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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货币石头币是什么

位于西太平洋加罗林群岛最角落的雅浦岛是一个“石币之岛”，在那里流通着一种
名为“斐”的石币，其地位之稳固甚至超过了美元。

相比大多数实物货币“持有即拥有”“交易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特性，石币
的逻辑显然更接近今天的信用货币。无论是目前已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普及的电
子支付还是各国政府正在加紧推进的数字货币，仿佛都是石币的变体。唯一不同的
是，“石”消失了，“币”留下了。

提起实物货币，大多数人脑海中首先会浮现出金银，正所谓“金银天然不是货币，
但货币天然是金银”。然而，却有一个小岛钟爱石头，而且一爱千年，直到今天。

小岛名叫“雅浦”，是位于西太平洋加罗林群岛最角落的一个岛屿。在那里，流通
着一种名为“斐”的石币，其地位之稳固甚至超过了美元。

这可不是夸张。小岛目前的法定货币是美元，但岛上的土著居民在进行重要经济活
动时，仍会选择用石币交易。

（一）

传说，公元500年左右，雅浦岛一位名叫安瓜曼的年轻渔民在航行中迷失了航向，
漂到了一座无人岛上。岛上有一种以前从没见过的巨大石块。

安瓜曼将无人岛当成了“神”的领地。后来，他用小木舟带着几块岩石回到雅浦岛
，并将其形容成是“神的馈赠”。这一说法得到了岛民的普遍认可。自此，这些在
今天人们看来就是石灰岩的石块，却成了当地人的宝贝，采自无人岛的石灰岩成为
当地人最重要的“财富”之一。

又过了500年，雅浦的一位部落酋长提议，大家一起出发去无人岛采石，并以石头
为原材料制作货币，雅浦岛的石币自此诞生。

选择石头作为货币并不偶然。历史上，凡是能被当作实物货币的物品，大多极为稀
有，且获取难度极大。显然，对于雅浦岛的岛民来说，无人岛上的石头就具备了这
个特征。一方面，当地人没有任何机械工具辅助，“手工”开采石块殊为不易；另
一方面，就算把石头千辛万苦开采出来，还得用小木舟运回来，可海上气候多变、
风暴多发，整个过程可用凶险形容。

石币的体积越大，收益就越高，这带来了两层结果。从浅层次看，石币的重量、大
小决定了财富的多少；从深层次看，由于巨型石币携带、交易太过麻烦，于是聪明
的土著居民们决定采用“记账法”，即交易双方会在众人的监督下变更石币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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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做上一个记号以显示所有权易手，所有者无须实际持有也能确保自己的财富
被认可。甚至有些时候，交易完成后，石币还原封不动地留在原主人家中。

极为夸张的一个案例是，当时岛上有户人家被公认为“巨富”，即拥有一块巨大的
石币。然而没有一个人，包括他们在世的家人，亲眼见过或触摸过这块巨大无比的
“斐”。

相传，这笔公认的巨额财富来自两三代之前，先祖的一次石币开采活动。多年以前
，他家的先祖随岛上的勇者们去无人岛采石，找到一块大得出奇的“斐”。返程途
中，海上刮起了风暴，为了保命，他们不得不砍断缆绳，石币也随之沉入海底。回
到岛上，所有人都作证说，这块“斐”的体积十分巨大，品质特别优良。岛民们认
为，石币的丢失不能怪罪拥有者，石沉大海纯属意外。且石币“存放”于海底极为
安全，无非就是换个地方保存而已，并不影响财富存在。于是，尽管今天的人们并
没有见过这块巨大的石币，但它所象征的财富和购买力还是保留了下来。这户人家
就这样成了当地巨富。

同样很有意思的一个案例发生于100多年前。1899年，德国人从西班牙人手里买下
了加罗林群岛。当时雅浦岛上没有轮式交通工具，也没有可以行车的道路，只有一
些小路连接着各个居民点。德国人想在岛上修路，要求土著居民配合。但对于赤脚
走路的当地人来说，修路实在是没什么必要，工程也始终无法真正推进。

在充分了解当地的风俗文化后，德国殖民者决定向抗拒命令的部落首领征收“罚金
”。他们委派了一个人，走遍那些抗拒命令的人家，在每家最有价值的石币上，用
黑色墨水画上一个“十”字，并宣称这些石头已经被当作罚款没收了。这个办法立
竿见影，所有的土著居民立刻行动起来，动手修路，把道路修得整整齐齐。工程完
成后，当局又派出工作人员，擦掉了画在石头上的“十”字。转眼间，“罚款付清
”，这些消失的财富重新“回”到了原来的所有者手中。

（二）

二战结束后，曾经代管小岛的美国在1960年宣布，石币不属于现代货币，但并没有
禁止其流通使用，这使得石币在土著部落中得以继续流通。

2017年英国版《国际秘闻》将雅浦岛现存的石币做了一个粗略统计，指出目前该区
域内仍有3000枚至5000枚石币，其中有700枚仍在使用，主要集中在雅浦主岛和3
个外岛的9个部落内。这9个部落都将石币当作“先祖的荣耀”，储存的越多，家庭
地位就越高，话语权也越大。

现存最大、历史最久的一枚石币现在就存放在雅浦岛最大部落的酋长法尔梅德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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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里。它高超过3米，重达7吨，大约制作于800年前。据酋长说，这枚石币的价
值约等于迎娶20位土著妻子的聘礼。但因为是父亲与外岛部落决战后赢来的，自己
不舍得使用。

目前，这枚最大的石币不仅是雅浦岛价值最高的石币，也被考古学家们认为是最具
文化与考古价值的单枚石币。

（三）

1903年，美国人类学家威廉·亨利·福内斯三世漂洋过海来到雅浦岛，岛上独有的交
易体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到美国后，他将岛上的见闻写成了《石币之岛》。
这一作品影响了人们对货币及其发展史的认识。

凯恩斯在《货币论》的开篇中便写道：“账面货币是表示债务、物价与一般购买力
的货币。这种货币是货币理论中的原始概念。”后面又写道：“福内斯的书让我们
了解到，有一个民族对货币的观念可能比其他国家的人聪明得多。雅浦岛的实践更
有逻辑，储备黄金这种现代的做法可以从中汲取很多经验。”

1991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货币学派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也高度评价了雅
浦岛的石币交易体系。他归纳说：“无论石头还是黄金，本质上都代表着一种约定
俗成的信用。问题的关键在于其是否会被接纳，被接纳的范围有多广。雅浦岛的岛
民们明显对公认的实体通货并不关心，这表明货币可以不是一种商品，而是信用与
清算构成的一套体系。”

石币现象在人类文明中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这种奇特的货币制度本质上是以记
账为特征的信用记录清算系统，体现出石币在交换过程中的两个价值：一是等价交
换时的交换价值，二是交换完成后体现的信用价值。它的特点在于其流通方式，即
流通是通过记账与债务核销、转移完成的。

（四）

雅浦岛的石币以及雅浦岛土著居民对交易的理解，在人类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吗？

其实，在更早的人类历史中也曾出现过类似的交易体系。

公元前3000多年，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并将其书写在泥板上。据
考古学家分析，这些楔形文字中很大一部分都与商业、贸易和借贷有关，涉及大量
计量单位与数量。一些学者据此认为，楔形文字很重要的一项功能就是记账。大量
从事货币理论研究的学者由此推断，人类社会最早的货币，应该就是以记账符号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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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存在的。

货币理论学说分成两个主要流派，分别为“发现派”和“发明派”。

“发现派”认为，货币是人类从自然中发现并加以运用的。“发明派”则认为，货
币是人类有商业、贸易借贷活动后，以债务为起点诞生的。记账符号或者记账单位
才是货币的本质，而实物货币只是现实中的替代品。“发明派”理论认为，货币的
定义是“一般的、具有代表性的记账单位”。它排斥任何载体，只承认抽象的“记
账单位”。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以记账单位为核心特征的现实货币体系正在深刻影响着人类世
界。目前，在全球化经济交易体系中，各国都在使用自己的记账单位作为货币单位
，例如中国的“元、角、分”，英国的“镑”等。

至今，所有英镑钞票上仍然印着这样一句话：“I promise to pay the bearer on
demand the sum of × Pounds.（我承诺按要求向票面持有者支付×英镑。）”这
与英镑的起源有关。毕竟，最初的英镑纸币其实就是国王向银行家借贷后，给予银
行家的抵押书，王室签名的承诺让这样的信用和债务关系有了法律效力，并受到法
律的保护。

这也是石币尤其引起经济学家广泛兴趣的原因所在。

相比于大多数实物货币“持有即拥有”“交易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特性，石
币的逻辑显然更接近今天的信用货币。

如今，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享受着信用凭证带来的便捷。从信用卡开始，交易变得越
来越快捷、容易、普及。从本质上说，信用卡交易、储蓄卡交易、电子支付的交易
与石币岛的交易如出一辙，只不过，银行扮演着岛民监督的角色，各种信用凭证的
交易记录如同在石币上做上记号留下的痕迹，一切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相似。

我们很难判断货币交易的发展演化究竟是自然选择的回归，还是这个世界的创新引
领者们有意为之。但毋庸置疑的是，无论是目前已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普及的电
子支付，还是各国政府正在加紧推进的数字货币，仿佛都是石币的变体。唯一不同
的是，“石”消失了，“币”留下了。

石币矗立在雅浦岛上静静地见证着世界的变化，而我们则在更加便捷、创新的交易
体系中体验着世界的多姿多彩。人们都说，“数字货币是数字经济时代货币的新形
态”，也许在后面还应该补上一句，“这样的新形态未尝不是一种回归”。（银 晟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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