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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经 济
“米珠薪桂”曾有时

“米珠薪桂”是说米象珍珠，柴象桂皮那么贵重。这句成语，形容物价的

昂贵。

解放战争时期，我国很多地方的物价也是“米珠薪桂”的。因当时国民党

政府行将崩溃，为了加紧向人民盘剥。国民党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

行、中国农民银行等四大准予发行国家法币的银行，不断印发纸币。有美金券、

金元券、银元券等多种。如此一来，造成货币不断贬值，物价飞涨，法币越来

越不值钱，群众称之为“湿柴”。

1947 年 4 月 19 日，在北海出版的《青年日报》，曾刊登了 1947 年 4月 6 日

北海的物价行市，其中粮食类有：上白米每斤 1，080 元，中自米每斤 1，020

元，赤禾米每斤 1，000 元，白谷每斤 660 元。土产类有：片糖每斤 1，060 元，

生油每斤 4，350 元，黄豆每斤 1，200 元。燃料类有：水火油(即煤油)53 加仑(1

升=0.22 加仑)为 566，000 元，电油(汽油)53 加仑为 43 万元。海味类有：长鱿

鱼每斤 14，000 元，大墨鱼每斤 4，400 元，沙虫每斤 5，200 元，大红(大虾)

每斤 10，020 元。纱布类有：红棉竹纱 30码(1 市丈=3.6454 码)190，000 元。

由此可见，当时北海的物价确是“米珠薪桂”的。据《北海历史》记载，

那时，往往拿 1 斤“湿柴”也买不到 1 斤大米，因而群众已对法币越来越没有

信心。民谣流行有“湿柴不交易”之说，尤其是署名为“田福进”的伪币最受

岐视。因此，在过年过节拜祭时，有些群众甚至将伪币当作纸宝来烧。在伪币

将要断气的时候，北海人民曾在中山公园举行过焚葬伪币的仪式，收殓一批伪

币在中山公园的大窝内火葬，以抗议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造成米珠薪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