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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链的光泽

原始社会的先祖们，无论是渔猎，还是耕种，得来的物

品总不免单一。为了拥有别的生活必需品，他们只能提着己

所多余的笨重物品，去换取己所欲得的物品。于是，物物交

换的交易方式应运而生。

然而，人们逐渐意识到，物物交换是多么地不便。它的

两大明显缺陷：其一是在交换中可能没有所需要的东西；其

二是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去商讨不同物品的相对价值。

什么东西能成为不同物品的价值标准呢？人们苦苦思

索，并着手尝试用牲畜、毛皮、珠玉、贝壳、龟甲等来充任

物品的砝码。当然，这种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用于再交

换的东西，最好是稀罕的，不易磨损和变质的，且易于携

带、鉴别和分割的。具备这些条件，才能有可靠性和权威

性。

在古代欧洲，牲畜最初成为交换的媒介物，拉丁语

“钱”即有牲畜的含义，可翻译成“动产”、“财产”。西

欧人医治重病，付给医生的诊费是用牲畜来计算的；而我国

古代圣人孔夫子教书时，收取学费的标准是若干干猪肉条。

这两者是何等的相似。但是，还在西欧人时兴用各种兽皮互



相交换物品时，我国已开始出现了“货币”萌芽！一种坚

硬、耐磨、便于携带的贝壳被广泛应用于物品交易场合。期

间以齿贝为通货，后被人称之为“货贝”。在我国殷周时

期，货贝十分流行，且以“朋”为单位。由于贸易往来越来

越兴盛，真贝不够用了，于是就出现了各种仿制品，如蚌

贝、石贝、陶 年，王莽篡夺了帝位，为贝等。直到公元

了复古，还将五种不同种类的贝壳规定价值，投入流通。在

我国云南一带，甚至沿用到清初。

无论欧洲的兽皮或是中国、非洲以及东印度群岛的贝

壳，都无法企及金属块带来的方便。人们觉得利用金属块进

行交换最方便，并且容易秤出重量。所以，欧洲的金属块重

量名称，逐渐演变成铸币名称，如古希伯来的“西克尔”

（金银币名），法国加洛林王朝的“利弗尔（”银铸币），意大

利、土耳其的“里拉”，英格兰的英镑等。

在我国，历代钱币虽说形式、品种浩如瀚海，但封建社

会发展缓慢，货币一直由贱金属 铜钱统领，有时甚至是

价值更低的铁钱、铅钱等。贵金属金银货币使用领域狭窄。

据考古发现，我国先秦已有银贝、银布等白银铸币，楚国还

流行过叫做“ 爰”的黄金铸币。秦始皇时代，黄金则被规

定为上币，主要用于赏赐和大宗支付。明朝中叶以来，白银

一度上升为主要货币，但铸造形式囿于成色、重量不一的银

锭，使用不便，最终遭到历史的淘汰。而铜钱却能从围猎的

原始人烧烤肉类时偶尔发现到制钱，一直为各朝统治者和百

姓所接受。我国这种特有的现象，后被历史研究者称为“恋

铜情结”。此属后话，姑且不说。但需要指出的是，正是这

种一成不变的“铜本位”，使得清朝政府在与列强贸易中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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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欺侮，又使得清廷痛下决心改铸银币。

金属铸币，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大进步。古希腊哲学

家、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年）曾精彩地描述

了货币的起源：有必要想出某些既容易管理，又能安全运

输，并且使用范围广泛和使用场合甚多的商品。有了这些商

品，便能保证人们在交换中总能得到想要的东西。金属，特

别是铁和银及其他几种金属物，恰好符合这些要求。因此，

通过一致协议，它们被用作一般的标值标准和交换的共同计

量单位。起初按它们本身的体积和重量来估量其价值，后来

为了减省大小与秤重量的麻烦，就刻上了印记。

金属铸币，是将烧热的金属块放在铁砧上，然后覆上印

模，用锤子击打印模而产生。印模表面是凹状的，扣住球状

的加热金属块，铸造后，产生凸状的金属币。公元前约

年时，吕底亚 巴比伦的椭圆形钱，与其说是钱币，还不

如说是盖有印记的金属锭。因为其一面仅有一些条纹，一面

铸印三处凹陷。

而我国商代铸行铜币的历史，却要比吕底亚人早了几个

世纪。到了秦朝，始皇帝统一了春秋战国时期纷繁的铸币形

式，改铸方孔圆钱为天下通货。除开种种猜测，有一点是肯

定的，那就是方孔圆钱当中的方孔，是为了在铸完币后，插

一根方棍，防止锉刀修整毛糙处时钱币滚动。

公元 年，古希腊人发现了研磨机和螺旋冲压机，

当时许多工匠却弃之不用，直到 年才开始使用机械设

备。至此，手工铸币时代结束，开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新

一代机制币工艺问世，后经不断改进设备，终于制造出了著

名于世的亚历山大金、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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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除四大发明之外，在

许多方面都走在了世界前列。纸币，便是其中一个典型。公

元 年，汉武帝时期，朝臣和诸侯们觐见皇帝，规定要前

用御苑中的一种白鹿皮，裁成现在手帕大小遮在脸前，使用

到稍许有些破旧时，就放到市场上高价出卖或者作为交换之

物，这就是纸币的雏形。

北宋初年，出现了丝帛制成的“纸币”，但这种纸币不

能用来直接交换物品，而只是富豪、商贾人家的票据或借

年），政条，被称为“交子”。仁宗天圣元年（公元 府

统一发行纸币，一交一缗限量发行，以铁钱兑现。客观地

说，宋元以来几百年纸币的流通史实，是铜本位向银本位推

移过程中，对于铜本位的补充和挽救。因此，史学家们称中

国纸币的产生不仅仅是早熟的，而且还是畸形的怪胎。结论

是：“交子”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但不具备先进性！

年，一个名叫帕姆斯特拉克的瑞典人创办了世界

上第一家银行，于 年发行纸币。法国政府经过研究，

于 年承认瑞典在这方面有优先权，并宣布：纸币是瑞

典的一项极妙的发明，用以促进贸易。而英国人认为，发行

真正纸币的时间，大概可以从英格兰银行建立之日开始。政

府授予英格 月 日签年兰银行发行纸币的特许状是

发的，且有可供研究的资料可稽。最初正常流通的英镑面额

为 镑、 镑、 磅镑、 、 镑，且为铜版印制。其

中 年镑纸币是 月印制，最大面值 镑纸币发

行于 年 月，前后花了九年时间。有些纸币，面值是

印刷的，币值单位却是手写的“镑”字。

从我国发端，完善于英格兰的纸币，不能不说是世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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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史中的一个革命性突破。

历史的脚步不会停留，人类发展需要更便利、更快捷的

方式。纸币即便再薄，面值即便再大，也会有不方便的时

候。且不说拎着一箱纸币周游世界的游商，有着多少烦恼，

回头看看电影《百万英镑》中的旅馆饭店，就知道票面一旦

过大，同样会给人们带来诸多不便。

怎么办？一个叫信用卡的货币形式应运而生！

信用卡是商品经济制度的产物，它完成了从商品到货币

的跳跃，成为了人们生活方式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据

说，世界 ）发行于上第一张信用卡（

年，由当时的美国加利福尼亚通用公司（现为 石油

公司）面向本公司职工和一些经选择的顾客发行，他们可凭

卡赊购汽油。 年，美国一些小旅馆、小商店和电话公

司开始向顾客发出一些筹码，准许顾客每月结算一次。但这

种账户提供的便利，只根据发出的筹码，没有进一步扩大信

贷便利。直到 年代末期，美国出现了没有使用限额的

卡，被称作旅游与娱乐卡（

，简 卡）。称

年，美国加州富兰克林国民银行作为金融机构首

先进入发行信用卡领域。接着，许多银行相继为之。到

年，美国约有 家银行发行 世纪 年信用卡。

代，信用卡遍及英国、日本、加拿大以及西欧各国，成为一

种普遍采用的支付方式。大到买房置地、旅游购物，小到公

用电话、公共汽车，无所不为。

我国使用信用卡的历史不长，它完全是改革开放的产

物。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外贸易、文化交流、旅游事业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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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发展，国外来华旅游及公务人员要求用信用卡结算的呼声

年，中国银行先后与国外七家信用卡甚高。 公司签订

办理发达卡、维萨卡 卡、万事达卡、大莱卡、百万卡、

年，中国银和美国运通卡。 行分别加入了万事达和维

萨两大信用卡组织， 年又推出我国第一张长城万事达

国际卡，从而使我国的信用卡与国际接轨。

世界货币史走过了一条必然而又崎岖之路，它的发展不

以人们意志为转移。虽然，信用卡完成了现代人对于货币构

想的实施，但它远远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地球在现代交

通、通讯等设施飞速发展中，已变成了咫尺村庄，而村民们

却各自捧着自己家里制造的货币，这怎么行？于是，欧元便

在村庄的西头悄然兴起。可以预料，货币改革将在每户人家

中酝酿孕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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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始钱币起源

由牲畜到海贝

自从人类学会了耕种，便渐渐从狩猎族中瓦解出来。森

林里跑出来的原始人类在平原盖房、种植粮食，繁衍着他们

的子孙。可他们在相对平静的日子里却怀念起动物肉的香

味。是舍家撇业重操旧业，还是满足现状甘于食素呢？

对！交换。人们用他们多余的粮食去换取肉类，并渐渐

学会饲养牲畜。他们将多余而又驯化的牛、羊、猪等圈养起

来，既作为明日之食，又可作为耕种时的动力。劳动力强壮

的原始人类家庭，逐渐有了一定物资积累，并激发他们对于

其他物资的向往。交换，无疑是一条获取的重要途径。

在没有标准交换媒介物的国度里，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充

当过价值标准。长期以来，加拿大北部哈德逊湾地区，人们

以海狸皮进行交易。在古欧洲，牲畜则是交换的媒介物。古

希腊公元前 年时，一名女奴值 头牛；一副青铜盔甲值

头牛；一只青铜大鼎值 头牛；一副镏金盔 头甲值

牛。由此可见，牲畜是交换的重要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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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距今 年前的商周奴隶制度社会期间，随

着人们交换物品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多，人们开始考虑用一种

稀有而珍贵的东西作为物物交换的“媒介”。

乌龟生长缓慢，加之龟甲不易磨损和焚毁，它被人们率

先看好。但这种货币形式究竟使用多久？其效果如何？现在已

无从考证。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只在《史记》中肯定了龟甲的

货币用途，他称：“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

币兴焉。”遗憾的是，没有细说龟甲的货币使用方式。

幸好，一个“贝”字跳入眼帘。作为货币，贝在我国古

代作为货币的使用时间很长，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改革货

币制度为止。

什么样的贝，才算是我国使用的货币？

无论是从殷墟古墓还是从辉县古墓发

掘的贝中，都发现此种贝背顶呈紫色，周

围镶着一圈黄色，通体洁白美丽，小巧玲

海贝　珑，坚固耐磨。这种贝生长在印度洋、南 　　　　　　　骨贝

海（暖海）沿岸和岛屿附近。除我国台湾、

香港和海南岛附近能觅其踪外，交趾支那沿海地区和马来半

岛也有发现。

我国中原地区用海贝取代龟甲作为货币，有其科学性：

一是中原腹地远离海洋，即便是能够到达香港、台湾和海南

去觅海贝，但交通不便，加之途中环境险恶，有去无回是经

常的事，抑制了人们的进取心。二是此种海贝神秘而又美

丽，且稀有珍贵，用它作为商品之间的“媒介物”，能让人

产生信服的感觉。说到这些原因，不能不顺便提及上海历史

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先生的最新研究成果，且作为原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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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淡水贝制成装饰物，母系氏族时期就已有之。贝类正

面酷似女性生殖器官，是一种生殖崇拜的替代物，只是到了

商周时代，才转化为货币形式。所以说，贝币的出现，也有

这方面的因素。商周以后，淡水贝渐为装饰物，而咸水贝则

为货币。

既然咸水贝不易觅得，从而奠定了它的货币地位，但它

又是如何源源不断流入中原腹地的呢？据考证，途径有三

条：贡献、俘获和交易。

《今本竹书》记载：“楚人来献龟贝。”指的就是贡献

的途径。中原腹地国家依仗权势，要求南方部落或国家进贡

货贝，历史不乏记载。直到汉文帝元年（公元前 年 ），南

粤（今广东省）仍在向汉代皇帝贡献紫贝，就是有力的历史佐

证之一。

其次，战争掠夺和交易，也是中原获得货贝的重要手

段。

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真贝日益短缺的现象，祖先们

开始寻找各种代用品充当货

币，于是石贝、骨贝、蚌贝、

玉贝、陶贝应运而生。尽管史

学家们一再声称：粗劣的石

贝、骨贝不能看成是货贝的延

续，但商代晚期的青铜铸贝，

还是在人类铸币史上留下了灿

烂的一页。

商代晚期的青铜铸贝，贝

陶贝面凸起，模铸有一道贝齿。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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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没有文字，古钱学家称之为“无文铜贝”，它被看成是我

国最早的金属铸币。

我们说，汉字的造型大多出于形象思维。“贝”字既

出，所有表示购买、出售、财富、商品、货物、财产、价

格、便宜、昂贵及其他许多与价值、交换有关的汉字都含有

表意文字“贝”字的记号，如：财、货、贵、贱、贩和繁体

、卖（賣的宝（寶）、买（買 ）等。

由此可见，要说我国的货币史，先得将“贝”说清楚。

金属钱币粉墨登场

传说，某一沙漠古国，多沙而少石，石块就成了物品的

交换媒介。由于这些石块巨大而无法搬动，人们便在上面刻

上记号，作为“不动产”。在与他人的交换中，得到足够的

物品时，石块的主人就指着一些石块说：这些石块属于你

了。于是，那些石块原地不动，却改换了主人⋯⋯

为货币所累的古代人类，太需要金属铸币了。

古埃及和西西里曾一度使用玻璃作铺币，显然不合适。

以尚武出身的古希腊重要城邦之一的斯巴达，出现了交易用

的铁块，而不是铁铸币。公元前 世纪，古希腊殖民城市拜

占庭开始使用铁币，后来我们的东邻日本也出现过铁币。但

总的来说，铁这种金属要与它的价值成比例，显然太重了

点。

公元前 年，迦太基（今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南部海港）

人建成西那库斯古城，暴君戴奥尼夏命令铸造锡币用于流

通，并被后两任罗马皇帝塞佛留和喀拉凯拉于古国高卢重新

10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