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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与真实形象
略有差异

“金银元宝”的形象在

民间广为流传，在表现“招

财进宝”一类的民俗画中

尤为常见。象征着财富的

“元宝”形如小船，属于“金

银锭”的一种，这点众所周

知。然而事实上，画作中的

“元宝”与它的真实形象略

有差异。

据考古资料显示，真

实的“元宝”虽为船形，但

中间并没有圆鼓、凸起的

部分，这是因为“元宝”仰

面需要盖刻官印，上面记

载着熔铸时间、发行信息

等，用于此类大额货币的

流通、回收和重铸。另外，

真实的“元宝”看上去并不

十分丰满，中部多是收窄

的，被称为“束腰”。民间绘

画中“元宝”的形象之所以

与实物出现偏差，主要原

因有二：其一，画家常认为

“元宝”实物形似棺材，不

美观，所以对其加以修饰，

使它看起来更加饱满圆

润，符合传统审美；二来，

古代元宝极为珍罕，其细

部形态不为普通民众所

知，一些民间艺人只好根

据“仰面似船，伏面似案”

这个大致的描述进行创

作，最终就有了民俗画里

常见的样子。

早在“元宝”诞生前，

古代金银锭曾有马蹄形、

饼形、长立方体及束腰板

形等，这些形状都有利于

节 省 放 置 空 间 ；相 较 之

下，“元宝”的小船外形甚

是 奇 特 ，这 也 让 不 少 专

家、学者百思不得其解。

对于元宝的独特造型，目

前学界有两种解释，其一

认为，古人习惯将钱系于

腰间，而将船形的“元宝”

竖起，便可用布条将其系

于腰上，便于携带；第二

种解释则认为，元宝正是

从唐宋圆弧束腰银板演

变过来的，当圆弧束腰银

板的边线呈圆弧形后，银

板的两端开始变厚，当变

厚到一定程度时，便由两

边向上方翘起，最后就成

了船形。

尽管关于“元宝”造型

的两种解释都比较牵强，

但这并不妨碍“元宝”成为

最受民间喜爱、最具代表

性的财宝形象。

“元宝”什么样儿？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将于2020年03月26日09:00-2020年03月26日
17:00时（如发生自动延时的，截止时间以延长后的结束时间为准）在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网址http://
zc-paimai.taobao.com)对内蒙古日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资产项目进行公开挂牌竞价，现就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竞买标的：内蒙古日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资产，截止2020年2月23日，我公司持有的
内蒙古日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良资产债权本息合计2786.95万元，其中贷款本金1699.32万元，利息
684.59万元，孳生息403.04万元。

二、竞买规则：竞买起拍价：11,000,000.00元，保证金：2,000,000.00元，增价幅度：50,000元/次，请意向购
买者自行前往长城内蒙分公司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详细阅读竞买公告和竞买须知。

三、竞买人条件：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竞买人需具备一定的
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
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意向购买者请自行多方位了解该债权资产情况，“长城内蒙分公司”所提供资料或信息仅供参考。咨询、
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公告日起至2020年03月25日17时止接受咨询，请拨打咨询电话或直接前往“长
城内蒙分公司”现场办公地址咨询。

咨询电话：李先生 诺先生 0471-6908192 0471-6908079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如意和大街西蒙奈伦广场8号楼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471-690228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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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对内蒙古日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进行公开竞价的公告

宣武门外赶驴市

早年，在交通不发达的北京，各城门口都有

“驴口儿”。所谓驴口儿，就相当于今天“趴活儿”

等待客人的“出租汽车”，只不过载人的不是小

汽车，而是一群毛驴。

在庄胜百货大楼北侧地下停车场门前，有

一棵巨大的国槐，当年从这棵国槐的位置向东

一分为二，分出两条道，北侧的一条是宣武门东

河沿（老百姓俗称后河沿，早年这一段统称为西

河沿），南侧的一条是香炉营头条。而从大槐树

向西到宣武门外大街这一段约二百多米的距

离，就是当年的赶驴市。如今这二百多米的距离

已经被统称为香炉营头条，赶驴市的地名早已

湮没在岁月的尘埃中了。

宣武门外赶驴市的地名成名于何时？恐怕

很少有人知道。从清代嘉庆年间的北京地图上

看，那时就已经标有赶驴市这一地名了。这个地

名的形成，与靠毛驴作为主要交通工具有极大

的关系。当时，北京城里，短途赶脚代步的工具

首推毛驴。客人骑驴，驴夫以短鞭在后催赶，名

曰“赶驴”。

赶驴市不仅是当年宣武门外一个固定的

“出租汽车站”，恐怕亦是一个驴贩们交易的市

场。可以想象，当年从赶驴市一直向北到内护城

河边，除了河边的南侧建有临河民房外，大片属

于空旷地带，这也给停放众多的“驴的”提供了

可能。久而久之，赶驴市的名字应运而生，并且

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

在赶驴市，除了代步的毛驴外，还有一种驴

拉的趟子车。这种趟子车比起马拉的大车来，小

很多也矮很多，人们上下车十分方便。这种车是

敞篷的，夏季用四根竹竿支布做篷以蔽阳光。车

厢中备有坐垫或被褥，适合数人盘膝合坐。赶上

人多时，车辕和车尾也可坐一两个人，而价钱比

坐在车厢中要低廉很多。

到了春节，宣武门一带热闹非凡，其中主要

原因是白云观庙会。那时，毛驴成为仕宦商贾、

布衣百姓到白云观参加庙会必乘的代步工具。

他们坐在披在驴身的棉鞍上，伴着驴脖下铜铃

发出悦耳的声音，这些毛驴在高大城墙下沿着

护城河边行进，成为老北京一幅亮丽的风景画。

那时，赶驴市的驴夫们多为京城穷苦人家

的子弟，租驴为人们代步成为他们讨生活的营

生。这些驴夫除了随送骑驴的客人到达目的地

外，有的还出租一种顺槽驴。何为顺槽驴？客人

骑上后，驴夫只需朝驴屁股上轻轻一拍，驴便自

己沿道疾疾而行，不偏不差，顺顺当当地将客人

送到终点。这些驴为驴夫们所养，早已被驯养地

服服帖帖。如果有不耻之徒，想半路劫驴下道，

那是枉费心机。驴会死死撑着四个小蹄儿，就跟

钉在地上一样死不离道。

上世纪五十年代，宣武门外的赶驴市就没

有了。 （据《文摘报》）

饺子的外形中间鼓、两头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金元宝”“银元宝”。世人对“元宝”的印象大多来自

民俗画及影视剧，或许并未见过实物，那么“元宝”是否真的存在过，历史上的“元宝”又是什么样子呢？

价值不菲的
“银元宝”

相较于“金元宝”，“银元宝”

虽然比较常见，但收藏价值依然

不容小觑。

2007年11月，中国嘉德秋拍

首次推出历代金银锭专场，拍品

近500件，其中一枚明“永乐六年

银作局”五十两“银元宝”作为压

轴拍品亮相，以26万元起拍，经

过 几 十 轮 激 烈 竞 投 ，最 终 以

156.8万元成交。

明清“银元宝”的成色一般

在 95%到 98%之间，可分为官铸

和私铸，前者存世量更少，成色

更足，因而价值更高。铭文也是

判定“银元宝”价值的关键因素，

通常情况下，有铭文的“银元宝”

要比没有铭文的贵好几倍。“银

元宝”上的铭文一般含时间、地

点、银匠或银号名称，清代一些

“银元宝”上还有赋、税、解、贡等

内容，研究者可以从中提取出很

多重要信息。

“银元宝”价值不菲，民国初

年就已出现伪造现象，当时主要

体现为降低白银的成色和重量。

现今“银元宝”造假现象依然存

在，主要表现为4种手段：一是在

“银元宝”中掺入铅和锡，这种假

货表面呈青黑色，比较容易辨

认；二是在浇铸时将铜块凝固于

“银元宝”内部，外表鎏银，这种

“银元宝”体大而轻，可以通过手

掂辨别；三是灌铅法，即在真的

“银元宝”底部挖出一个小洞，取

出部分白银后灌入铅，再用银封

焊洞口，从而偷梁换柱；四是以

新做旧，即将仿制的“银元宝”做

旧，这种“银元宝”从包浆、蜂窝、

铸文款识上看，都与老的“银元

宝”有所区别，可以在掌握了标

型后，仔细对照辨认。

（据《西安晚报》）

称呼始于元代

“元宝”不只造型奇特，其实叫法也很特殊。“元宝”这

个词最早出现于唐代，但当时泛指一般货币，其与金银锭

挂钩则始于元代。

据《元史·杨湜传》及明代《续文献通考》记载，元世祖忽

必烈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朝廷设立总管全国财政的

“国用司”，命杨湜为“国用司员外郎”，负责主持国库日常事

务。杨湜在管理国库期间，发现白银出入库时总有人“顺手

牵羊”，他们偷拿零碎银子，自以为能瞒天过海。为了杜绝这

一现象，杨湜向朝廷提议：把散碎的白银熔掉，以五十两铸

为一锭，再于银锭上铸“元宝”二字，意为“元朝之宝”，这样

想偷盗白银就不那么容易了。朝廷认为杨湜的建议有理，遂

下令熔铸“元宝”。当时所铸的“元宝”呈马鞍形状，两端为圆

弧，中间束腰，在形制上与宋金时期的束腰银板十分相近。

自打杨湜赋予金银锭“元宝”的叫法后，这种称呼便开始

流行。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灭南宋，返回时途经

扬州，丞相伯颜所率士卒大肆掠夺。搜检部队行李后，伯颜将

所得“撒花银子”统统熔掉，经办此事的销钱官将其制成重五

十两的银锭，还将它们唤作“扬州元宝”，归朝献纳。

元朝灭亡后，“元宝”的叫法已约定俗成，所以后来的

明朝干脆将金银锭统称为“元宝”。

令人垂涎的“金元宝”

“元宝”分为金、银两种，而世人对于“金元宝”更感兴

趣。据考古资料显示，明以前未见“金元宝”出土，而明代

“金元宝”却为数不少。

明代的“金元宝”包括一、二、五、十、五十、一百两，在

某些特定时期也存在过三、七、二十两，价值与其重量等

同。目前已知的明代“金元宝”以五十两居多，其中考古出

土有两例，一是1972年山西太原南郊黄陵村明晋王墓出

土的两枚五十两“金元宝”，二是2001年湖北钟祥梁庄王

墓出土的两枚五十两“金元宝”。此外，西安一家博物馆也

藏有一枚明永乐十七年五十两“金元宝”，2009年中国嘉

德亦有一枚明永乐元年五十两“金元宝”上拍。

清代“金元宝”沿用明制，存世数量较明代更多。清

时，不仅国人对于“金元宝”趋之若鹜，就连外国人也对其

垂涎三尺，甚至不远万里前来搜罗。

2011年11月，北京一拍卖行上拍了一枚清乾隆年间十

两金元宝，重达369克，一侧打双“吉”字，最终以82.9万元

成交。这枚“金元宝”的来历颇为有趣，据信是从一荷兰沉船

中打捞上来的。据相关资料显示，1752年，这艘隶属于荷兰

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从中国南京启程，后于中国南海触礁沉

没。1984年，沉船被打捞上来，从中发现一批黄金，包括107

根金条和18枚“金元宝”，这些黄金大多购自南京。

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金元宝”

明嘉靖年间“金元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