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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肯塔基州伊麗莎白市警察局長魯本•加
德納對記者稱，肯塔基的一些法律條文可以用
「愚蠢」兩字來形容。譬如在肯塔基的法律文
本中，有一條就規定人們每年必須至少洗一次
澡，否則就將面臨處罰。加德納說：「在肯塔
基州，還有好多愚蠢和瘋狂的法律。」  
　　另一條肯塔基州法律條文規定：「任何一
個女人都不能穿著遊泳衣出現在本州的公路
上，除非她身邊有至少兩個警察護送，或者她
手中拿著一根棍棒。」這條法律條文的後面又
畫蛇添足地補充道：「這條法律條文不適用於
那些體重低於90磅(約40公斤)或體重超過200
磅(約90公斤)的女性，當然它也不適用於母
馬。」加德納還為記者找出了許多肯塔基州的
奇怪法律，其中包括：向在公共場所演講的人
扔雞蛋或扔西紅柿將要坐牢1年；將小雞、小
鴨、小兔子染上顏色後出去兜售也屬非法，但

如果它們的數量超過6只就另當別論。  
　　佛羅裏達州一條法律還剝奪了未婚女子在
星期天進行高空跳傘的權利，如果違反了這條
法律，理論上這名女子將被罰款或坐牢。佛州
的另一條法律規定，如果大象被主人繫在了某
個停車點，那麽它也該像汽車一樣交停車費。  
　　據報道，美國科罗拉多州的搞笑法律同樣
絲毫不遑多讓，丹佛市一條法律條文規定，在
日落以後必須向前走，如果倒著走路就屬非
法；哈特福德市的一條法律禁止人們用雙手倒
立行走過馬路；此外該市還有一條法律規定，
男人不准在星期天親吻妻子，否則將被罰款。
　　在伊利諾斯州紮伊恩市，一條法律禁止任
何人將點燃的雪茄給貓狗或其他任何家庭寵物
抽。伊利諾斯州諾姆市一條法律則禁止人們對
狗做鬼臉，否則將面臨罰款、逮捕或監禁。  
　　俄亥俄州波爾丁市一條奇怪的法律稱，如

果一條狗在公共場所大吠不止，警察可以用咬

它的方法來使它安靜。  
　　俄亥俄州法律規定，一個已婚男人乘飛機
時必須攜帶自己的妻子，但如果他結婚超過12
個月就不必了。堪薩斯一條法律禁止在機場上
打嗝，大概是怕打嗝噴出的氣息太大，將飛機
「吹跑」，而特拉華州的一條法律禁止在飛機
上打噴嚏，估計是怕將飛機給「震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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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說說布幣，布幣最開始還是一板一眼的按照
農具的形式，上面留一個可以穿木柄的洞，叫空首
布，有平肩、斜肩和聳肩的區分，後來做著做著，
上面的圓洞就省略了，體積也不用再刻板的按照和
農具1：1的比例，改良之後叫平首布。刀幣則開
始時候只流傳在齊、燕，後來各國也隨行就市的承
認了這種柄端有圓環，柄身上有裂溝的大家夥，能
流傳到今天最有代表性的要說齊國的刀幣。齊刀一
般重大約一兩，面文均有「法化」的字樣，始鑄於
齊桓公小白當政的時期，那時候是齊國最強盛的時
候，因此所用銅質十分精良，相比之下，燕國鑄刀
幣直到戰國前期才開始，燕國刀幣要麽刀首尖銳，
要麽刀身圓折，遠不如齊國鑄幣厚重，比「尖首
刀」更牛的是「針首刀」，前面簡直就是一個刺
刀；連花的錢都這麽有暴力傾向，也難怪落魄的太
子丹要刺殺秦始皇，如果荊軻當時能帶上兩把國產
針首刀，估計倒在柱子下面拿這個當暗器還能再支
撐上一陣子，沒準兒行刺計劃就成功了呢。至於趙
國，單純是與燕、齊兩個近鄰的商業需求，才在戰
國中期改鑄刀幣，形體輕，刀身直，面文也不忘了
寫上模鑄的地名，既然是單純的想老實巴交做點生
意，因此趙國刀幣也是老實巴交的圓滾滾模樣。
       不久，秦始皇大手一揮，「六國畢，四海一」
，車同軌，書同文，貨幣也是首當其衝，贏政大叔
一聲令下，各國都得推廣使用秦國秦惠王時候就有
的半兩錢，其實秦國的錢在國內也是分兩大類，一
種是圓形圓孔的圜錢，沒有外廓，一般上面都標註
出「珠重一兩」以示童叟無欺。另外 一種才是大
家印象中的圓形方孔錢，一般都有外廓，面文有「
兩甾」、「半兩」兩種。大秦帝國建立之後，銅錢
被稱作下幣，再往上就直接是以鎰為單位的黃金。
荊軻刺秦王的故事大家還記得吧？其中拿隨身背著
的藥材包砸荊軻的那個御醫夏無且就因為護駕有功
被賞賜了黃金二百鎰，要是拿到今天的匯率，恐怕
要值四千萬，足以讓夏家三生三世都衣食無憂了。
也不知道為什麽那時候賞賜功臣都是大手筆，動輒
百金千金，《戰國策》裏提及黃金百斤或者百鎰以
上的例子竟不下三十處。
     秦國還流通過一批紀念幣，一種面文是「文
信」，一種是「長安」，前一種由贏政不明不白的
那個親爹呂不韋自己鑄造發行，後一種是贏政的小
老弟長安君的作品，倆人最後都是因為叛亂而丟了
性命。秦始皇規定的方孔圓錢居然成為之後中華大
地兩千多年的主要貨幣形式，雖然他的大秦帝國沒

有承傳萬世，幣制卻流傳下來，他在地下宮殿也該
安心了。說來先秦到漢初，因為大多只要一面有
字，因此所用的土範都是只需一面由工匠刻畫上文
字，澆鑄的時候另一面隨便找個光面的石頭什麽的
當底托兒，錢鑄好了之後把土範摔開，因此一來漢
之前沒有銅制的母錢當範，二來秦時的錢也沒有任
何兩枚能完全一樣。
        又過了不久，天下改姓劉，農民出身的劉邦尋
思著不來點改革措施顯得自己怪沒水平的，但那時
連年戰亂，經濟幾乎半崩潰狀態，劉邦還是個小公
務員的時候，說是有一次去咸陽出差，周圍一幫朋
友一看這也是個不大不小的事兒，於是掏腰包隨份
子，都給了他三枚半兩錢。而只有蕭何偷偷給劉邦
五枚半兩錢，當然一下子就把自個和劉邦的關系拉
近了一大步，因此劉邦當上天子封賞功臣之後，一
邊罵武將們都是獵狗，一邊給蕭何的食邑多封了兩
千戶，估計蕭何的這個案例可以說是中國經濟史上
投資與回報之比最懸殊的一個了。
        劉邦建立的大漢王朝，看起來天下三十六郡
是挺地大物博，實際他能真正說了算的不超過十五
郡，又不能增加額外的開支，因為財政大權掌握在
老婆手裏，所以只能把半兩錢再稍稍減點份量，把
黃金的單位改成斤，同時默准天下可以私自鑄幣。
畢竟天下誰也沒有他老劉的銅多，私鑄合法化的最
大受益人最終還是劉邦自己。老百姓拿點銅出來可
不容易，得精打細算著用，因此民間鑄造的半兩錢
只有榆樹錢兒那麽大，直徑在一公分左右，份量不
夠，錢也就不值錢了，緊接著爆發的當然就是通貨
膨脹，當時一石米據說要一萬錢，估計光把那一萬
錢數上一遍，所耗費的體能和營養也就相當於一石
米了。到了呂后執政時候，覺著民間私自鑄錢實在
是危害了皇家的威嚴血統，因此一紙告示貼出來，
民間只能用新發行的重八銖的半兩錢，要說呂后是
個勤儉持家的好主婦，雖然照秦制規定的十二銖為
半兩少了三分之一，但是照比自己老公扔下那爛攤
子上滿地的榆莢錢，又已經多了五銖。
       漢文帝時候，看著經濟實在不景氣，於是再
次仿效爺爺，允許民間可以私自鑄幣，而且象征性
的出了個標準，錢重四銖，仍稱半兩。這樣一來，
要是哪個官員的治下有個礦山可真叫發達了，別
說，文帝時候還真出了這麽個人物，名叫鄧通。鄧
通本來家境還算可以，拿今天的標準衡量也算是中
產階級，可是他老爸一輩子沒當過官，就一心讓兒
子替自己實踐這個夢想，於是自費把兒子送到長安

城裏當上了一名皇家合同工，分配的崗位是在未央
宮旁的人工湖上替皇上劃船。說來也巧，一天晚上
文帝做夢，夢見自己頭頂上有個上天的梯子，他就
墊起腳尖的往上夠，但怎麽也夠不著，這時候後面
一個年輕小夥兒使勁推了一把，把他推了上去，文
帝回頭正想說一聲Thank you呢，小夥子已經跑沒
影兒了，隔了幾天，文帝去湖上玩兒，正瞅見鄧通
劃著槳在跟前晃來晃去的，再一看，就是夢裏那小
夥嘛，叫上來一問名字，鄧通，諧音就是「登通」
，正好是登天通暢的意思。於是心中大喜，把鄧通
留在身邊寵愛有加，沒啥事兒就賞幾萬錢，官兒也
越封越大，就這樣，鄧通從一名平凡的撐船工人崗
位一直幹到了在大夫的爵位裏最高的上大夫。有一
次，文帝把一個相士請進宮中，給大家輪番看看相
討個樂子，相士給當今天子看相，當然逃不出「隆
準龍顏、龍睛鳳目」那樣的套話，文帝就讓相士看
看鄧通，沒想到相士搖搖頭，冒出一句：「這家夥
以後準保得貧病交加窮死餓死。」文帝一聽，樂的
差點沒從龍椅上翻下來：「這回老兄你可看走眼
了，他窮不窮不是我說了算嘛。」於是當即下令，
把鄧通家鄉附近的大小銅山都賞賜給他，準許他隨
意鑄錢。鄧通的老爸樂呀，覺得這兒子可真沒白
養，於是緊鑼密鼓的開了個鄧氏第一鑄幣廠，老
伴、女兒、女婿七大姑八大姨的統統上陣，采銅、
燒炭、鑄錢，自己則親自擔任質量監督小組的組
長，保證鄧家的錢光澤亮，份量足，厚薄勻，質地
純。漸漸的把以發行量大佔優勢的吳王劉濞鑄行的
吳國錢都比了下去。
       等到文帝駕崩，景帝即位，鄧通的好日子就進
入了倒計時，先是沒啥理由被免了官，在家等候處
理，不久，就有人拿鄧通鑄錢說事兒，調查了一陣
子，家產全部充公不說，並處的罰款弄的鄧通一下
子從億萬富翁變成了億萬欠債，房子也沒了，只能
寄居在別人家，在別人家白吃白喝，就得看著人家
的臉色，吃好吃壞啦，有上頓沒下頓啦，不久真就
應了相士的話，窮死餓死了，說他富可敵國、事業
有成也好，生命燦爛了一把也好，最後也沒逃脫荒
草一堆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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