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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础 知 识

第一节　我国货币的千年传奇

我国古钱币历史悠久，种类繁多，绚丽多彩，有七十多项

世界之最，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相比的。

我国每一时期的钱币，都承载着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

艺术等信息，被喻为“社会化石”。

同时，古钱币以其独特的形制工艺和钱文艺术又具有很

高的审美价值，成为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货币最早可以追溯到夏朝。在此之后的漫长岁月

中，货币的外形与实质，经历了缓慢而曲折的变化。其中许多

令人费解的疑问，也恰恰是我国货币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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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为何选择了方孔圆钱？

小小铜钱为何有这么持久的生命力？

我国的纸币比西方早６００年出现，为何后来只是昙花

一现？

为什么我国的金银货币出现与流通，比西方要曲折得多？

关于我国货币，有人说，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有人说，有四

五千年的历史。之所以会有不同的看法，是因为考证的标准

不同。在我国货币史上，最早取得支付手段的是一些自然物，

众所周知，海贝便是其中之一，海贝在我国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已经取得了实物货币的地位，这个约是四五千年以前的事情。

根据科学考古的发掘资料，在我国殷商时代的中、晚期，已经

有了原始的金属铸币———青铜仿制的海贝，也就是说我国早

期的铸币孕育于伟大的青铜时代，诞生于公元前１４～１１世

纪，距今已有３１００年以上的历史。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挖掘工作进入重

要阶段，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

发现了我国最早的宫殿建筑，还有最早的造型瑰丽、工艺精致

的青铜礼器群。

１９７５年，在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遗存的一座墓葬中，出

土了十余枚海币。这是夏代的海币。围绕它们，学术界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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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场旷日持久至今未息的争论。

最早的货币非金非银，而是普通的贝壳。

史料记载：我国夏代使用一种黑色的币作为货币，后世才

使用金钱货币。由于这些记载距离夏年代很远，而且谁也没

有看见夏代有币的实物，所以许多学者始终表示怀疑。

１９７５年的这次发现，使人们终于真切地领略到夏币的模

样。这些黑色的币上面人工穿孔的痕迹，是否意味着某种用

途？海币产自遥远的南海之滨，新鲜的海币色泽莹白美丽，它

们如何辗转千里流入中原，受到夏人的喜爱？穿越漫漫历史，

这些海币在向世人显露其原始的装饰美之外，似乎隐隐透露

着一种不寻常的意味。

数百年后的商周时期，海币的行使范围已十分普遍。在

著名的河南安阳殷墟，殷王武丁之妻妇好的墓中，发现里面竟

藏有海币近７０００枚。殉币的多少标志着贫富的悬殊。

商周时期，我国“青铜时代”发展到了一个鼎盛阶段。作

为一种理想的合金材料，青铜可以制成任何一种礼器和实用

物。这些精美的出土青铜器，反映出当时青铜铸造业所取得

的惊人成就。

起初，金属的出现伴随着货币的盛行，但渐渐地，新兴的

金属似乎对天然币产生了历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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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末期，天然币开始衰落，铜矿的开采和青铜的冶炼成

了历史的主角。当时，曾用青铜块充当货币。青铜块使用时

需要称量计算其价值，所以称为“称量货币”。为了便于携带

和计数，长期受货币影响的人们，又用青铜仿制海币。铜币，

可说是我国金属铸币的开端。

一、秦推行的方孔圆钱流传了两千年

战国末期，西方秦国迅速强大了起来，这与它实施变法建

立起来的一套先进的政治、军事、经济包括货币制度是分不开

的。秦国的货币继承了春秋战国以来货币发展的精华，并有

着自己的独创。

起初，秦国规定以“两”作为秦币的单位。数年后，外圆内

方的重半两的钱问世，史称“秦半两”。这是我国古代货币史

上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秦半两更注重于实用、简约。它的

方孔穿以绳索，携带便利；它上面镌刻的“半两”钱文明示了币

值，代表着一种不可置疑的王权。

秦始皇虽然没有实现他千秋帝业的梦想，但他一手推行

的方孔圆钱，却一直沿用了两千年。

统一的货币对消除当时长期的诸侯割据造成经济发展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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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和不平衡有着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秦半两反映出古代

“天圆地方”的重要哲学观念，这样构成的宇宙是稳定不变和

天经地义的。小小的半两钱凝聚了古人的宇宙观，同时也得

到了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另外，从这种钱币的实用性看，比起

多角的铲币、易断的刀币、过小的蚁鼻钱、圆形钱是最易携带

和最实用的。

二、汉代钱币外端铸防凿的轮廓的方法

一直保留到今天

　　经过秦末长期的战乱，汉初，中央政府因无力大规模发行

货币，便允许私人，主要是那些郡国诸侯、地方豪强自由铸钱。

汉初曾经多次出现严重的货币贬值，百姓深受其害。其

实，始作俑者竟是当时民间流通甚广的一种轻小如榆荚的小

钱，仅重２克却当半两用，从而引发通货膨胀。

可以看出，汉初的货币变化很多，大小、轻重、质量混乱不

一。任民私铸，容易导致劣币泛滥。秦汉在国家经济管理方

面崇尚法家“官商之学”，其核心主张是“官山海，一山泽”，就

是主张国家完全掌握整个社会经济的命脉。提出过著名的轻

重理论的《管子》一书，更是要求国家要垄断铸币权，西汉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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谊、桑弘羊等继承发展了这一传统观点，可以说，此时我国古

代货币思想基本成形。

公元前１１３年，汉武帝废除一切旧币，铸造五铢钱。五

铢，相当于现在的３．５至４克，它外端铸有轮廓，这是为杜绝

不法之徒凿边盗取铜料之风而想出的一个绝妙的办法，今天

的硬币仍保留有这种外廓以防止盗铸。这是继秦半两以来，

我国出现的又一种重要的货币。与过去不修边幅的钱币相

比，五铢钱呈现出一种规范之美，反映出大汉鼎盛时代精细严

谨的作风和沉稳大方的气派。

如果说秦始皇首次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我国古钱圆形方

孔的形制，那么，汉武帝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货币本身的标

准化，对古代货币史和我国整个历史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

影响。

奇怪的钱币，折射出一个混乱的年代。

２０世纪末，洛阳烧沟东汉晚期墓葬中，发掘出一种奇怪

的钱币。它们的外廓被冲凿掉了。这就是所谓“剪廓钱”。剪

去又被拿去铸钱，真是“一个钱掰作两个花”，这是我国钱币史

上的一个奇特的现象。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长达数百年的大分裂大内战时

期。为了应付频繁的战争、国库空虚和满足挥霍，他们把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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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当作一个聚敛财富的手段。劣币泛滥正是这种乱世在货

币上的反映。

这时的劣币名目繁多，史料记载，当时一千钱长不过三

寸，十万钱不满一捧；还有的钱质量轻、薄、次到极点，放在水

面上竟然飘浮不沉。

三、开元通宝开创了新纪元

公元纪年转入７世纪，唐朝崛起。６２１年，唐高祖武德四

年，铸行“开元通宝”，取代隋朝的五铢钱。“开元通宝”，就像

它的名字一样，我国古代货币史经过长期的衰落沉寂之后，终

于迎来了辉煌的新纪元。

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城市规模扩大，人口数

量激增，中外交流广泛。我国商业和货币经济空前的繁荣必

然要求一种稳定和规范的“硬通货”与它相适应。

开元通宝制作精良，１０００文的材料成本就有７５０文，加

上人员劳务便几乎等同于面值。整个贞观之世，此钱币值稳

定，购买力也较高，深受老百姓欢迎。贞观初期，一斗米从隋

末的一千钱降为三五钱。

人们从过去钱币时轻时重的历史经验中得出：一枚铜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快乐学习———如何成为小理财家

　８　　　　

的重量以四克左右最为合适，这正是开元通宝的重量。唐初

开元通宝的铸行，是秦汉以来货币史上的又一里程碑。它不

再以重量命名，从古代称量货币发展到脱离了自身价格，作为

纯粹价值尺度投入流通的抽象货币，这是一种单纯的“钱”的

概念，已达到自身发展的高级阶段。

历史上钱的形成，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契约，最初人们一直

是选择某种等价物充当交易中介，但人们如果普遍接受某种

中介的话，它是否等值并非关键，比如纸币的产生。而开元通

宝正是在这一点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终唐之世，开元通宝铸造发行了近３００年，这种历朝盛行

一种钱币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在唐以后的１０００多年中，通宝

的名称和形制仍始终不灭。

关于唐朝的钱币，有许多有趣的故事。传说唐太宗时，工

匠将先做好的钱的蜡模，呈请皇帝审阅，正好当时文德皇后在

场，皇后拿蜡模的时候纤纤玉指在上面掐了一个月牙痕。结

果铸的这一炉钱背面都带有了甲痕。这个传说，提及了我国

古代铸币都要制作范、模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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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盛极一时却不幸夭折的我国古代纸币

金属铜币，发展到宋朝，已经到它的极盛期了。任何事物

似乎盛极必衰，而铜钱同样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

《清明上河图》中描绘了宋代人们运钱的一个场景：当时

的人用马车驮钱。从这目前仅存的画面资料中我们似乎可理

解铜钱衰落的这段历史。

宋朝是我国经济贸易较为繁荣的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

路的形成，大宗交易的增多，价贱体重的铜钱显得越来越不

方便。

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这里自古缺铜，很早人们便用

铁来铸钱，形成一个独特的铁钱流通区。然而，铁比铜还价贱

体重，商人们背上成百上千斤重的铁，跋涉于蜀道，苦不堪言。

历史选择了四川，作为一种全新的货币形式的发源地。

宋太宗初年，成都１６家富商集资联合兴办“交子铺”，发

行“交子”，可以在外地兑取现钱使用。我国第一张纸币在民

间诞生了。纸币一经诞生，便以其无与伦比的便利风行于世。

不久，宋朝正式发行官方交子，以后又有类似的“钱引”、“关

子”、“会子”。官方宣布可以用纸币缴纳赋税，从而赋予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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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货币的地位。这比西方早６００多年。

有意思的是，这块钞版上首段文字为“敕伪造会子犯人处

斩”，可见当时对伪造纸币者处罚之严厉。

宋产生了我国最早的伪造纸币案件。由于纸币的天生缺

陷，伪造纸币的事情在元代屡禁不绝。通过现存的一些假币

实物可以看到，假纸币的印制十分粗糙。为了防伪，古代纸币

从一开始就设计了许多复杂的图案，并逐步改进，出现了

暗记。

为什么我国古代纸币没有像西方那样顺利地发展为现代

纸币？其实，这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西方最早的纸币往往

是由银行发行的信用券，是直接为经济服务的，而我国元明清

的纸币在诞生不久即由政府控制起来，是为政府财政服务的，

当政府财政出现危机时，它的货币功能便遭到扭曲。从西方

纸币诞生的经济基础来看，当时我国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仍处

于低水平。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我国，纸币早于金银正式成为

主要货币，这是历史的早产儿。历史仍需要回过头去，按照货

币发展的客观规律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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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曲折的金银货币化之路折射出

中西方的差异

　　两千多年前，当时的楚国曾出现我国最早的原始黄金铸

币；至少在春秋中叶，我国就曾出现银铸币。

西汉，黄金在社会上层也曾广泛使用；然而，自东汉以后

１０００多年中，黄金却突然沉寂下来，基本退出了流通。

直到公元１４３６年，明英宗正式解禁，允许将税粮折成白

银征收，才标志着白银终于冲破历史长期的禁锢，而绽放出它

应有的璀璨。

贵金属货币化的曲曲折折，反映出我国古代较之西方什

么样的历史差异呢？

西方很早即采用金银货币的历史背景是：当时古希腊是

由许多城邦组成的，各个城邦之间偏重大宗贸易，而且需要的

是各城邦之间普遍认同的“硬通货”。而我国自秦汉以下基本

是统一的封建国家，长期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这种历

史条件下，老百姓日常交易量并不很大，贱金属铜基本可以满

足人们日常所需。

另一方面，我国不是金银的丰产国，这也是制约我国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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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化的重要因素。明中叶以后，我国人口、经济规模空前扩

大，商业化程度加深，海外大宗贸易活跃。历史呼唤更高价

值、更加活跃的货币角色。纸币退出历史舞台为金银货币化

提供了最好的历史机遇。

明清实行银两制，靠金属的重量和成色来确定其价格。

其中，成色最为重要。清代，我国银锭器形最为丰富，形成颇

具特色的风格。然而，我国并不盛产白银。那么，大量的白银

从何而来呢？今人也许没有想到，哥伦布发现美洲竟然对我

国的货币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１６世纪至１８世纪，西班牙、英国、荷兰、美国等殖民主义国

家与我国进行贸易，带来产自墨西哥的银币，墨西哥是拉美最

大的产银国和出口国。西方国家用银币向我国换取丝绸、瓷

器、茶叶，从而导致长达２８０年的白银大规模流入我国的过程。

当时，西方崇尚我国特产，但当时和我国贸易只有用银

币。由于刚刚实行银两制，我国银的缺口很大。西方的银元

流入我国后被熔铸成银元宝上市流通。

据估算，到１９世纪３０年代，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我国的白

银高达５亿两，是我国自产的１．５倍。如果没有大规模的输

入，明清恐怕不能顺利采取银本位的货币制度。

西方列强白银资源逐渐枯竭，适逢１９世纪初拉美爆发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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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白银来源更加紧缺。西方列强要维持具有高额利润的对

华贸易，于是便强迫我国接受鸦片。鸦片不仅毒害了我国军

民，而且反过来引起我国白银大量外流，从根本上动摇了我国

政府的金融基础。因此我国政府禁烟，英帝国主义挑起了鸦

片战争。可以说，鸦片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场争夺白

银的战争。

现在，我们考察１６到１９世纪上半叶这段历史，心情是复

杂的。我们曾在数百年间保持对外贸易的顺差，这对当时我

国的社会经济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促成了白银成为主要货

币；然而，西方列强为扭转对华贸易中的劣势而发动的鸦片战

争，又改变了我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为我国有着数千年悠久而

辉煌历史的古代货币敲响了丧钟。

第二节　人民币基本知识

一、人民币的单位名称

我国人民币的单位名称同其他国家一样，也是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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