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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元大钞独白 
   
■詹克明 
 

人民币生来就像是挂着“肩章”的，其币值等阶一望而知。不似美圆那般浑化，1 美圆、10 美圆、20 美圆、

50 美圆、100 美圆都是一样的尺寸，一样的绿色。身为百元人民币大钞，在现有币制中，我已臻高位，再无

右者。然而，在频频易主的流转中，敬我者、欲我者、疑我者、妒我者、詈我者，悉皆有之。阅尽世间百态，

我不仅领略了“大有大的难处”，还感到了一点“高处不胜寒”的凄凉。诸多慨喟，杂然而生，聊以“独白”形式

诉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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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之中国，自有三样东西可以直入千家万户，咸为全社会人们所接受，那就是——“汉语”、“汉字”和“人
民币”。它们的共同品性就是：长于“交互流通”——借助于“交换”某种东西来建立彼此之间的普遍联系。在日

常生活中，人们通过语言文字来沟通信息，他们相互交换的是“句子”；在经济生活中，人们的商品交易是通

过钞票来完成的，他们交换的中介是北方人俗称的“票子”。（附注：凡属涉及事物普遍联系及其基本相互作用

者，似乎都要通过交换某种基元物——习惯称其为“子”——来实现。例如，在自然界，最具普遍意义的四种

基本联系都各有其用以交换、互相吞吐的基元物质：万有引力相互作用交换的是“引力子”；电磁相互作用交

换的是“光子”；强相互作用交换的是“介子”；弱相互作用交换的是“中间玻色子”。） 
作为“钞票”，我等最具伟大意义的功能就是——大比天下！君不见，那长度、体积、重量彼此之间原本

是不可相比的。你不可以问：“一尺等于几斤？”或者：“一立方米等于几公里？”但倘若我这张百元大钞既可

以买 50 斤大米，也能够买 10 米棉布，在经济生活中，你就可以说：一米布等价于 5 斤米。作为一种通比标

度，我能使一切“标价”，也能让一切“可比”。“可比”就是“联系”，普遍的可比性构成了普遍的联系。所以经济

学究们称我为“一般等价物”。这也正是我之所以能够为人们所普遍接纳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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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之生命在于“流通”。《吕氏春秋》称“流水不腐”，就因为它是“活水”。同理，钱币也只有在流通中才是

“活”的，故古人称“钱”为“泉”。《金史·食货志三》：“钱之为泉也，贵流而不可塞。”颜师古也曾对“钱”字小注：

“流行如泉也。”《聊斋志异》里有篇极具哲理，发人深省的短文，名为《钱流》，现全录于下： 
沂水刘宗玉云：其仆杜和，偶在园中，见钱流如水，深广二三尺许。杜惊喜，以两手满掬，复偃卧其上。

既而起视，则钱已尽去；惟握于手者尚存。 
泉布本流通之物，聚敛再多，不过是流经你这“皮囊”之冷泉，转瞬即逝。到头来，只有抓在你手里的那

两把钱才真正属于你。敛财、守财、吝财者当鉴之。钱流如水，一旦退出其法定流通，它也就寿终正寝地成“死
钱”。其中一部分也许有幸成为“文物”，跨入另一种流通，为收藏家所追逐。某君当年偶得几张崭新一角纸币

（不知算第几套人民币），顺手夹于卷中，权作书签之用，现如今市面上已标价 300 元一张。原本屈居末币的

宵小角钞，今已摇身“大腕”，足抵我大钞三张，呜呼，泉布“宁有种乎”？孤悬清寂之极致乃是被人彻底遗忘，

久而久之反而会使其酝生出难以预料的特殊价值。稀世宝藏多出于大忘之乡！ 
在广泛的流通中，我也亲眼目睹了世间各个阶层的人情冷暖，以及贫富间天犹如天壤之远的极度反差——

纸醉金迷、一掷千金者，却只为官贾买醉买笑；而山区里的穷苦大学生为凑足这几十张大钞学费，不得不举

家出动东借西求。那些平日里连一个小钱也恨不得掰成两半儿花的贫苦老人，紧握一张百元大钞硬是不肯破

成零钞来用，一旦生病入院，如陈俎几，立时快刀被宰，节衣缩食攒起的那点大钞顿如流水般汩汩流失，谁

说医院如今只备柳叶刀。更有那晦暗之中的权钱交易，自以为只有“天知、地知、己知”，却偏偏忘了还有“我”
知，因为所有这些肮脏交易都是通过我来实现的，又怎能瞒得拙币之眼睛？其实，当今世面上也只有我们这

些无遮翳的目光才算得上是阅世最深，洞察最真，看得最是明明白白。并非吾等眼光深邃超人，只因谁也不

防我们。任何伪君子、卫道士、假清官，哪怕他在家人面前都紧守其正人君子面具，整天从早戴到晚绝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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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却惟独在我们面前才会不加掩饰地以其本来面目出现，如同卸了装的戏子露出他的真实嘴脸。倘若每一

张百元大钞都把自己的流通经历原原本本、细致入微、声情并茂地记述下来，那将会是一部部精彩绝伦光怪

陆离的全景式社会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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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流通中，独有一事让我愤懑不平。目睹了官场的贵贱尊卑，同样是“衔阶”最高，我这张“钱场”
顶级大钞的处境怎么竟然与世间“官场”上高官的待遇截然相反。 

说来惭愧，在下位极泉坛，不仅没有享受到高官那般人人敬畏的显赫，反而时时处处受到人们冷峻无情

的审鉴。作为一张百元大钞，虽说头顶庄严国徽，身奉领袖尊容，但打从出厂的那一天起我就一直处于人们

质疑的目光之下。邂逅的每一位持币人都无一例外地奉行“接币从疑”政策，每转一道手都必定先要作为“疑币”
被人们彻底检验一番。商店收银台、超市收款员都常规性地备有验钞机，那些没有验钞设备的普通百姓更是

以“疑币从伪”的态度对待我们：照光看水印，转币观色变，抖动听纸声，摸捏搓甩，多管齐下，弄得我浑身

酸痒不知搔处。最让我难以忍受的还是这种形同嫌犯的精神折磨，是个人都有权把我们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

审察一番，简直到了“全民皆审”的地步。诸君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倘若换成阁下，人人对你充满狐疑，心存

戒备，所到之处遇到的又全是对你严加防范的目光，成年累月地生活在这种得不到任何信任的环境之中，你

会作何感想？但凡有点血性的人，不自杀也必定要躲进深山老林，宁与猿禽为伍，也不愿瞥见人们这副嘴脸。 
“币阶”与“官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们对于币阶越高的面钞实施的监审力度必定越大；然而，百姓

对于官阶越高的官员进行监督的可能性往往反而越小。 
君不见，那专门购置的台台验钞机仿佛就专门是为我们这些高阶钱币准备的。按说，这也合理，普通工

人、职员辛辛苦苦一个月也不过领到八九张、十来张百元大钞，倘若遇到一两张伪币，徒成废纸，对他们的

正常生活都将会产生显著影响。由是观之，对我们严加审察也是完全应该的，谁让我们级别高影响大呢。可

是你们人间的官员不也是级别越高对百姓生活影响越大越广泛越深重吗？那些贴近百姓生活的小官倒常常处

在百姓监督的视野之内，为什么对“大面值”高官的监审力度反倒不如这些“小面额”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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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所知，美国的钱叫“美圆”，英国的钱叫“英镑”，法国的钱称“法郎”，惟独我们中国钱不称“中元”，而

叫“人民币”。不单中国人这么叫，外国人也都认可这个称呼，叫它“RMB”（人民币汉语拼音的缩写）。实际上，

我这张百元大钞浑身上下到处都隐匿着“人民币”与“RMB”字样。诸君若有兴致可手持高倍放大镜随我步入这

方寸币苑，访字寻迷。先说正面：上方靠近“中国人民银行”处有五个椭圆形花纹，其内圈均是由“RMB”连接

成的封闭环形；压在其上的双钩白描“100”，每个数字框内都排满了密密麻麻的“RMB100”字样；右上角围绕

折光数字“100”的水波纹，其外缘也写满了“RMB100”字样。再看背面，那就更多了：除了纸币上沿与下沿各

有一串隐形“RMB100”外，2005 年版币纸下方，在大字“100YUAN”与方形印章“行长之印”之间，由比蚊头还

小的微点组成四个短行和一个长行。放大后立时可见：短行各含 7 组“RMB100”（四行总计 28 组）；下面长行

则由 29 组“人民币”字样连成。（1999 年版此处无“YUAN”字样，各行直抵左端，其所含“RMB100”与“人民币”
字样更是多不胜数；此外，在它的金属线上还另有 7 组“RMB100”字样。）这全身数以百计的“RMB”与“人民

币”字样清楚地标明了我的身份——我是中国人民之钱币！ 
既然我是“人民币”，也就天然地带点“人民性”，理所当然地应就我之所见、所闻、所虑、所思向我所隶

属的“人民”坦陈我的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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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该建立常规高效的“社会验官机制”，就像人人有权验钞那样，做到人人有权对官员实施监督。

而且也应像我们币界“验钞机”那样，更要时刻注重对那些影响深远，权重如山的高官进行严格有效的监督。 
其次，除了对少数违法贪官厉行严格“验官”外，对当前官场业已蔚为风气的群体性奢侈糜费也必须实施

行之有效的监管。从我们百元大钞的亲身经历来看，真正最大量汲取挥霍人民血汗的绝不仅仅是那几个贪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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枉法的贪官，更有那些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大量发生的，以“准合法”方式乌合运作的，大量挥霍百姓血汗的集

体行为。这就如同每个自来水龙头都不认真关紧，任其细水长流，这样长年累月不受节制地白白流淌，其所

浪费的水资源总量必定远远大于诸如总水管爆裂等“非常规”事故所喷发的水量。贪污受贿数百万、上千万的

高官毕竟不会很多，而以合法手段随意耗费人民血汗的行为却早已风行全国，比比皆是。钱都是通过我们大

钞付出去的，这笔账我们心里最清楚。据新闻纸统计：2004 年仅公款吃喝就用去我们 37 亿张大钞（3700 亿

元），公款出国旅游又花去我们 30 亿张（3000 亿元）。这总共 67 亿张百元大钞，修个三峡工程有 20 亿张就

够了，而支援一个山区失学儿童也只消区区三张。在一篇题为《中国有能力搞全民社保吗？》的文章中，一

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估计，每年拿出 16 亿张百元大钞“基本可以将医疗保障全覆盖”，再拿出 10 亿张百元大

钞“基本可解决包括农民在内的养老问题”。如果这一计算真能成立，那么，这两项加起来，不过才 26 亿张大

钞。可惜就官场整体而言，现行“合法制度”尚不能管住官员的一张嘴、两条腿，光是吃掉、玩掉就挥霍掉两

倍半的“全民社保”与“全民养老”。 
再看看花“卢比”的印度——人口 11 亿，比中国不过少了 2 亿人；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国民经

济总产值也远低于中国，它又比中国穷得多（印度最大城市孟买 1400 万人口中就有 770 万人住在贫民窟里）。

然而他们却奇迹般地实行了全民公费医疗，“公立医院对所有人都是免费的”；大学的学费也很低，“像新德里

大学、尼赫鲁大学这样著名的公立大学，学生几乎不用交费，学校管食宿”，公立中小学的学费也便宜得不可

思议。为什么会这样，至少有一个原因——印度官员不奢侈！“印度基本上没有吃喝风、赌博风、浮夸风、造

假风、跑官风和文凭风”。“印度人开会从不安排旅游”。“从总理以下，任何官员乘坐的都是同一牌子、同一

款式、同一颜色的国产车”。“在印度国防部大楼里，海军参谋长、空军参谋长和陆军参谋长这样的军队最高

将领（总统是三军总司令）的办公室，没有空调，夏天高温常达 45 度左右，他们的办公室里也只有电扇在转”。
（引自中国驻孟买总领事袁南生著《感受印度》。感谢这位可敬的忘年学友！身为外交官，却有着文化学者的

眼光。）当然，我的朋友“卢比”告诉我：印度也有贪污。因此我并不能肯定印度的“全民免费医疗”与“官员不

奢”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但有一点我是十分清楚的——经过我手所传递的中国官员吃喝旅游方面

的公款开销，确确实实足够全中国所有百姓实施“全民社保”，而且绰绰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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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民币”最高级别的“官币”，使我有机会度量一切，经手一切，洞察一切。并且在与外币互相比兑

的金融运作中，我也还拥有了点“世界眼光”。我了解世界，更了解中国。如今前进的中国正在走向民主和谐，

走向科学有序，走向繁荣富强，我坚定地相信，在这一进程中，伟大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真正地牢牢掌握起“验
官机”，并且首先就会牛刀小试地用它来管住官员的“一张嘴”和“两条腿”（对于一个行政秩序正常的政府，这

点起码的规矩应该不难做到）。这两点做到了，其立竿见影的效果当是：中国百姓的全民社保就有了，全民养

老金就有了，全体学生都有书读了，三峡工程款也齐了，青藏铁路的钱也够了，再攒几年也许连南水北调、

开发西部的钱都有着落了。不就是管住一张嘴、收住两条腿吗？如此利国利民之事，胡不为？倘若“验官机”
进一步再能管住各级政府争建豪华办公楼，滥用公款小汽车，并杜绝一些背离科学的“愚型工程”与华而不实

的“政绩工程”，锐减花在这方面的明知冤枉的“学费”，中国百姓的生活还不知要富到怎样的地步呢。 
有时平淡无奇的“关紧每一个水龙头”，其实际作用并不亚于完成一项轰轰烈烈的南水北调工程。然而，

在生活的哲学中，做到“关紧龙头”也许要比攻克“伟大工程”艰难得多。为官做人的诀窍，有时恰恰是：宁愿

舍命于“伟大丰碑”，也别去冒犯那千百万只“龙头”，因为没准儿每个龙头后面都立着个惹不起的人！ 
唉！当个人真难，好在与我这张百元大钞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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