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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雷货市的使患和借贷活动早己发生并逐渐发展着，但"货

市野和"金融市这部个名词，却是近代才通有起来的。

在春秩战国以前，必货"与在币 P 是商个不同的模念。()哥

斗L> 中有货贡与币贡之分，货指珠虫，币指皮币。春软战国时，

布串成均重要的支付手段，"货"和"币"的区分也渐渐不明显

• 了。 f管子》书中有"先王以珠玉活上币，黄金均中币，万布均

气F 币野的话，班噩说 a货谓布、事可衣及金、刀、龟、员费识

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可晃"货"和"币纱已由原来不爵

的意义变荒混合不清了。 f后汉书)(南朝宋茬哗[398-445J撰〉

《公孙述传享有"述废锯钱，置铁钱。货币不管，百姓苦之纱，

《党武帝纪下，有必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串、金、粟野的

话，"货币"二字己联在一起。彭信戚在f中国货币史》中讲，大

概在唐代才开始有人用"货市"11=是一个单一的名词，并举出

唐张九龄一篇文中说 a故古之均钱，将以通货币 9 ，完蕴也说

过"自怜已南，以金银玛货币纱。这比前述史实晚约二百年。然

商南北勒和唐代虽已有人联副货币"二字作劫一个名词，但此

后并未流行，暑及其后的茄代《食货志》及《通考》等书中，都用

"钱币'二字，在剔的书中也称 u货泉P 、 4钞币 P 、"幸运钞"

等等，却不见称货币的。直到清末中国掠设银行和改革币制之

时，"货币"一说才较荐广泛地使愚起来。先绪二十五年(1899



年〉军机夫臣奕勘等人的奏据中、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出

使俄国大臣胡?在键的奏苦和驻美代办公使沈桐致美外部接会所

甜的"觉书"中，及度支部尚书载泽等的奏括中，都曾使用

"货币'一词。康梁变法维新的奏议或著作中，多以古语赋以

新意，如康有茄子先绪三十一年 (1905年〉著4翠财救国瓷)，

在其币翻中就使培"货币 P 一词，梁启超于1904年著《中理货

市间题去一书，更是专门论述货币的，犬模从这时起，"货币"

才成均社会上施有的名词，具有了现代的意义。辛亥革命弘后

的官方文书中也通屠这个名词了。

至于"金融 F 一词，出现更晓。《通鉴长编》中有"公家之

费敷子民间者谓之图融飞这里的融字，略似今日金融之意，市其

实是指噩家财政。清束关于整理币和i和设立银行的我诠很多，

但在当时的朝廷文告、私人奏议和著述中，都未出现"金融第

一词，类假的意义多用 U理财"、"财政"等词称之，颜似茜方

Finauce一词兼有财政和金融两个概念。自近代银行业兴起才

开始有金融机关的称谓，民国元年(1912年〉北京政府财政部

文件中曾有"自去软以来，金融机关一切停滞"之语，但"金

融纱一词的意义费不明确，在社会上使用并不广泛。 1915年编

写的f中华大字典) t，金 n 字下到有三十个条昌，但无"金融"

一条，可克这个名词尚未被λ广泛接受。离年编写的《辞漂》中

枝有这个名词，解荒"今谓金钱之融通目金融. I目称银担。各

种银行、票号、钱庄臼金融机关JF 可见当时金融还是一个崭

新的名词。 1920年北洋政府发行"整理金融公债 " m 以解决中

罩、交通琵有停兑的凤潮，此后"金融" - ì可就与银有业务相

结合，市形成一个与"财政月相区期的独立概念，广泛地流行

起来了。当时不称"银融"百称"金融"寺，大模~吉于中罩

z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韵金字本含有各种金属之意，由主那时世葬各菌都盛针金丰仕

的缘故。

"货币'和"金融"虽然都是二十世纪初才在社会主广泛

浇行的名词，但它钉的确是模括古今非常给当的词汇。本书名

弟f中嚣货币金融史略>，是以今 a e.横眉持经济词汇，简略地

叙述韭昔有关这方面的史实。

我嚣殷商时代屑果作结货币，属朝已出理了金属货币。春

软战国时通行着各种形桂的铸币，已进入货市经济时代，是世

界货币文住最早形成的盟家。然币，由于此后长期的封建统

治，商千多年进展甚髓，没有重大的变革。苟且每当战乱之

际，货币文化反呈现停滞及倒退现象。借贷活动也长期处于原

始状态。产主译f社会适诠》序中说中国社会经济的变迁"给骤

百终远"，自货币金融持历史理之，也被然如此。中国先秦时代

的货币经济已相当发达，秦汉更有所发展，但此后进展缓慢，

虽然有所发展，但少突飞猛进的变化。在货币方面，长黯是金

银锅三品并仔，以锅均主。铜币计数传使，金银计量行使，不

分主币辖币，各以其自身之仕值流通，没有明确的本位币。这

种情况在剔的国度也曾存在过，但都不象中国延续得那样长久

M.信用业务的性质和机辑来看，更是停滞不菌的状态，高利贷

占着主要地位，对经济发展只有消极作屠 F 又由于个人害藏财

宝的长期习费，自然造成货币潦通的呆滞。明中叶后虽出现了

钱庄的组织，但对工离鱼的贷款极少，就其性JîIî和经营的莲菌

看，也仅仅是金融业的雏形，比之当时西欧盟家已经发展起来

的金融事业，远均落后。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敲开了中国均

夫叮，卦国金融势力菌百侵入，封建统治的中菌染上疆畏地均

急彩，造成清中叶以后货币金量上最错综最紊乱的现象，迫镜

主



主局不能不着手整敌。雄市房经北洋政府和富民党政庭所谱钝

整领改革，却始终未就离半莲民地半封建性茧，直至全国解鼓

后才开创出一个货币金融的新局苗。

笔者本着略古详今、略选详近和史诠结合、夹叙夹议的lf

则，自先秦至无只以商章概括有关方面发展变免的沿萃，以枢

晃古代封建社会货币和信用的模况。由于明朝中叶后已产生资

本主义萌芽，白银成均主要货币，专营兑换和存款鼓鼓盘务的

钱主已经兴起，贤以另立一章叙述之。清代在货币制度和金融

业机枪方雷不但纷纭复杂，百且变化银多，作者除概述其通货

的变革和金融业扭转〈第四、五章〉外，并提当时货币的主要

问题一一银钱比悻另立一章〈第六章〉。自帝嚣主义金融势力侵

入中国后以至新中嚣成立之前，货币金融方蛮的渲变均属于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持性厦，许多问题是延续不断而且交错发生

的，如果完全按历史题序分玲清代、北洋政庭和国民党统治对

期来叙述，反雨不能反映其全程，墨西作者仿照必记事本末'

的体倒，将这一历史阱段最坤一个整体百分荒若干重要专题论

述之〈第七、八、九、十章〉。国民党统治时攘的"法币改革气

退货腾盖和官僚资本的金融垄断，是近代货乖金融史上的重要

问题，它们是相互交错并互希图果椅，所以也接专题形式论述

之〈第十一、十二章〉。最后，设解放运金黯事业一章〈第十三

章)，虽然在时间上与前两章相同，但蛙厨上却有捏本的区尉，

自然应另到一章了。作者希望这样既分专题又颜到时揭踊岸的

安排，能给读者一个较深刻商又较完整的专业史印象。

书中采用的资料，一部分直接出自古代史籍，如历代f食货

志λf通考)，(通典》等及有关历代奏议、语令、文件和笔记等事一

部分提据近今人的著述，特别是关于梁启超、彭信威、杨靖六、

4 



题伯禄等λ的著作果摘尤多，有些对史实的分析和晃解也是依

据他们坊。所有这些直接和闺接引用的资料均加注释.lU示笔

者不敢掠美，并便于读者作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中雷货币的历史摞远流长， 18 史近1f卷轶浩繁，穷毕生之

为，未能尽其臭棋，笔者不过盟在窥其一二，不自量为，意欲将

这一方面史实和有关资料，提锅享领地述其概略，以供对此有

兴趣的罔志们参考，兼是高等学校金融专业同学创学习研究之

眉，理就笔者自己近年来学习所带，经过整理分析，粗具线索，

不错璋醋，公诸同好。

或书之成，颜赖为j凤林同志的协助，他均本书搜集资棋，

查对文献，编写一部分韧稿，并做了大量的誉录核对工作。笔

者在此向他表示最深挚的谢、意。

二位中遣漏错误及不妥之是定然不少，孝读者勿吝茹敦.

. . .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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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古代的货币和信用

-一先秦至隋代

中国使用货币的历史悲久，早在金属货币出喔之前，就有

珠、玉、龟、贝等起着等食物的作肆，有许多古书上的记载可

以侄信①。珠、玉、只是装饰品，龟用于卡卦，在古代象征着

祥瑞盘驱应避邪，人的乐于接受z 雨果具有坚固耐蘑、便于携

带和具有岳然单位的特点，所以员的使用更广，流通时间也较

长，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用贝充当货币的茄史。我国文字中关

于冥贾、黠货、黯赐等类的字很多从"贝气可见上古有象形

文字之始，贝已具有财宝的姓质了。贝的种类很多，最常用的

是齿贝。中国殷题时期即以贝充当货币之泪。当时以"崩'为

计算单位，大概用五个贝壳穿成一串，两串分挂左右为 a崩气

《诗·小雅》中有"既见君子，锡我百周"之句，就是以员壳

相赠的意思。当时自百朋野是很重的礼品了。后来发展到以铜

铸成贝7苔，名为"铜员气可见只是货币的雏菇。

①《管子·轻重乙>>. "金出于t!c汉之右蟹，珠出于赤壁F之末光，玉出于禹氏

之旁白，此皆距周七千八百余里，其涂远，其窒珑，放先王度用于其重，国以珠玉

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故先王善离下中币，制上下之用滔天下足"

《史记·平准守主}>， "农工商交易之路淫，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

远"，"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f

杨雄的《太玄篇》混"古者宝龟哥哥货贝，后世君子易之以金币，国家以通，万民

以赖"
诗镇4说文》说"古者货贝两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庞Jil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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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是周架隶社会存在着披露的自然经济，生产力珉，自给之

势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供交换。那时部事之;母或个人之间虽然

也有交易，而绝大部分还是物物交换。古书上说 "8 中为市，

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赁，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面提逞。P①就

是讲实物交摸曲情况，→般不需要什么货币作为媒介。珠、玉、

龟、员等当时只是作为财宝在王侯贵族之间献纳赐赠，其捷通

范噩是狭小的。除去以上几种财宝外，还有布、息、皮、粟等

物品也起着等价物能作用，棋!如《诗》所说"艳布贸丝"③， a握

粟出~"③等，就包含着白布、粟作为等费物民意思。古代在

某二定的市场上可能有两种以上的财宝及其他物品被认作等货

物，所以从严格的意义市论，它们都不能称为"一毅等价物气

按照马克思的货市理诠，货币应具有价锺尺度、流通手搓、

错藏手器、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市五项职能。中国古代的财宝物

品都没有完全的货币职能，例如珠、玉、龟、员只具有宝藏和

有限支付手段的东能，布、高、皮、粟等也只有一定限度的流

通手段职能，所以都不能被认为是完全的货市。黯着商品生产

和交换的逐步发展，一般等价物曲作用固定在金晨上，社会才

出现了真正的货币。

中嚣以金属为货币起自何时，尚不确知。《汉书·食货志》

说gα太公为周立九府噩主主P④，这就是说西周初期已有铸币，

坦后人的记载往往以当时情况撞撞国往古，并不完全可靠。西周

如期完全是自然经济，交易很不发达，如果说那时就有噩形方

孔的钱，未免使人发生疑问，而旦从历找出土的钱击中也没有

2 

① 《易·系草草》军军《汉书·食货忘辛，这里所i勇"天下飞其实是很小的区域.

② 《诗. I!毒风·卫>>0

⑤ 奄诗·小雅辛。

④ 4汉书·食货志))， ..末公为周立九府翻击是……线画函 1f. 轻重以缘"·



爱现过西周以前的金属铸币。我国到春秩时期进入铁器时代，

社会生产才有较大的发展，商业也逐渐发达，这才有铸币流逢

的可能。《管子》书中讲到"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遥跑也"①，

《国语·周语》载，"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 ，铸大钱"②，

《通志》中说，商景王二十一年"辑大泉" (后世泉转音为钱).

"肉好皆有周霹纱( "肉"指钱体，"好P 指钱孔，周廓是边

缘〉③。我们可以相信，春秋时期已有铸币捷通了。到战国时

期，钱ifi流行更广。后进出土的铜铸币多被推断为战国酵期所

铸，可克部对已进入货币经济的时代了。

古代的货币金属是辑和金商释。金接重量行使，属于释量

货币，铜币计个仔使，属于铸造货币。东汉后黄金斯少，磨宋

以后更感缺乏，这时白银就代替黄金起着货市的作嚣。此后锅

银并行捷通，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在这两千多年的货市流通历

豆中，铜铸币占着主要地位。

第一节锅铸币(铁锡等钱附)

-、先秦时期

春秩战国之际，中医掩适的铜铸市可路分为三大体系，郎

① 在管子·国蓄第》说"主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

••• ...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遥施也".其他在《轻重甲>)， (<轻重乙以《轻重下草、 ((111

仅数λ 《地数E等篇均有关子钱币及用金属作货币的记载。

② 《国语)>， "景至二十→年，将铸大钱，直在穆公a. t不可，含着天灾降庚，

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敏民，民患径，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每钗

子而行，民皆得窍。若不堪重，那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手权每哥哥

行，大小和j之。今主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I{乎?若匮，王将用有所乏，

乏则将厚取于员，民不绘，将有远志，是离民也... ••• ，王弗呀，卒锦大钱 .. 

③ 郑橡《通志)>，周景王二十一年.患钱轻，更铸大钱，径一寸二分，重十二

练，文日"大泉五十"，肉好省有周郭，以劝农，赚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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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布和环钱。

刀币的形状象个长柄的小刀，是由实用的刀演变出来的.

刀币流通于中国的东方和北方，大概是春秩战国时期齐、燕、

赵等国铸造的。刀币的重量不同，有大刀和小刀之别，相差很

大。

布币象铲，由农具铲子演变而来。"布"可能是"悔"的

同声假借字，搏是古代农具。布币也有很多不同的形状，如空

首、尖脚、方足、平底等。近代出土的布币多集中于河南安阳

一带，那里是古代的冶金中心。布币大概在西周已出现，到春

秩时为晋国所采用，战国时的魏国及其邻国可能都有布币的铸

造和流通。

环币又名环钱，可能是由纺轮脱变而来，是圆形，中有圆

孔。在战国时期它的流通范围不如刀、布广泛，后世出土者也

较少，形状上分为有轮廓(内外边缘)和无轮廓两种，大概是战

国时周人① 所制造。这是一种承上启下的货币形式，因为它的

中孔可用绳索穿成一串，便于计数和携带，成为后世铜铸币的

模式。

除上述三个体系的铸币外，当时的楚国还通行着一种近似

椭圆形的小铜钱，后世钱币学家称为"蚁鼻钱"或"鬼脸钱"，

另外还有一种近似方块形的铜币，名为"爱"，这些大概是由铜

贝变化来的。

所有上述的刀、布、环钱和爱等货币，都有几个共同点 z一是

它们的大小重量都不一致。因为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自为政，

没有统一的铸币规定，即使在一个王侯国内也分散几个地方自

① 战国时周室已微弱，寄食于谕侯，王.ß己靡，分东西两地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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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铸造，这自然会出现质量、重量和形状的差别。二是各种货

商都有简单的文字，有象形文也有篆字，其中可辨识者有祝颂

宇〈如"富气"吉气"羊"等〉和地名〈妇"安邑气 a苦丹"

〈部鞠〉、 "古阴"等)，但多数古币上的文字不易辨认，因面不

能确定其铸造舵年代。三是在一国或一个地区可能同时通行两

种或两种以上的货币，古书上很多是刀布并称的，国司也不能

确定哪个体系的货币占着主要的地位。我们说中国在战国时期

已进入货币经济时代，并不意味着交易部采用货币媒介，事实

上当时的物物交换还占着徨大的比重，所谓进入货币经济时

代，只是开始了这一时代的倾向。历史上偎多事实都说明后一

个时期保存着前→个时期的很多东西，甚至经过一两千年还建

留着不少的遗迹哩!

二、秦法时期

秦始皇统一全国〈公元前221年〉后，货币定为黄金和铜

钱两种。黄金为上币，以锺为单位〈二十两为一锤) ，一鼓摄于

大量数目的支付，如献纳蹭赐等，铜为下币，以棒两为单位〈二

十四捧为一两) ，日常交易通JfI.珠玉龟员等仅作饰物不当货币

行使①。秦钱圆形方孔，重半两，在钱的表面上有 a半高纱二

字，废除了战国时期形影色色的货币，统一了全国的币制。圆

形定量钱币比起刀布之类无疑是有很多优越性的，这是在全国

政治、军事统一的基础上，七国文化融合的产物，是中国古代

货币史的新纪元。自秦以后这种以镜~为单位的圆形方孔的锅

ffi摇度在中蜀道行了约两千年。

⑦ f汉书·食货志下)}， "寨兼天下， r在为二等，黄金以铿为名，上币，铜钱质

如周钱，文臼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镇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撞在对

源经重元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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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如沿袭秦制，以黄金和铜钱为费市。黄金以斥为单佳。

铜钱计个使用，最初仍沿用秦半两钱，坦国秦钱太重，不便使

用，高祖时先许畏闰铸造英钱〈重三妹儿因而物价罄寰。吕后

二年〈公元前186年〉改铸八综钱，文帝五年〈前175年〉又改辑四

镰钱。八练及四锤钱表面上部位秦和i锋有 u半商"二字，其实

己撬重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了。汉文帝还撤销盗铸钱令①，使人

民自由铸造，于是钱的重量益减，甚至有不满一锤者。当时文

帝把蜀郡的严道铜出赐给邓逞，许其铸钱。邓通国铸钱获利甚

巨而富得王者。吴王刘?鼻在豫章〈今江西南昌〉的锅山，招亡

命之民辑钱，富过天子。此后私铸盛仔，钱震吕劣，重量日轻，

这当然引起物价大涨。理此又下i召禁止私祷。直至武帝元猝五

年(前118年)铸造"五镰钱" (重如其文) .将以前都国历铸

的钱一摄废销，统一由上林三官 (flP锺宫、辨铜和均输三官，

分黯掌握铸钱、辨色及运输事务)铸造五棒钱，从此铸造权统一

在国家手中，私人盗铸的事情才大为减少。五镰钱捷好后，因

其大小轻重适中，人民称便。可以说经过西汉百年的摸索和铸

钱重量的多次变动，以及禁止在铸和允许在铸的摆动，才达到

这个由宫家专利铸造重五棒的钱币。此后五株钱平价捷通。昭帝

宣帝〈前86年一前50年〉时物俞平毡，而亘由于农业的发展，

谷费较&初f虑，每解只要五个钱。这边费五镰钱的购买力是相

当高的。五镰钱是中自历史上使用最久也最成功的货币，自汉

武帝直至陪朝的七百年间，五妹钱成为铸钱的标准。

汉代的货苟经济较先秦具有明显的进展，钱的用途大为广

①在汉书·艾帝纪·食货志下))，汉艾帝王年四月为钱益多而轻，乃改铸I!!!镰

钱，其文为学两步除盗铐钱令，使民放铸. (按禁主主铸钱令5起无号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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