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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乾德二年 （公元９６４年）。这一年注定要发生一件改变巴
蜀人命运的大事。

汴都开封，皇宫之内，崇元殿外，宫殿巍峨，庄严肃穆，呈现
出皇家气派。

崇元殿内，正值早朝。宋太祖赵匡胤身着黄色龙袍，头戴朝天
冠，高居宝座之上。文武百官分列阶下。

赵匡胤：众卿家！后蜀孟昶，甚为可恶，朕还没去剿他，他倒
先联合北汉想来夹攻我汴都。也好，也好，朕倒正好师出有名。令
忠武军节度王全斌等统军六万，指日灭蜀。把孟昶那厮，记住，还
有他那个娇滴滴、清凉无汗、一身体香的花蕊夫人，统统给朕带回
来！不得毫发有伤！王将军，你懂的！

后蜀孟昶之妃花蕊夫人，美艳无双，王全斌当然清楚皇上的心
思，遂朗声答道：末将遵旨！

赵匡胤：哦，听说他们用的那个溺器，也就是屎盆尿盆，都用
七宝镶成。也要给朕好好地带回来，朕倒要看看，孟昶究竟奢侈到
何等程度！

王全斌：遵旨！

王全斌领军出征，飘扬着宋、王大旗的宋军直奔后蜀，铁骑雄
壮，步军严整，浩浩荡荡，烟尘滚滚，一路所向披靡。

剑门关前，宋军攻城，箭如雨下，刀枪相交，杀声震天。一路
宋军从小路绕道潜入关内，内外夹击，后蜀军败溃，丢盔弃甲，尸
横遍野。剑门关城头飘起大宋旗帜。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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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后蜀皇帝孟昶率百官及妃嫔出城投降。

王全斌把孟昶及花蕊夫人一干降虏，解回汴都开封。这天，崇
元殿内，宋太祖稳坐龙椅，居高临下。

孟昶携花蕊夫人等拜伏殿下，山呼万岁。

赵匡胤：孟卿家，朕派人把你请来同朕共享富贵，宫殿都为你
准备好了。你可带你的徐妃花蕊夫人随时入宫觐见。

赵匡胤一双色迷迷的龙眼，扫射在花蕊夫人身上。花蕊夫人身
着素衣，如梨花带雨，千娇百媚，楚楚可怜。

孟昶、花蕊夫人：谢陛下隆恩！

宋太祖见过花蕊夫人之后，竟朝思暮想，再难放下。一日，命
人请孟昶入宫。

赵匡胤与孟昶宴饮，觥筹交错。

孟昶回府倒在床上毙命。

赵匡胤闻讯，亲自到孟昶府第吊孝。

一身缟素的花蕊夫人进皇宫谢恩。

赵匡胤大喜：夫人真要谢朕，那就随朕来吧。

赵匡胤喜滋滋地牵着花蕊夫人的手，进入皇宫后庭，帐帷之
中，抱花蕊夫人于龙榻之上，尽享其千娇百媚。

第二天，宫里传出圣旨：奉天承运，皇帝敕曰，兹特封花蕊夫
人徐氏为淑妃。

几天之后的早朝之时，太监扯着尖厉的嗓子喊道：奉皇上之
命，把孟昶的七宝溺器呈上来。

四名宫人抬着一个大漆盒上殿，华贵异常。打开漆盒，锦缎包
裹，数层之后，方显露出七宝镶成、晶莹剔透、珠光宝气的坐便
器。

赵匡胤：孟昶这厮，果然太过荒淫，便溺之器如此，餐寝之具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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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知何等奢侈！此等人坐江山，岂能不亡国！给朕拿下去砸了！

赵匡胤还不解气，再下命令：给朕把蜀地金银、铜钱、器皿统
统收归国库；天下各州郡，金银、铜钱、器皿一律不得流入蜀地。

蜀中无论官商军民，统统只用铁钱！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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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５０年后，北宋大中祥符七年 （公元１０１４年），益州成都。

仲春时节的成都，气候宜人。青瓦楼房，粉墙厚砖，青石铺
地，街道整洁，酒帘高挑，商铺林立。蜀锦、蜀绣庄，糖霜 （冰
糖）铺、盐铺，楮纸及文房四宝店，珠宝铺星罗棋布，各色物品琳
琅满目。街上人流如织，熙熙攘攘。纸坊、交子铺、印坊忙忙碌
碌。茶馆、酒楼，热气腾腾。好一幅益州 “清明上河图”。

城东，锦江码头，江水清澈，江边帆樯林立，上船的、下货
的，繁忙不已。沿着不高的石阶，拾级而上，前行不远便是东门。

巍峨的城墙上镶嵌着一方石匾，上面两个隶书大字：成都。进入城
门，往南，便是一条繁华的街道———交子街。街上除了蜀锦、蜀绣
铺、杂货铺之外，更多的是专门存取钱款、汇兑、借贷的钱庄———

交子铺。这些交子铺一户挨着一户，墙壁上大书用圆圈起来的
“钱”字，还插着一面面画有 “钱”字形的小旗，迎风招展。这一
溜的交子铺，气势雄伟，屋轩柜高。在街道中间，坐落着一家格外
醒目的交子铺，大门上方黑漆金字匾高悬：卓鑫号。

卓鑫号内，柜台外，伙计忙着数一串串的铁钱；柜台内，账房
忙着填写存钱收据，盖上卓鑫号的印章。

伙计：存钱１０贯，收保管费３００钱！①

账房回应：存钱１０贯，收保管费３００钱！

账房填写好收据，盖好印章。

账房：客官，这是您存钱的收据交子，请拿好了。

４００

① 本书是影视文学剧本，人物对话不加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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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两眼一瞟：没错，请了！收好交子，出了大门。

这时，等待存钱的人一直排到了街上，足有几十人，身边都堆
满了装钱的麻袋。

店内。

伙计甲擦擦额头上的汗水，伸伸腰。

伙计甲：哎呀，存钱的人怎么那么多嘛，数钱都累惨了！

伙计乙：是啊，库房都装不下了，怕是要跟老爷说下该怎么办
哦！

大慈寺旁的一条街上，店铺林立。一个小姐模样的姑娘，身边
跟着一个丫鬟，再后面跟着一个挑担的仆人。一担箩筐里装着一串
串的铁钱，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挑起来也不免气喘吁吁。姑娘走进一
家蜀锦铺，丫鬟和挑担的小伙也紧跟着进去。蜀锦铺伙计殷勤地招
呼，并拿出上好的蜀锦让小姐挑选。

小姐一番挑选，在中意的两款蜀锦上一指，这个，那个，一样
半匹。

蜀锦伙计：好嘞，我给你包好。

小姐回头叫仆人：张三，点钱。

蜀锦铺伙计：点好了，你这一担钱刚好！

仆人张三挑着两抱蜀锦跟着小姐和丫鬟走出蜀锦铺。

仆人张三：这下轻松了！怎么这蜀锦那么贵呢？

丫鬟回头白了张三一眼：贵？你晓得不，买一头牛要拉一车钱
去呢！

离交子街不远的一条小街上，有一个菜市场，以街为市，两边
摆满了春季时令蔬菜，还有水果摊、肉摊等夹杂其间。街上人流如织，

人们走走停停，称菜的，讨价还价的，吆喝的，声音此起彼伏。

两个丫鬟抬着一个篮子，里面装满铁钱。另一个丫鬟还用一只
手提着一个空篮子。这是卓府丫鬟春花和秋月，她们正向菜市走
去。

春花：哎呀，买个菜都这样恼火，这个钱比菜都重！

秋月：是嘛，老爷说过，现在铁钱不值钱。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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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花：咋个不用金、银、铜钱嘛？

秋月：听老爷说，开国的太祖爷说了，不准我们蜀人用金、

银、铜钱。据说太祖爷恨前朝的蜀王孟昶太奢侈。

春花：那关我们这些老百姓啥子事嘛！

秋月：你没听说过哇，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听说太祖爷虽然
不喜欢孟昶，但喜欢孟昶他老婆花蕊夫人！嘻嘻嘻！

春花：你这死女娃子还啥子都晓得！哈哈哈！

两人一边说笑，一边往菜市去了。

菜市街道两边都是菜摊。所谓菜摊，也就是进城卖菜的菜农，

在挑菜的两个箩筐上面各覆盖一个箩筛，箩筛上摆放几种蔬菜。菜农
看来已经卖出不少菜了，每个人身边都堆着一摞串在一起的铁钱。

菜农甲：现在卖点菜也太累。

菜农乙：可不是嘛，早上挑一担菜进城，差不多要卖大半天才
卖得完。

菜农甲：卖菜辛苦倒没得啥子，恼火的是下午还要挑几十斤铁
钱回去。这不是两头受累嘛！

菜农乙：大哥你说的是，又不可能天天买成东西带回去。我想
可不可以找个交子铺把钱存起来，一打听，天啦，存１００钱就要收

３个钱的保管费呢！

菜农甲：就是嘛，那不等于白丢了些钱，划不来。还是只有累
自己，挑回去。

菜农乙：唉，莫得法哦，命苦！

这是一条充满脂粉味的街道，这里的依红院艳帜高张。院里养
着全成都最漂亮的姑娘。此时正值华灯初上，依红院红灯高挂，洋
溢着一片暧昧的气息。

来呀！进来玩呀！别光瞧啊，过来嘛！

几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妓女，身着鲜丽的蜀锦，正在依红院门
口招呼行人。

一阵 “得得得得”的马蹄声传来，一个身着华服、公子模样的

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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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坐着马车隆隆地驶过来，众姑娘蜂拥而上：哎呀，王相公来啦，

快请！

一个妖冶的姑娘过去拉住公子的袍袖，一边抛出一个媚眼：哎
哟，您都好久不来了，人家都想死您了！

王公子回头一看，顿时两眼放光，伸手便在那女子脸上摸了一
把。女子羞却地躲闪。

王公子：是红袖啊，你不是说想死我了吗，我看你活得上好
嘛，人也更漂亮了，是不是又有哪个公子的雨露把你滋润安逸了！

红袖：王相公莫乱说，小女子一直为你守身如玉呢！就是您让
我等得好苦！

王公子叹了一口气：唉，不是爷不想来玩，现在来一回也太麻
烦了。你看，我要拉一车铁钱来才玩得起呀！快喊几个壮汉出来，

帮爷把钱扛进去！

红袖拉着王公子往依红院里走。

红袖：公子，您先跟我去房里，吩咐他们去搬钱就是。绿萝，

你快叫人把王相公的钱搬进去！

旁边一个女子应了一声，飞快地跑进去了。

王公子搂着红袖的细腰进了依红院。

几个壮汉出来，从马车上扛下一袋袋沉重的铁钱，气喘吁吁地
躬着身抬进院去。

夜色中，一座府第前灯笼高挂，亮如白昼。台阶之上，朱漆大
门紧闭。大门之上，一块黑漆金字大匾，上书 “卓府”两个大字，

笔意含着浓厚的魏碑味，显得古朴端庄。后院书房里，卓府主人卓
钺正在同管家徐可恒说话。书房古朴，几案上摆着文房四宝。博古
架上，几样古玩，无非古砚、古盘、古鼎、罐器之类。一壁书橱，

满满都是线装书。卓钺４０出头，身材颀长，白面黑须，高鼻梁，

国字脸，一脸书卷之气，显得儒雅潇洒，气度不凡。管家徐可恒略
长卓钺七八岁，少许胡须中已有些花白，脸瘦削，背稍勾。

卓钺和徐可恒坐在茶几两边的圈椅上，茶几上摆两盏盖碗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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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可恒：老爷，这一阵生意越来越难做啊！今天卓鑫号掌柜
说，钱库已满，好些存钱的人都打发走了。这样下去怕是要得罪我
们的衣食父母哇！

卓钺略显忧虑：是啊，万货楼、蜀锦庄、杂货庄、七宝楼也来
报告，都说铁钱胀库。连堆货的仓库也装了不少铁钱。

徐可恒：这个铁钱也忒贱了。我们去遂州买糖霜，果州买蚕
丝，荣州买绿蚁酒，差不多买几车货就要运几车钱去，甚至钱比货
重。我们的车队来去都不轻松。不仅如此，还怕强盗劫道。

卓钺：可不是嘛，按现在的市价，一斤盐就正好抵一斤铁钱。

这倒好，买盐时不用数钱，直接称钱就对了！呵呵！

徐可恒：老爷啊，您读的书多，做生意在我们成都城里也是没
人比得上的。您有没有好主意化解这个铁钱之困呢？

卓钺：这一阵子，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事。唐时就有了 “飞钱”。

就是客商出门买货，带着大笔银两不方便，便在当地钱铺汇兑到买
货之地。钱铺给他出具一张汇票。客商带着汇票到了买货的地方，

就可在当地的钱铺兑成现银买货了。我们的交子铺比如卓鑫号也在
做汇兑的业务。假如别人信得过，我们在做大宗生意时，拿这种汇
票去抵现钱，不是就方便多了吗？

徐可恒：老爷呀，您这办法在江南扬州、苏、杭、金陵那些汇
兑业务发达的地方当然没问题。可是就在本城买个东西，或者到其
他州、郡、县上去买货，怕是行不通啊。

卓钺：是啊，这正是让我头疼的地方。

徐可恒：老爷也莫太过焦虑，以您的才智，早晚会想出好办法
的。您早点歇着，别累坏了，我先告退。

卓钺待管家走出书房，信手从书橱里拿出一册书来，似乎想在
书中找答案。他翻了数页，失望地扔下。然后又自我解嘲似地苦
笑：唉，古人哪会遇到我们今天这种被钱多钱贱难倒的事呢？

卓钺来到卧房。夫人王氏已经熟睡。卓钺轻轻解衣，熄烛，躺
在王氏身边。想起生意上的事，辗转反侧。许久才沉沉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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