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斐济蝉非常罕见：在斐济，每八年才能看到

一次斐济蝉。这种生长于斐济最大的主岛—维

提岛的、后背光亮的黄色昆虫取代英女王伊丽莎

白二世，登上了斐济 100 元面钞。

2012 年，斐济决定在其货币上突出本土国家

遗产，以起到保存、保护和推广的作用。这个位

于南太平洋的岛国并不是第一个将本国的动植物

印在货币上的国家。南非、新西兰和巴西也在自

己的货币上印有本国独有的生物，如大象、猎鹰

和乌鳍石斑鱼。而在斐济，其中很多动植物已经

处于极度濒危状态，或者很长时间未在野外被观

测到了。

例如库拉威鸟（kulawai），或又称为红喉吸

蜜鹦鹉，是斐济最小的鹦鹉，仅生活在斐济 332
个岛屿中的 4 个岛上。这种全身绿色、嘴巴和尾

巴处有橙色和黄色斑点的小鸟最后一次被看到是

在 1993 年，人们推测它可能沦为外来入侵物种老

鼠的猎物。如今，这种鹦鹉似乎已经灭绝，但它

却在斐济唯一的塑料钞票（5元钞）上获得了永生。

面额为 10 元的钞票上印有斐济虾虎鱼，这

是一种生活在斐济丘陵地带水流湍急的河流中的

淡水鱼。20 元钞上印有斐济海燕，这种鸟只生活

在一个名为 Gau 的岛上，因此又被称为 kacau ni 
Gau。专家认为，这种非常罕见的鸟现存不到50对。

前斐济国家航空—太平洋航空公司曾使用这种

鸟作为其形象。

除了纸币以外，斐济国家储备银行还在其硬

币上采用了其他的本土物种，包括蓝子鱼、果蝠、

鹦鹉、波纹唇鱼、鬣蜥蜴和游隼。

唯一入选该套新版货币的植物是斐济最为有

名的扶桑花（tagimoucia），它仅生在斐济的一个

岛上。“人们试图在斐济其他地方种植这种植物，

但都失败了，”斐济国家储备银行货币与公司服务

组的负责人苏珊·库马尔（Susan Kumar）这样说

道。从提出设想到 2012 年正式发布，她全程参与

了新版货币的相关工作。

“把斐济独有的动植物印在货币之上，我们

希望以此唤起人们的关注，为我们的后代们保护

这些生物，”她说。“例如，以前就没人谈及保护

斐济蝉的紧迫性。而在去年这种小昆虫再次现身上图：斐济5元钞，印有红喉吸蜜鹦鹉。下图：斐济10元钞，印有斐济虾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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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济的动植物货币

斐济决定在其货币上突出
本土国家遗产，以起到保
存、保护和推广的作用。

货	 币

这个岛国在其货币上充分展示了自己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埃斯特·巴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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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一些报纸刊文提及此事。”

出现在纸币和硬币上的内容的选择是由一

个专家团队决定的，包括斐济国家博物馆的生物

学家、历史学家，以及不同行业的专家。库马尔

说，在国家储备银行行长巴里·怀特塞德（Barry 
Whiteside）的领导下，委员会很快就决定采用动

植物这一主题。对于她而言，真正让她感到兴奋

的是亲眼看见东西被设计出来，有些借鉴了英国

德纳罗印钞公司前高级货币设计师路易斯·莫里

斯（Luis Morris）保存的样本。

她说：“当我有一次打电话给路易斯，谈其

他一些事情的后续情况时，他正在忙着画扶桑花

的花瓣。他并没有就此停笔，而是一边和我说话，

一边画着，并随后发给我画好的花瓣。这件事让

我记忆深刻，每次看到这套货币时都会想起来。”

库马尔说，人们非常喜欢这套新版货币。“这

套货币色彩鲜艳、充满生机，人们可以将纸币和

硬币上看到的东西联系起来—这就是我们国家

的自然历史。”然而，这一充分展示本土丰富自然

资源的举动也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转变：78 年之后，

这个英联邦成员放弃在其货币上采用英国皇室人

物的头像。

这套印有斐济动植物的货币因其视觉艺术

性、复杂的技术以及清晰地反映该国的文化遗产，

在 2013 年获得了地区年度货币大奖。

埃斯特·巴拉日（ESZTER BALÁZS）是《金融与

发展》的工作人员。

上图：斐济100元钞，印有本土斐济蝉。下图：斐济20元钞，印有一只飞翔的斐济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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