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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到江西井冈

山上巨大的“工”字银元雕

塑，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墨

西哥籍教师迭戈·巴罗索

惊讶不已。

雕塑正面是一只展翅

老鹰嘴叼长蛇，站立在一

棵从湖中岩石中长出的仙

人掌上，与墨西哥国徽图

案非常接近，在老鹰翅膀

上刻着一个“工”字。

墨西哥与中国远隔重

洋，为何在井冈山——中

国革命的摇篮里会有这样

的雕塑？背后有着怎样的

故事？

毛泽东叮嘱的铸币技术

“工”字银元雕塑矗立

在井冈山红军造币厂旧址

门前。

1927 年，毛泽东率工

农革命军抵达井冈山。在

这里，共产党人探索出“农

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

权”的崭新道路。1928 年，

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毛

泽东、朱德等同志领导军

民在井冈山上井村创办了

造币厂，利用墨西哥鹰洋

模具进行铸币。

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

院，巴罗索找到了长期研

究党史经济的教授文尚

卿，希望了解墨西哥鹰洋

在中国的流通历史。

文尚卿介绍，晚清到民

国年间，在中国流通的外国

银元中，墨西哥鹰洋相对较

多，在中国南部和中部地区

鹰洋使用尤为广泛。

井冈山红军造币厂旧

址管理处主任李海泉向巴

罗索讲述了毛泽东和“工”

字银元的故事。“当时造币

厂工人用缴获来的银器、

首饰等铸造银元，并凿上

‘工’字，表示‘工农兵政

府’的含义。”李海泉说，毛

泽东还亲自到造币厂视

察，叮嘱工人铸币不要掺

假，一定要纯银的。

文尚卿说，因成色足、

质量好，“工”字银元赢得了

当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大

大缓解了当时封锁对根据

地造成的经济困难。

对鹰洋历史颇有研究

的墨西哥方志学家哈维

尔·奥坎波在墨西哥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用

于铸造“工”字银元的墨西

哥鹰洋是1821年墨西哥独

立后开始使用的金属货

币，货币的一面是一顶散

发光芒的软帽造型，上面

刻有西班牙语“自由”字

样；另一面雕刻着墨西哥

传说中的鹰叼长蛇，象征

力量、忠诚、和平与自由。

听闻墨西哥鹰洋在中

国革命的摇篮里发挥过重

要作用的故事，奥坎波感

慨地说：“作为墨西哥人，

我感到很自豪。”

红色银元的传承发展

红军造币厂当年开工

仅半年多，用上千斤银料，

铸造了上万枚“工”字银

元，大多流通于湘赣边界

的永新、遂川等县。

“后来，红军造币厂遭

到敌人损毁被迫停产，大

批‘工’字银元被销毁，因

此能够留存至今的实物极

为珍稀。”文尚卿说。

巴罗索到处寻找，终于

在一本杂志中找到了红军

后人守护“工”字银元的故

事。按“书”索骥，他找到了

南昌金九福钱币博物馆，并

在那里见到了这家国家二

级博物馆的创始人金家栋。

90 多年前，金家栋的两位

伯父毅然加入革命队伍，后

来不幸相继牺牲。部队干部

到家中转交遗物时，给予抚

恤“工”字银元一枚。

金家栋说：“金家祖辈

视这枚银元为家传珍宝，

一直珍藏。银元所代表的

革命信念代代相传，也成

为金家创办红色货币博物

馆的动力源泉。”

在金家栋女儿金花的

引导下，巴罗索在博物馆

中还找到了1932年成立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

行发行的货币，1937 年成

立的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

的“ 光 华 商 店 代 价 券 ”，

1945年成立的东北银行发

行的东北地方流通券……

从这枚“工”字银元开

始，金家栋祖孙三代将家中

积蓄都投入到收藏红色货

币的事业中。目前博物馆已

有上万件藏品，一件件经历

战火洗礼的货币藏品摆放

在橱窗内，如同一幅长卷，

展现着中国共产党在造币

事业上的智慧与胆识。

江西省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局长韦秀长说，中

国共产党根据革命时期不

同阶段的特点和需求，在

红色货币发展方面进行了

许多有益探索，为发行人

民币奠定了基础，也为新

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积累

了宝贵经验。

走向世界的中国货币

在红军造币厂的纪念

品商店里，巴罗索打开手

机，熟练地扫码支付，购买

了一枚仿“工”字银元的纪

念币。

在中国生活了4年多，

他早已习惯了移动支付。

看着手中刚买的纪念币，

回顾“工”字银元诞生以来

的近百年历史，巴罗索感

叹于中国货币和金融业的

飞速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持续深

入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

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在

全球贸易和投融资中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21年是人民币加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

权（SDR）货币篮子第五个

年头。中国人民银行《2020

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

2019年，人民币在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成员持有储备资产

的币种构成中排名第五，市

场份额为1.95%，较2016年

人民币刚加入SDR时提升

了0.88个百分点。据不完全

统计，目前全球已有70多个

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

入外汇储备。

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

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

日前表示，未来几年人民

币的作用将越来越大，使

用范围将越来越广，更多

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将通

过人民币结算。

“回到上海，我想给女

儿讲讲这枚银元的故事和

日益强大的中国。”站在巨

大的“工”字银元雕塑前，

巴罗索说。

茶，在西藏是不可或

缺的生活必需品，藏族人

家的一天几乎都是以一杯

浓香的酥油茶开启的。

位于拉萨市中心八廓

街里的桑曲茶馆，每天来往

顾客络绎不绝。大铁锅里翻

滚着的牛肉汤，餐桌上人们

爽朗的笑谈，还有老阿妈举

杯抿茶后的惬意……一幕

幕生动的场景勾勒出高原

人民的生活日常。

一碗藏面，一壶茶，张

权禄津津有味地享受早

餐。“藏式早餐不仅可口，

还很养生。”张权禄来拉萨

做生意已有 10 余年，多年

来这个四川成都人已融入

当地生活。“我每天都来茶

馆，在这里能体验到西藏

最鲜活的民俗。”

在茶馆，张权禄结交

了不少藏族朋友。“前年我

突发脑梗，是我的藏族朋

友格桑达瓦及时把我送去

了医院，第一时间得到了

救治。”张权禄的眼神流露

着感激，“我俩的友谊就像

这酥油茶一样，酥油和茶

叶是分不开的。”

一杯茶看似平淡无

奇，背后却凝结了厚重的

历史和情感，热气腾腾的

酥油茶散发出的是浓浓的

民族团结味。

西藏直到1963年才有

了第一块茶田，此前必需

的茶叶都是依靠滇、川、陕

等地的马帮，通过茶马古

道源源不断输送进藏。阿

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考

古发现了1800年前来自内

地的茶叶等实物。

千百年来，南来北往

的马帮穿梭在高山深谷

间，一条条羊肠小道上留

下了马、骡所踩下的深深

印迹。蜿蜒在世界屋脊的

茶马古道、唐蕃古道等古

商道，不仅将内地的茶叶、

红糖、日用器皿等运入西

藏，还见证着各民族饮食

文化的融合。

“酥油茶是藏餐的代

表，藏餐则是内地菜系与

西藏菜历经千年互相融合

的结晶。”西藏自治区烹饪

餐饮饭店业协会副会长沈

斌说。

作为藏餐大师，沈斌对

藏餐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

“与很多菜系发展历程一

样，藏餐也是兼容并蓄、博

采众长。”早在吐蕃时期，尤

其是文成公主进藏后，西藏

与中原地区在经济、文化等

方面的交流得到极大提升，

藏汉饮食文化的交融也随

之逐渐深化。

跨越上千年，舌尖上

的甜香早已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如今，雪域白

条、藏式包子、松茸烧鸡、

牦牛酸奶等特色藏餐深受

群众喜爱，它们是本地群

众招待来自天南海北游客

的招牌菜，成为展示民俗

的重要窗口。

“随着社会交流交往

不断深入以及人民生活水

平逐渐提高，西藏美食愈

加丰富。川菜、湘菜、粤菜

等菜系不断走进高原千家

万户，同时，藏餐也在烹饪

技艺和食材选择上不断融

合创新。”沈斌说。

近年来，藏式火锅逐

渐成为西藏餐饮的新招

牌。炭火铜锅作加热器皿，

牦牛骨汤作锅底，再配以

新鲜牦牛肉以及各类蔬

菜、菌菇等食材，香气四溢

的藏式火锅吸引着不少本

地群众以及进藏游客前来

品尝。

沈斌告诉记者，藏式

火锅与老北京涮羊肉有关

联，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后

者铜火锅的烹饪方法。近

些年，藏式火锅又进一步

丰富了食材，茶树菇、秋

葵、折耳根等一些新菜品

被吸收进来，成为当下炙

手可热的餐食。

餐饮业的蓬勃发展，

也让越来越多的西藏农牧

民加入美食大军中来。在

昌都市芒康县盐井纳西民

族乡，加加面是一张响亮

的名片。加加面，顾名思义

就是“不停地加”，每碗一

口就能吃完，味道鲜美。

“果拉丛”藏家乐老板果拉

卓玛说：“每吃一碗，就用

一颗小石头计数，来自五

湖四海的客人常常会相互

比赛谁吃得多。”

作为茶马古道上的重

要一驿，芒康县见证了许多

民族交往交融的历史，带有

西北面食特色的加加面就

是其中之一。2010年，盐井

加加面被列入西藏自治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今，越来越多的盐

井纳西民族乡群众把家里

装饰一新经营起农家乐，

实现增收致富。果拉卓玛

的生意也越做越大，目前

年收入超过 50 万元，同时

她还带动周边10名群众就

业，一起奔向好“钱”景。

民以食为天，西藏的

饮食文化在千百年的民族

交流交往交融中，不断走

向多元和精进，味蕾享受

中蕴含着浓浓的各民族团

结情。

西藏餐饮业蓬勃发展：舌尖上的甜香 心尖上的守望
文/新华社记者 罗布次仁 王泽昊

一枚鹰洋“工”字银元，见证中国红色货币史！
文/新华社记者 程 迪 陈 瑶 吴 昊

拉萨市八廓街桑曲茶馆里的服务员正在

给顾客盛茶。 摄影/新华社记者 王泽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