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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有云，“既见君子，赐我百朋”。

这是什么意思？“我”要有上百位朋友了

吗？其实不然，这里的“朋”可不是我们日

常生活中所说的“友人”，而是历史上曾被

广泛使用的“贝币”的计算单位。

贝币可能是我国最早使用的实物货

币。2022 年夏文化论坛上，河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科技考古室主任侯彦峰说，对登

封南洼遗址出土的海贝进行的科技分析，

支持了贝币是我国最早的“实物货币”一

说。而自 1953 年以来，在多地的西周、春

秋墓中贝壳屡见出土，可见贝壳是夏、商、

西周时期重要的实物货币之一，流通于中

原和某些沿海地区。

根据历史学家的推测，我国古代先民

大约在公元前 2100 年的夏朝就开始使用

贝壳作为货币，一直延续到公元前 1027 年

的 西 周 时

期。“朋”就是贝币

的计算单位，五个贝壳串

在一起为一串，两串为一朋，此外

也有两枚贝币或五枚贝币为一朋的说法。

一枚小小的贝币在人们的生活中留下

历久弥新的身影。在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文

字中，大多数与钱币相关的文字都与“贝”

有关联，比如财、赐、货、贵、贫、费、贾、赌、

赔、贪、贿等，这无疑是最好的佐证。

不唯华夏大地，贝币在人类钱币发展

史中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总结了人类价值

形式发展的四个不同阶段。第一是简单

的、个别的、偶然的价值形式，即人类偶然

发现可以用自己的东西去交换别人的东

西；第二是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后逐

渐演变成大规模的以物易物；第三是一般

价值形式，一系列商品的价值固定地由某

种商品来表现，也即实物货币；实物货币继

续发展，逐渐过渡到第四阶段的货币形式。

贝币处在价值形式的第三阶段。

在人类经济生活早期，以物易物是主

要的交易方式，

随着交易频率的提升

和规模的扩大，对于交换媒

介的需求也逐渐攀升。根据不同

地域的特点，粮食、牲畜、兽皮、龟壳等

都曾充当过交换媒介。而贝壳这种物品因

为具有易携带、耐磨、便于计价以及在内陆

地区普遍稀缺的特点，天然就具有成为一

般等价物的优势，因而在亚洲、美洲、大洋

洲等多个区域承担过商品交换的职能，并

因 此 在 人 类 文 明 发 展 的 不 同 阶 段 大 放

异彩。

有资料显示，直到 19 世纪，生活在南

太平洋一些岛屿上的居民还在对贝壳进行

精细加工，以用作货币。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贝币出现在

位于岛屿、海滨、湖畔的人类聚居区中很好

理解，为何很多内陆地区也青睐贝币？这

就不能不说是“经济全球化”的功劳了。

还说中国。

贝币在中国货币史上的重要地位见证

着华夏先民对外交流互动的历史。

有学者认为，曾经在云南广泛使用的

古代贝币主要来源于今天东南亚、南亚的

越南、泰国、缅甸、印度、孟加拉国等国家和

地区。历史学家方国瑜指出：“由于印度、

缅甸、暹罗、越南各地用贝为币，乃传入云

南。所以传入，则由于贸易关系。云南与

沿海各地货物流通，既不限于以物易物，则

有共同之媒介物。印、缅、暹、越用贝为币，

云南亦加入此货币‘集团’，乃用海

贝。则自南诏、大理国时期以至元、明，

云南与印、缅、暹、越在经济上关系之密切，

可以想见。”

规模可观的贝壳从海上而来，为我国

先民所用，使古代中国云南与东南亚、南亚

之间形成了地域广袤的贝币经济圈、区域

大市场。贝币，见证了古代中国与世界不

可 分 割 的 互 动 和 参 与“ 经 济 全 球 化 ”的

历史。

西周青铜器“何尊”上有“宅兹中国”的

铭文，“宅兹中国”的背后，是周成王“赐贝

卅朋”给贵族“何”的故事。周天子通过赐

贝与诸侯建立盟约关系，而诸侯则以筑鼎

的方式来纪念这种关系。澳门大学历史系

教授杨斌在《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

史》一书中指出，作为货币的海贝构建出了

一个存在超过两千年、横跨亚非欧大陆的

“在商业和文化上紧密联系的世界”。他指

出，商周时代这种漂洋而来的海贝是贵重

物品，象征着权力和财富，所以才会有赐贝

这个环节。从海贝的角度看，当时中国与

世界的互动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

在历史的车轮下，新旧更替是不变的

规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天然贝币逐

渐供不应求。虽然后来也出现过类似“人

工贝币”，如石贝币、骨贝币、蚌贝币等，但

贝币终究还是因无法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

供应、无法满足经济生活需要的先天劣势

退出了流通市场。

千百年来，贝币的形态一变再变，至今

已经摆脱了物的束缚，甚至以数字货币的

虚拟形式继续流通。但其带来的便利与基

于这种便利之上的贸易的本质从未改变，

继 续 诉 说 着 人 类 不 断 革 新、开 拓 进 取 的

未来。

贝 币 说贝 币 说
仇莉娜仇莉娜

富士山会再次喷发吗？

其实，日本人心里也没底。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多地震和火山

活动的国家。仅本世纪以来，日本全国已

发生多次火山喷发：2000 年，北海道的有

珠山喷发，导致附近 1 万名居民离家避难；

同年，隶属于东京都的太平洋岛屿三宅岛

发生喷发，导致岛上所有居民离岛避难；

2014 年，长野县和岐阜县交界处的御狱山

发生喷发，导致山顶的 63 名游客丧生或下

落不明；2015 年，鹿儿岛县的口永良部岛

火山喷发，同样是岛上全体居民外出避

难；2018 年，群马县的草津白根山喷发，导

致 1 名自卫队队员死亡，11 名居民受伤。

统计显示，目前全球大约有 1500 座活

火山，其中 7％以上集中在日本。而日本

的国土面积仅占全球的 0.25％。也就是

说，日本的活火山比例是全球平均水平的

28 倍。包括无人居住的岛屿和海底火山

在内，日本活火山多达 110 座。其中有些

火山活跃得令人担忧，比如，今年 7 月 24

日喷发过的樱岛火山，仅 1955 年至 2011

年就喷发了 1 万次！

火山喷发的严重程度往往因时因地

而异。有时，其喷发会非常猛烈，喷涌而

出的岩浆裹挟着上千度的高温奔涌而来，

同时还夹杂着火山灰和大量水蒸气。岩

浆所到之处，一切化为灰烬。即

便只是温和的喷发，所

导致的灾难性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比

如，火山灰会飘至很远处，给人的生命健

康和经济社会造成严重伤害。

比如，这次讨论的核心——富士山。

富士山是日本最高的山峰。在日本

人眼中，富士山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甚

至用“圣山”称呼它也不为过。2013 年，富

士山“如愿以偿”，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过 去 ，富 士 山 一 直 被 视 作“ 休 眠 火

山”。不过，根据相关概念，凡是 1 万年内

曾喷发过的火山都是“活火山”，而富士山

上次喷发是 1707 年，才过去 300 多年，显

然大意不得。

对于形成时间动辄上亿年的山脉来

说，300 多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因此将富

士山列入“活跃期”并非杞人忧天。在过

去的 3200 年中，富士山共喷发约 100 次，

大体每 30 年喷发一次，反倒是最近 300 多

年未喷发显得有点异常。

尤其引起专家担忧的是，2011 年日本

东北部发生大地震。虽然 10 多年已过去，

但日本列岛的地震活动不仅没有趋于平

缓，而且还显现出越来越活跃的迹象，这

无疑会推动包括富士山在内的各座活火

山进入活跃期。有观察人士表示，富士山

顶的积雪逐年减少，各处还不时涌出水

来，这些都是不可忽略的糟糕迹象。

如果富士山真喷发了，会发生什么？

要知道，富士山距东京才 100 公

里多一点。1707 年那次喷发后，当时东京

（时称“江户”）街头的火山灰厚达几厘米。

据日本火山专家预测，如果富士山再

发生类似上次烈度的喷发，火山灰将多达

4.9 亿立方米，是 2011 年日本“3·11”大地

震所形成的固体废物的 10 倍之多。喷发

3 个小时后，东京和横滨的电力火车会因

轨道积满火山灰而无法运行，公路也不得

不关闭。交通中断将使运输日常用品和

食品的车辆无法向超市供货，东京市民的

生活将面临严峻考验。机场也会因跑道

上火山灰太多而无法起降航班。大量火

山灰有可能压断电线，造成大范围停电。

自来水也会因混入太多火山灰而无法使

用。同样，通信网络会由于火山灰积满天

线而处于中断状态。更可怕的是，日本很

多住宅是木结构的，房屋承重能力有限，

在 火 山 灰 的 重 力 压 迫 下 很 可 能 发 生 坍

塌。以上这些算的都只是经济账，健康、

生命这些更加珍贵且无法量化的账根本

无法计算。

如同地震一样，火山喷发虽也有某些

预兆，但预测难度很大。以目前的技

术手段，充其量也就能提前几天

甚至几小时预报，且准确度

堪 忧 。 而 要 在 火 山

喷 发 后 的 黄

金救

援时间内组织大量居民撤退，几乎就是一

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只有早作准

备才是唯一选择。

为最大程度减少火山喷发带来的伤

害，日本设有全国性的火山喷发预报联席

会，对 110 座活火山中的 47 座实施 24 小时

全天候观测，富士山理所当然是重点监测

对象。

2020 年 4 月，日本中央防灾会议针对

富士山喷发的可能性制定了相关对策，呼

吁各部门做好防范预案，还拨出经费采

购防灾物资。富士山所在的山梨县、静

冈县以及神奈川县等纷纷开展防灾训

练，神奈川县还新购置了发电机和挖

掘机，以便应对喷发后产生的大量

火山灰以及可能导致的停电。今

年 6 月，日本警察厅又采取了进

一步的防范措施，包括大量采

购防尘口罩及护目镜以配发

给各地警方等。

应该说，富士山会不

会 喷 发 非 人 力 所 能 控

制，但是否有能力降

低 喷 发 带 来 的 损

失，考验的却是

人类的智慧。

富士山会再次喷发吗
陈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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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币，见证了古代中国与世界不可分割的互动。

根据历史学家的推测，贝币是我国最早的实物货币之一。贝是夏、商、西周时期重要的实物货币之一，流通于中原

和某些沿海地区。贝币在人类钱币发展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因其具有易携带、耐磨、便于计价以及在内陆地

区普遍稀缺的特点，贝类天然就具有成为一般等价物的优势，因而在亚洲、美洲、大洋洲等多个区域承担过商品交换的

职能，并因此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大放异彩。

贝币在中国货币史上的重要地位见证着华夏先民对外交流互动的历史。规模可观的贝从海上而来，为我国先民

所用，使古代中国云南与东南亚、南亚之间形成了地域广袤的贝币经济圈、区域大市场。

说起大自然的创造力，人们可能会

想到某些鸟雀，它们可以利用工具将昆

虫从藏身之处逼迫出来；也可能会想到

某些黑猩猩，它们可以制作原始的长矛

来猎杀婴猴。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人

类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苏黎世大学进化生物学教授安德

烈亚斯·瓦格纳看来，人类的创造力在很

大程度上符合心理学家广泛使用的一个

定义：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想法或者产品，

就是一个能够解决某一问题的独特且适

用的方法。对于像怎样把一叠纸固定在

一起的简单问题，通常都有简单的解决

方案，比如用订书机或者回形针。而对

于如何在围棋这样的策略游戏里击败人

类的复杂问题，同样也有解决方案，比如

创造像 AlphaGo 这样的人工智能。艺术

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乔治·库布勒曾说

过，“每一件重要的艺术作品都可以看

作⋯⋯解决某些问题的来之不易的答

案”。可见，把创造力定义为解决问题的

方 法 ，在 许 多 其 他 领 域 里 也 是 行 之 有

效的。

大自然与文化的创造力为何会如此

相似呢？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凡是难题，

比如怎样形成一个规则的菱形晶体，怎

样的捕食策略最有效，又或者怎样的触

角最灵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有多个

解决方案，只不过有些实在不怎么样，有

些凑合能用，少数相当不错，极少数可以

称得上出色。我们可以想象，所有这些方案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

个“山地景观”，那些不怎么样的方案对应着低矮的山麓，那些出色

的方案则处在群山之巅。瓦格纳在《如何解决复杂问题》一书中，

将这种设想出来的景观称为“适合度景观”。

在进化的过程中，每一个生物种群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找它们

所面临问题的解决方法。这种解决问题的过程就好比在“适合度

景观”中爬山。按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爬上山顶的过程体现

的是优胜劣汰，每走一步都只把那些有利于生存的变异保留下来，

只要一直保持上坡，一定能到达顶峰。

达尔文的进化论没有解决的矛盾是，如何在达到局部最优后

达到全局最优。在进化过程中，从一个顶峰到达下一个顶峰，即从

一个方案过渡到另一个更好的方案，生物种群必须先跨过两座山

峰之间的山谷，而自然选择是禁止这个跨越过程的。自然选择不

懂得以退为进的道理，只会闷头上坡，断无下坡之举，因此很可能

反倒把自己卡在了远离珠穆朗玛峰的地方。

瓦格纳认为，除了自然选择，遗传变异和 DNA 重组也是驱动

生物进化的决定性力量。在这三大力量的综合作用下，生命得以

用极具创造性的方式解决进化历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通过在生

物进化与人类创造力之间进行对比，瓦格纳发现了两者间的惊人

相似性，提出了借助生物进化的智慧提升人类创造性的独创观点。

从进化论的视角来看，艺术创作、科学研究、产品设计等都是

在“适合度景观”上寻找全局最优的过程。因此，要提高创造力，首

先要能容忍短期失败。如果舍不得暂时离开局部最优，没有勇气

面对掉到谷底的暂时不利，也就丧失了获得全局最优的可能。对

创新而言，走弯路是不得不付出的成本，是可以增长经验和智慧的

成本。虽然弯路不可避免，但我们可以快速地走，怀揣大图景，不

在细节上纠缠。硅谷有句话叫“快点失败，经常失败”，说的便是这

个道理。

其次是要多积累素材，进化需要从某个起点出发，重组更需要

有不只一种解法。而不同的起点，来自跨学科的交流。因此保持

个人及团队的认知多样性，对提升创造力大有助益，它能够帮助整

合多个领域的概念，从而通过重组跳出局部最优。除此之外，要

获得全局最优，还需要避免用外在激励取代内在激励。外在激励

对短期的收益最敏感，一旦短期没有收益，便难以维持下去。但

内 在 激 励 是 从 自 身 兴 趣 出

发 ， 不 在 乎 一 时 一 刻 的 成

败，故能长期坚持下去。

寻找全局最优

孙昌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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