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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丛书

． ，凶-12．／,, 序。

一 ，J’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各个革命根据地发行的货币，是中华民族货币发展

史上光辉的一页，为开创新中国货币金融体系奠定

了牢固的基础。 ．-

在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创建六十

周年之际，中国钱币学会革命根据地货币研究委员

会决定编写《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系列丛书，敬

献给创建革命根据地货币金融事业的革命先驱，以

缅怀其丰功伟绩，发扬其革命精神。同时，这套系

列丛书也是留给后来人，作为学习革命历史经验，

继承优良传统的极好教材。这是一个光荣的历史任

务。 ．

’

总结革命根据地货币金融的历史经验，一是反

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



真理和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金融的具体实践相结

合的历程，反映革命根据地货币制度、货币政策、货

币购买力、’货币型别，以及开展敌、：友、我多方面

的货币斗争的史迹，揭示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工作者

如何驾驭货币规律，为革命战争服务，如何在支援

工农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中发挥金融的作用。二是

深刻体会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革命先辈为了实现

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创建革命根据地货币、金融

事业，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

争。革命先辈们的坚韧不拔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

的精神，无私无畏的高尚情操，是我国革命和建设

的宝贵精神财富，弥足珍贵的优良传统，永放光芒!

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金融从1926年农民运

动时期开始，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时期前赴后继的革命斗争，到1 948年的12月1

日在石家庄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同时发行统一的全

国性的人民币，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在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革命根据地货币、金融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

用。直到1955年在全国范围内发行单一的第二套

人民币后，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才胜利地完成了她

的历史使命。



，《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系列丛书，是在各级

钱币学会的重视和支持下，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编写的。丛书的内容力求吸收和运用已经取得的

成果和经验，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反映历史

的本来面目，不溢美，不掩过，以史实为依据，以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分析，去粗取精，去伪．

存真，突出货币、金融主线，密切融合政治、经济、

军事斗争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情况，从其中发掘

带有规律性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资借鉴。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然，任何珍贵的历史

经验，也不可能直接给现实中的问题做出答案。货

币、金融的问题也是如此。历史总是前进的，但在

彼时彼刻与此时此刻之间，绵延因果关系密切。东

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说过：“夫知古不知今，谓之

陆沉，⋯⋯夫知今不知古，则谓之盲瞽。”(论衡·

谢短第三十六》)此语说明总结历史经验，为现时服

务的必要性，可见，我们编写《中国革命根据地货

币史》系列丛书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
务就尤为重要了。

《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丛书编委会

．
1 99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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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丛书所论述的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

开辟的广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货币历史，以及其在

为革命战争服务，支持工农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

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二、丛书每卷约20万字，至少不得少于10万

字，各卷不标卷次。出版顺序不按历史先后安排，先

完稿的先出版。

三、丛书基本上以当时根据地区划定卷名，也

有少数卷是按现时的行政区划定卷名，故部分卷的

内容之间有交叉。

四、各卷结构大体一致，一般采用章、节、目

的形式，多数卷有《前言》、《后记》或《绪论》以

及《附录》。附录包括规章制度、重要文献、人物传

记、大事记等。 ’

五、丛书以文字为主，图文并茂，货币图录均

‘ ．

i



2 凡例

为实物缩小的彩版，图下注有发行年月、发行单位、

币名；文献、遗址、人物均为黑白照片，随文附页。
六、货币名称：

土地革命时期称苏票或红军票；

抗日战争时期称抗币或边币；

’北伐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从习惯。

七、卷中字体除必要时用繁体字外，一律用
1 956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

字。

八、卷中所用数字，除标明数量的用阿拉伯字
码外，其余一律用汉字。

九、丛书一律为大32开本，内文用四号字排
印，主要内容用黑体字排印。

十、卷中注解采用脚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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