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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交子的诞生对古代的成都经
济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

奉友湘：从比较的视角来看，交子在
益州出现是一种必然。唐宋时的成都，
是天下最繁华的商贸都市之一，成都的
商贸、手工业、酒业、刺绣、工艺品、糖业、
图书刻印以及园林等各个方面都展现出
了非凡的繁荣景象。

交子的出现，使得人们只需要携
带一张轻便的纸张，即可完成大额交
易，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商品流通和交
易的便利性。交子的使用也减少了对
贵金属的需求，节约了铸币成本，同时
也降低了对贵金属的开采和消耗。交
子的广泛应用，让“腰缠十万贯，骑鹤
下扬州”不再是梦想，进一步繁荣了市
井生活。

从北宋到南宋，交子的影响力一直
在不断扩大。北宋发明的交子，在南宋
时演变为川会子纸币，进一步发挥了巨
大作用。为了集中财力物力支援前线，
南宋政府大量发行纸币，四川人民积极
响应，用纸币购买军需物资，支持抗金将
士。甚至有一位名叫吴玠的四川宣抚
使，在前线发行战时纸币，得到驻地百姓
的支持，纷纷用战时纸币购买粮食等物
资支援军队。最终，在英勇的抗金将士

和老百姓的支持下，纸币作为重要媒介，
对四川成功抵御金兵的入侵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

记者：孕育出交子的成都，如今在金
融产业发展上有何特点？

奉友湘：交子使成都成为世界上第
一座使用纸币的城市。这一历史性的创
举更是标志着成都金融业的发展在世界
上处于领先地位，随着交子的广泛使用
和推广，成都的金融业得到了迅速的发
展，不仅为当地经济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同时也为其他地区的金融业发展提供了
有益的借鉴和启示。著名学者钱穆认
为，进入近代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
金融业的发展，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成
都因为最早使用纸币而成为世界上最早
进入近代的城市。

近年来，成都发力西部金融中心
建设成绩斐然。深入实施金融机构聚
集、金融市场提升、现代金融特色、金
融创新驱动、金融开放扩容、金融生态
优化、金融基础设施联通“七大工程”，
全力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
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
章”，金融正在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成为推动创
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循环畅通、深度
聚合的关键要素。尽管 1000 年过去，
如今，交子之中所包含的成都自古以
来的诚信文化、创新精神和开放理念
却代代延续，深远地影响着成都现代
金融的创新发展。

记者：交子兼具金融与文化双重属
性，我们应该如何更深入挖掘其中价值？

奉友湘：世界最早纸币交子在成都
诞生后，不仅促进了当时蜀地的商品流
通、经济发展，还迅速在全国甚至世界内
推广，促进了整个北宋经济的发展。百
多年后，连当时的金朝也学习大宋，发起
了纸币。可以说，交子的发明，为长江经
济带和丝绸之路沿线经济的发展作出了
巨大的贡献。

所以，我希望通过讲述交子的故事，
更好地展现成都这座城市自古以来的繁
荣发展，展现川人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与坚韧不拔、不畏困难的品质，打造一张
富有历史意义和人文底蕴的成都名片。
我曾以“交子”为核心线索，写成一部影
视文学剧本《交子》，而我也非常期待能
通过舞台剧、影视剧等更加丰富的表达
形式，把交子的故事讲给全国人民听，讲
给世界人民听，而且讲述得更加生动，让
交子文化更加深入人心。

以成都平原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化的起源中心地之一。古蜀文明历史悠久、流传有序，是长江黄河流域古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
成都虽然地处中国西南，但自古以来就从来不是闭塞之地。这里自然环境卓越，商贸发达，科技领先，从秦汉到唐宋再到明清，成都就凭借着一大批“成都造”商品，成为丝绸之

路上的重镇，也让“成都造”行销世界，影响颇深。这些来自历史的优秀传承，在今天有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也见证着成都发展的脉络与足迹。
从本期起，成都日报副刊浣花版正式推出“透过文物看成都”系列稿件，精选宋代交子、汉代中医医简、老官山汉代织机、邛窑省油灯等能够代表古代成都经济、科技高度的文

物进行系统梳理，展示成都在经济、科技、金融等领域的发展成就，展现成都人的创新创造、敢为人先的精神气质。

千年交子 成都金融创新的“金色光晕”
从笨重的金属货币到轻便的纸

币，这一发展过程堪称世界金融史上
划时代的变革，具有里程碑式的意
义。它不仅标志着纸币的诞生，开启
了人类货币史的新纪元，也为现代金
融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追溯世界最早纸币的足迹，我们
可以发现，它正是北宋时诞生于天府
之国成都的交子，它不仅凝结着蜀人
睿智无比的智慧，还有那敢于天下先
的勇气。从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
成都设立益州交子务发行官交子到
今天，交子已经走过了1000年的风风
雨雨。作为公认的世界上第一张纸
币，交子在世界金融史上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从交子上闪耀出的金
色光晕也一直延续至今，照亮着成都
经济发展的未来之路。

那么，在这幅跨越千年的历史长
卷中，交子究竟是如何从四川的乡土
之根诞生，蔓延至全球金融的广阔天
地，又有着怎样深远的意义呢？

在交子的发明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
成都这座城市对于创新的执着追求和深厚
底蕴。交子所蕴含的诚信文化，也是成都
这座城市商业文化的核心价值所在。

交子的诞生，是成都商人面对铁钱笨重
不便交易的现实困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
的结果。这一创新不仅解决了铁钱不便携
带的问题，更以其独特的信用保证，为陌生
的交易双方建立了信任的桥梁，极大地推动
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在学者奉友湘看来，交
子之所以能够诞生在成都，成都商人展现出
了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非凡的创造力，他们
不仅关注到了铁钱交易的局限性，更从市场
需求出发，设计出了一种全新的支付工具。
这种创新精神，不仅体现在交子的诞生上，
更渗透到成都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成
为推动城市持续繁荣的重要动力。

从汉代“文翁兴学”开启的巴蜀文化繁
荣，到唐代“扬一益二”的商业地位，再到宋
代交子的发明，成都的创新精神薪火相传，
不断推动着城市的进步与发展。这种创新
精神，不仅体现在交子这一金融创新的成
果上，更贯穿于成都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
领域，成为推动城市持续繁荣的重要动力。

在交子的使用过程中，商人之间的大
额交易逐渐开始使用交子来支付货款，这
要求交子必须具备良好的信用保证。为
此，交子铺户在经营过程中始终坚持诚信
为本的原则，严格遵循商业道德和法律法
规，确保交子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这种诚
信文化，不仅保障了交子的顺利流通，更推
动了商业信用的建立和发展。

据史料记载，北宋政府为了保障交子
的信誉和稳定，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来管理
交子的发行和流通。这些机构不仅负责交
子的印制和发行，还负责监管交子的使用
情况，确保交子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同时，
政府还通过立法手段来维护交子的信誉和
稳定，对滥发交子、伪造交子等违法行为进
行严厉打击。这种严格的信用体系和监管
机制，使得交子在当时的社会中赢得了极
高的信誉，成为商业流通中的一股清流。

交子的千年足迹并非一帆风顺，它也
在历史的瀚海中几经沉浮，经历了兴盛与
衰落。但无论其命运如何变迁，交子所承
载的创新与诚信精神始终如一。在新时代
的背景下，成都正继承和发扬着交子的创
新基因和诚信文化，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

2022年，成都交子金融博物馆正式开
馆，馆中的藏品不仅为后世铺开了一幅古
代成都经济繁荣、商业发达的历史画卷，同
时也将古代成都先贤凝结出智慧结晶化作
了“金色光晕”，照亮着成都经济进一步发
展的前路。如今的成都，正以交子为灵感
源泉，不断探索新的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
模式，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金
融支持。同时，成都还积极推动交子文化
的传承和发展，通过建设交子公园、交子金
融博物馆等文化地标，将交子文化融入市
民生活中，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奉友湘：

交子照耀下的西部金融中心

嘉宾简介
奉友湘，四川内江人。毕业于四川

大学经济系。高级编辑，四川省作家协
会会员。著有《交子》《苏母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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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的英格兰银行后花园里，有两
棵英国鲜见的桑树，与周围现代化的建筑
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仿佛是两个时代的对
话。这两棵桑树之所以会在此安家，是为
了纪念一项源自古老东方的金融创新——
交子。作为世界最早出现的纸币，交子的
印刷专用纸一度被认为是用桑树叶和桑树
皮制造的，这或许就是英格兰银行在后花
园中种植桑树的原因。

事实上，交子专用纸的原材料并非桑
树叶和桑树皮，而是楮树皮，这种纸也被称
为楮纸。桑树和楮树虽然同属桑科，但完
全不是同一树种。英格兰银行虽然种错了
树，却无意间在伦敦的心脏地带种下了一
片对东方金融智慧致敬的绿洲，激发了人
们对古代经济创新与现代金融体系之间联
系的深刻思考。

交子的诞生，不仅改变了货币的形态，
更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交易方式和信用体
系。在丝绸之路上，面对往来万里的商队，
交子以其独特的信用保证，为陌生的交易
双方建立了信任的锁链。这种既不含金也
不含银的货币，以其严格的审查和授权制
度，确保了交易的公平与公正。

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曾对
成都的繁华和交子的使用表示惊叹。他描
述道，每一张交子上都留有皇帝的印章，任
何因疏忽而未盖章的人都会受到死刑的处
罚。这种严格的信用体系，使得交子在当
时的社会中赢得了极高的信誉。

起源于东方的金融智慧

成都创新造就千年“传奇”
交子的出现，使得货币支付变得轻盈

而方便，同时也为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奠定
了基石。它不仅体现了成都人的创新精
神，更展示了中华民族在金融领域的卓越
智慧。

成都的商业繁荣并非一蹴而就，而是
历经千年的发展与延续。汉代时，成都便
已经“列备五都”，城市之兴、商业之盛，可
见一斑。到了唐代，成都更是与扬州齐名，
被誉为“扬一益二”，成为中国西南的商业
中心。即便是在五代十国的战乱之中，成
都也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
资源，得以保持着繁华的盛景，成为当时中

国难得的“世外桃源”。这种持续性的繁
荣，为交子的诞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推
动力。

北宋时，成都的手工业和商业进一步
发展，“成都造”的茶、蜀锦、造纸、印刷等商
品和产业，已经成为世界级的“驰名商标”，
享誉国内外。这些产业的繁荣不仅为成都
带来了丰厚的财富，更为交子的诞生提供
了必要的技术支持。

因为受到农民起义以及北宋政府的政
策影响，当时蜀地流行的货币是比铜币价
值更低的铁币，这种货币严重阻碍了商业
流通，成为制约蜀地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
梏。政府与商界都在积极寻找一种高效、
轻便、可靠的一般等价物，来满足高速发展
的商业需求。

在此背景下，世界第一张纸币——交
子，就在天府之国成都应运而生了。

据后世考证，“私交子”大约在公元
980 年诞生，最初的交子是由商人私做

‘楮券’，属于一种存款凭证，存款人将现
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
用楮纸制作的纸券上，再交还存款人，并
收取一定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
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逐渐在商人之
间流通起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
子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许多商人联合
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
在各地设分铺。由于铺户恪守信用，交
子逐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
大额交易也越来越多地直接用交子来支
付货款。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 年），朝廷在
益州（今四川成都）设立交子务，由京朝
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
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
程。次年农历二月，政府正式发行第一
届“官交子”，标志着交子正式成为国家
法定货币。

千年商都的创新与诚信

▶▶

五代北宋时成都繁华的商业孕育出了
以“富贵”为特点的“黄家画派”

图为黄居寀《杏花鹦鹉图》

成都交子之环立交桥，其周边是成都著名的商业与金融区 吕锐供图

“北宋交子旧版拓存”现收藏于辽
宁省博物馆

成都交子金融博物馆 成都交子金控集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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