些优秀青
少年足球运动员可以进入本区域
的“满天星”训练营，利用课
余、周末、节假日等时间进行集
中训练和比赛，并层层选出区
域、县市区直至全国最佳阵容。
同时，相关部门还应以科学负责
的态度搭建校园足球科研体系，
研究从小踢球对孩子的全面发展
到底有什么促进作用，每天锻炼1
小时、每天有一场比赛会不会影
响他的学习成绩，校园足球体系
和职业足球、专业足球的青训体
系应该如何对接等问题，以打消
学生、家长对校园足球的顾虑，
让小球员们更安心踢球。

按照《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
方案》要求，到 2025 年，我国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要达到5万所，届时
中国足球的蓄水池将会更加庞
大。教育部门、学校、家长和球迷
都应该多一点耐心，让中国足球的
好“苗子”稳步成长，更要多一点信
心，让这些孩子为了乐趣而踢球，
而不是只为了奖杯踢球。有一群
真心热爱足球的孩子，中国足球必
定会早日实现崛起。

踢球是为了成长

□ 若 瑜

贵州福泉葛镜桥横跨在麻哈江
两岸的绝壁之上，为明代京滇古驿道
贵州通往湖广的必经之地，建成于明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

麻哈江自西向东将福泉市区隔
在了北岸，北岸悬崖峭壁，河谷水流
湍急，贵州通往湖广的古驿道必经之
路因此阻断。旅人到此，乘船渡舟，
时 常 倾 覆 。明 万 历 年 间（1573—
1620）在云南做官致仕回乡的葛镜

（1550—1619），目睹此状，心有不
甘，决心在此建桥，以方便百姓往来
交通。但因水急壑深，两岸悬崖峭壁，
山势险峻，桥墩无处着力，几次修建

都以失败告终。葛镜投入万两银子，
且每日监工，风雨无阻，他的所有时
间、心力、智慧都倾注在这座桥上。历
经三十载寒暑，终于大功告成。葛镜
却因为日夜操劳、心力交瘁，在桥建
成后的第二年就与世长辞。

葛镜桥的选址、设计、技术、建造
之奇妙，工艺之精湛，用料之考究，直
到今天仍然令人叹为观止。

1941 年，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
组织国立唐山交通大学学生，利用
现代力学原理对该桥进行测算，得
出“各孔静重和对称活载，10 吨重
型汽车也可安全通过”的结论，评价

其为“中国古代名桥之一”，并收录
于《中国桥梁技术史》专著之中。在
他的另一专著中提到：“十六世纪贵
州平越（今福泉）葛镜，历时三十年
建成了葛镜桥，不但悉罄家资，在经
济上独立成桥，同时三毁三建，从失
败中吸取经验，完成了桥的技术上
的改革。”茅以升赞葛镜桥为“工程
艰 巨 ，雄 伟 壮 观 ，为 西 南 桥 梁 之
冠”。从此便有“北有赵州桥、南有
葛镜桥”一说。

当我驻步葛镜桥上，近望远眺，
看到北岸的悬崖峭壁和桥下的石块
和桥墩，不由感慨自然的浩荡和人的
渺小。随即又联想到如此奇妙的桥
梁，如此奇妙的构思，都是人的智慧，
又惊叹人的伟大。

渺小，是懂得敬畏自然，知道自
然规律不可违背。所以，葛镜建桥，
顺水势，避急流。伟大，则表现在人
有想法，肯思考，知道顺应自然，遵循
规律；能发明工具，从而延展了人的
能力边界；人可以成为团队，能合作，
从而完成了其他生物所达不到的境
界和高度，成为地球生物链的最高
端；人还可以忘我，为了造福民众，愿
意舍弃一些自身的利益。

葛镜修桥这件事，被人世代推
崇，体现了葛镜心系民众、造福一方
的情怀。与其他先贤如苏东坡等疏浚

西湖，后人以苏堤纪念，有异曲同工
之妙。而且，葛镜建桥，呕心沥血、无
私奉献、倾尽家财。葛镜建桥过程耗
时30年时间，三毁三建，期间困难之
大，难以言表。而他永不放弃、百折不
挠、矢志不渝、锲而不舍、屡战屡败，
最终取得成功。

葛镜建桥的意义还在于，体现出
了探索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巧夺天工
的智慧。葛镜桥的选址、设计、工艺、
技术、用料、施工方面的匠心独运，建
桥过程中体现出的责任心、精雕细
琢、追求质量和不朽，为后世楷模。

葛镜不仅把建桥当成一件事情，
更把其当成毕生追求的事业，三十年
如一日，每天亲自到现场监工，而且
在追求事业成功、克服困难的过程中
得到了很多的乐趣和成就感。一个
人短期坚持一件事可以只靠兴趣，长
期坚持做一件事必须靠意志、靠成就
感作为动力和源泉。正因为如此，他
才能无私奉献、百折不挠、不断探索
和精雕细琢。葛镜建桥，功在当时,
又利在千秋，为改善当时云贵地区崇
山峻岭之间的交通不便，从而惠及民
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无独葛镜，和他一样能够流芳百
世的人物，都具有造福百姓的意愿和
探索创新的智慧和能力。这也是今
天的我们应当传承的品质。

走过葛镜桥
□ 郝旭光

听不到奶奶的念叨，已近两月
了。在记忆中渐渐褪色又总不会
忘却的，还有故乡的河流、田地、草
木和庭园。

作为在城市长大的孩子，童年
记忆里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不是
动画片和游戏机，也不是水彩蜡笔
和万花筒，而是故园高树上的知了，
矮墙瓦砾边的指甲花，庭院里满藤
的葡萄，田地里弥望的蔬菜，带我们
冒雨去河边捞鱼的表哥和总有念叨
不完的故事与叮咛的奶奶。

奶奶出生于上世纪 20 年代，
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长大，并在物
质条件并不富足，甚至天灾人祸
不断的年代养育了 5 个子女。奶
奶幼年家境还算殷实，得以接受
教育，读书识字带给她智慧，战乱
苦难更磨砺出她坚忍不拔的性
格。她处事从不畏难，事无巨细，
茶米油盐酱醋茶，样样安排得井
然有序，故乡的庭园也因有她的
照拂而有了光彩。作为一个承担
传统角色的女性，她还难得的是
非分明、心有家国。教育子女儿
孙时，不是一味地顺从娇惯，对于
不好的习惯和苗头，及时指出和
遏制；对于不道义的人和事，鲜明
地表达观点。记得奶奶常挂在嘴
边的话题之一，就是旧年往事，讲
到战乱年代日军侵华时闯入村子
烧杀淫掠，愤慨难抑；讲到她年少
时学唱歌曲里“血债需要血来偿
还”的歌词，激动不已。她时常念
叨填不饱肚子的年月，让我们更
加珍惜今天的好日子。奶奶还喜
欢听戏和看历史剧，对感兴趣的
朝代兴替、人物掌故熟记于心，是
非曲直，娓娓道来。

从幼年到上大学之前，我几乎
每到暑假，就到城郊的老家陪奶奶
过夏天。一条清澈的小河蜿蜒流
过故园，汇入汉水，带来了丰沛的
水资源，足以浇灌田园里的果蔬草
木。入夏，老家的小院一推开大

门，院外迎面便是自家种的满畦新
绿的蔬菜。晨起，奶奶会给煮黏糊
糊的香甜的粥，然后趁日头还不
毒，带着年幼的我去自家田地里走
一趟。在高高的豆角架前驻足，杂
糅其中的还有绿油油的黄瓜、丝瓜
和或青或红的番茄，奶奶边摘边
说：“这根黄瓜很嫩，一会儿咱炒鸡
蛋吃；那个丝瓜已经老了，拿回家
刷锅用。”我好奇地拿起一个熟透
的丝瓜，剥开皮，发现里面是暗黄
色的脉络，而不再有嫩绿的瓜肉，
于是咧开小嘴笑了，奶奶也笑了
……下午不那么热的时候，奶奶念
叨葡萄再不吃就熟过了，我瞧见院
子顶上爬满藤蔓的小葡萄一颗颗
由青变紫，有些被小鸟啄食，有些
熟透的还会掉落地上。奶奶让表
哥拿了耙子，站在三轮车上摘取葡
萄，我看着一串串紫莹莹的葡萄落
下来，洗过后美滋滋地吃起来……
等到晚上喝过汤之后，奶奶在小院
里放上几个竹床，边摇着蒲扇，边
给我们讲牛郎织女的故事。我躺
着抬头看皎洁的月亮和疏朗的星
星，听着她的絮语，一会儿就睡
着了。

童 年 稚 气 的 日 子 如 白 驹 过
隙 ，但 那 种 单 纯 的 快 乐 长 存 脑
海。来京求学上班之后，见奶奶
的次数越来越少，及至不久前回
家，她在病危中拉着我的手殷殷
念叨：“孩子，找个和自己平等的
人就行，等找到了带回东园来，我
也放心了。”没想到那次之后，竟
再也没听过奶奶的念叨……

回老家送奶奶最后一程时，想
到奶奶的音容笑貌，不禁潸然。站
在老屋楼顶远眺，往事历历，不禁
想起古诗十九首里的句子：“青青
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
间，忽如远行客。”再听不到奶奶的
念叨，只有自己在心里默默念叨：
白杨萧萧，荒草无眠，逝者已矣，生
者常念！

奶奶的念叨

□ 徐 达

第一套人民币。 李予阳摄

小灰楼展厅一角。 李予阳摄

福泉葛镜桥。 曾 祯摄

“人民有了自己的武装，有

了自己的政权，有了自己的土

地，现在又有了自己的银行和

货币，这才真正是人民当家做

主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