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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f舍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修志的历史源远流长。自西汉以来历朝有

史，各地有志"，修志绵延不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在五十年代就倡

导修志，后因"文革"动乱未能开展.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社

会安定团结，经济蓬勃发展. 1985 年 4 月国务院转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地方

志编篡工作领导的报告))，全国出现盛世修志形势. 1985 年 8 月柳州市地方志编慕委员

会成立， 12 月广西地方志编慕委员会成立. 11李志工作在全区展开。

《柳川'Ii金融志》是柳州市志的一个专志，由人、工、建、农、中、保五行一司编篡

(当时交通银行未成立). 1986 年 4 月，中国人民银行柳州分行召集各行、司主要领导

会议，成立柳州金融志编慕委员会.制订计划组织人员编修，编委会由柴清兰、李占

福、肖田生、郑秉文、曾瑞麟、封济侠、杨麟、 I it :Æ ~I.. ~广泰、机、毛兴兰等
十一人组成.经过三年零三个月的努力，总篡初稿完成.共修编 30 万字。分序言、概

述、十一章.第一幸贷币流通，第二章金融机构，第二章至第九章是金融业务。分列为

工商信贷、储蓄存款、农村金融、基建投资、外汇业务、人民保险、会计结算等七章，

最后两章是人才培训I1 、金融管理。

由于《柳州金融志》是柳州金融事业的第一部志书。为了填补过去史志的空白，所

收资料从秦汉时柳州建治时起，至公元 1988 年止。按照详今略古、由远及近的方法，

用纪事本末的体裁，客观地反映柳州金融发展状况，并能反映柳州经济实力的增长状况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它在货币流通信贷投向等方面都具有柳州地方的特色.方志总

体结构严谨、门类齐全，内容是比较丰富的。打开方志这个信息库，可纵观柳州金融的

发展史。柳州金融经历的路程是曲折的.改革开放之路越走越宽。十年的丰硕成果，谱

写了历史绚丽的诗篇.述往事，忠来者.社会主义创业要几代人的努力.望金融干部多

作贡献!

柴清兰

一九八九年七月一日



概述
"金融"一词是近代银行业兴起时才开始使用的。它的含义是货币资本的融通，属于

信用范畴.信用是货币取得支付手段职能时的产物。它随着货币的发展而发展:在货币

发展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队段(实物时代和货贝时代)，信用从睛于商贾行业;货币发展

到第三阶段(金钱时代)，信用产生了独立经营的"子钱家";货币发展到银钱时代(第

四阶段)，就有典当银钱业的兴起;当货币发展到纸币时代(第五阶段)，国家银行给货

币涂上一层信用色彰，使货币流通纳入银行信用的版图.银行信用是信用发展的高级阶

段.高级阶段的信用才称为金融.它包括货币流通，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三项内容.反

映柳州金融事业发展的《柳州金融志))，是根据以上内容编寨写成的。全书分序言、概

述和十一个篇章.第一章，货币流通;第二章至第九章，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最后两

章是人才培训和金融管理.货币流通的上限，从中原货币传入柳州的西汉时起，下限至

公元 1988 年止(其中三国、晋、南北朝、隋朝货币资料缺)。民国之前，仅有货币种类

的记述，民国以后才有贷币流通数据对比。对前期货币种类的考察。是有特殊意义的。

从丸头山汉墓出士的五株钱，可以考证西?叉的金钱制度。 还可以证实中原货币文化传入

柳州的时间。几枚五蛛钱足以展示柳州悠久的历史。 东门城楼明朝万历年间制造的铁钟

铸文，记述融县群众施银铸钟的事迹， 可以考证明朝银钱本位的货币制度。光绪十四年

立的东门城楼《改移月城签题tîÎ名碑))，记载捐银圆人数 118 人，金额 609 元;捐银两

人数 42 人，金额 277 两 3 钱.前者人数金额比后者多得多，但石碑上的收入总计却用

银两作记帐单位(收入银两七百一十七两七钱二分)，反映清朝光绪年间的货币制度·落

后于货币流通实践.

民国以来，货币发展到纸币时代。纸币时代的货币流通是经济活动的综合反映。 它

是经济寒暑表，也反映政治的兴衰.旧佳系得势时，它的纸币升值。失势时纸币成为废

纸;新桂系政权三起三藩，它的纸币也三起三落;国民政府通货膨胀恶性发展。纸币崩

攒尤快过政权的崩溃. 货币流通史证明，各个时代政权无不与纸币相依为命，新中国成

立以后，建立了人民的货币制度. 40 年来人民币是稳定的.人民币流通也是政治、经

济寒暑表. 1960 年至 1961 年，柳州市货币流通从历年大回笼转为大投放，反映了经济

比例失调.柳州市人民经历了最困难的时期 1966 年至 1968 年，又出现连续 3 年的货

币大投放，这是"文革"动乱的冲击。柳州市人民又经历了一次困难时期。 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生产迅速发

展，货币流量随着增加。它反映了柳州经济实力的增长 1952 年柳州市存款货币量为



1236 万元， 1955 年 3598 万元。加上固定资产原值 892 万元，按可比价相当于 1942 年

柳州的资本总额。 1978 年柳州市存款货币量 14.4亿元，加上固定资产原值 5.8 亿元，

合计为 20 . 2 亿元，相当于 1955 年资金总量的 44 倍。即 23 年时间积累的资金量相当于

民国时期 31 年积累资金总额的 44 f音， 1988 年柳州地市存款货币量达到 65 亿元，固定

资产净值 23.3 亿元，合计为 88.3 亿忌，相当于 1978 年的 4.4倍， 1955 年的 195 倍。

即 10 年时间又比民国时期柳州资本高峰时期的 1942 年增加 150 倍。改革开放 10 年，

柳州资金实力的增长，是建国以来增长最快的 10 年，也是柳州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 10

E 

在民国时期之前的金融机构即信用机构，金融业务亦即信用业务。据《柳州府志》

的记述:东汉"和帝永元十三年秋八月诏，象林民失农桑业，赈贷种粮>> (卷之 39 第 2

页)这是迄今为止所知涉及柳州地区的最早信用史实。当时这种信用形式属于国家信

用。赈贷实物。秋收后归还实物。一般不收利息。两汉时，这种赈贷形式，全国普遍存

在。 白日西汉地节三年诏流民归还者，假公田，贷种食"。西汉元帝永光元年诏天下

务农亩，无田者皆假之。贷种食于贫民"。东汉和帝永元十三年诏贫民假种食，皆勿

收责"。永元十六年诏贫民有田业，而以匮乏不能自农者贷种粮"等。两汉时期，国家

信用不占主要地位。武帝之前主要是商贾信用。武帝以后直至东汉，主要是官僚地主信

唱。

唐朝时信用机构已建立发展。电日 lifl 库(当铺)、柜坊、金银铺等民间信用机构己发

展起来。此外还有国家信用机构一-~~廓尔钱等。但由于朝廷禁用银作货币(岭南不

禁) ，所以银钱业的发展受到限制。质 l车办理抵押贷款称为收质或纳质。他们接受的质

物、包括贵重的毛皮、黄金、牛马、主麻，甚至"家人有病，解衣质米以供之也是很

普遍的。当时柳州有一种风俗，是以子女质钱。过期不能归还就没为奴姆。宪宗元和十

年(公元 815 年)柳宗元任柳州刺史。他实行解政负债奴姆的政策。《唐书》说例州

土俗以男女质钱，过期则没为奴姆。宗元设方计悉赎归之。尤贫者，令佣书。视直足相

当，还其质。己 i9:者出己钱助贱"。从柳州当时以男女抵押借债的状况，可知民|同信用

于目当普遍。

柳宗元在柳州实行解放负债奴蝉的政策，是深得人心的。但个人力量有限，不能从

根本上改变这种社会习俗， 到宋朝时，柳州以男女质钱的风俗依然存在，甚至还有所发

展。如《柳州府志》有这样一段记述太祖开宝四年(公元 971 年)三月丙申诏，广南

有买人男女为奴蝉转佣利者并放免>> (卷之 39 第 4 页)所谓"佣利是指充当买卖双

方中介人所得的佣钱。中介人以口舌之劳取得货币收入，就是一种信用行为。

宋朝时期，信用己发展到银钱信用时代。即有专门经营货币、信用的银钱行业建立

和发展起来。南宋、金时期，白银取得了法定的货币资格，但柳州这方面的资料尚待充

二L

元朝时，蒙古人多数收租放债。据《元典章》记述江南伯民，多无己产，皆于富

家f田种田士。分收籽粒以充岁计。若值青黄未接之时，或遇水旱灾伤之际，多于田主之

家借债贷粮，接缺食用。候至收成验数归还>> (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 199 页)这



是封建社会官僚地主高利贷的典型史实。

明朝神宗万历 45 年(公元 1617 年) ，是年右江道因天大旱，境内禾苗全枯窍啕寸

草不生。路上到处有饿死的人。以至引起农民暴动。乱定之后。官府筹款，包括向民间

借债来赈济灾民，借饷买米，减价平果。并将所借买米余款为灾民代输兵饷。

清朝是银钱信用发展到极盛的时期，也是银钱信用向银行信用过渡时期。

鸦片战争之前，柳州的信用有如下几种:

第一种是典当信用。又分官典和民典两种。据《柳州府志》记述雍正七年设思锡

当。提标请领本钱一万六千两。内分发平乐协、全州营、桂林营各二千两、庆远协扩千

三百两、宾州营一千五百两、玉林营四百两，融怀营五百两。永宁汛二百两。实存和顺

当银两六千一百两。选委千把各一员，书日十名管理。每年获息银自一千二百两至一千

八百两不等。奉文每年以息银一千七百两分赏五营兵丁吉凶事故。如有赢利，报明充次

年赏额" (卷之 39 第 21 页)清朝时期民办典当已有较长久的历史。官府的财政资金都

存在民办典当生息或作为运营资金。如上述的和顺当则是民办典当。雍正七年新设立的

恩锡当则是官办典当。这个典当资本一万六千两。分支机构分布在八个地区，委派千把

人员、书目十名管理。规模是不算小的。民办典当利息一般为年利率 10%。官典为年

利 8%上下。其所办业务可从如下两段记述窥见一斑:

雍正年间，柳州有女名季氏者，九岁被夫家所弃回兄家纺织自瞻。乾隆 12 年柳郡

饥，季氏贫病几毙。柳州提督窦公嘉其节义。月给衣食。去任时又捐牛三头、银八两交

右营生息以养其余年。( <<柳州府志》卷之七第 62 页)柳州窦公捐牛 3 头，银 8 两交右

营生息的记述，说明柳州右营办理信用业务。这是官办典当信用。

同上书所记述清朝谭行义写的一篇《请借给兵丁改建瓦房疏))，说的是，当时驻柳

的兵丁是住草房的。由于草房容易发生火灾。谭行义向皇帝上疏。请借款给兵丁改建瓦

房。指出雍正十一年原任柳州知府袁承幼专为此事自捐银 400 两贮库作为建房信贷基

金，还有世宗宪皇帝恩赏的营运生息银尚余剩利二万两，建议从中拨出 4000 两专作防

火建房借贷基金。这些都属于官典信用史实。

第二种是官僚地主高利贷。

康熙年间子成龙《辞竭金抚台条陈粤西事宜》记述粤西地椿民贫，钱粮不容拖

欠。正直惜民财以完公事。若徒知刻剥，则民多一分之私营1 便缺朝廷一分之正工页。以

至严刑追j~，差役拷索。民号泣无诉，必倍贷以缓目前J 追 íi秋成虽丰，田中之禾先归

债主。一遇岁歉，卖儿曹女，奔走流离。是当亟加悯念。..这也是本地区信用史实的反

映。

第二种是商业信用。康熙三年，于成龙写的《粤西引盐利弊议》说:查看得柳属地

暗民贫，兼以忻撞 jy处。从无盐引旧例。因粤东以积引雍滞，贻害粤西郡县。......幸数

年以来。考成惧'jL 且有溢额之引。原其行盐之初，何尝计及此也。今有司之考成虽完

成，而民穷愈不可支。是一法立而一弊生。......当行盐之始，民苦无素封之家，吏苦无

点金之术，不得不除借于有盐之处，以救考成之急。盐主因无现价，倍昂真值。......官

盐系梧州除来之物。引悦7)(脚 f鸟在真中 a 有司止幸完其考成，而不敢复议贵贱，为穷逼
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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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然也。"这是关于商业信用的记述。不过当时的盐主并不单纯经营食盐除销，他们还

办理存款放款，以率利 3%的低利率收存官府存款，进行盐业经营和放债。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国际资本的入慢，商品经济的发展，典当、钱庄、银

号等各种信用机构发展起来，清朝末期至民国初期，柳州的银钱机构除原有的恩锡当、

和 111页当外，光绪年间又设立了曾安 111页、慎安押、均昌押、维新押、公义押、直兴押等 5

家。后来又设立了福隆饷押、安荣饷押、得利饷押、善昌饷押、一善当、联安、安记银

号、X1J记银号、忠安银号、金益和银铺等 16 家。典当俗称当铺，是一种物品抵押的借

贷组织。清朝户律规定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

一本一利。"后来又规定"押店利率每两三分。"梆州俗称"三分息"。折合年利率为 36%.

银号又称钱庄、钱铺。清朝末期柳州多称银号。主要办理存、放、汇业务;还兑换银

钱、收入贴水，发行钱票、银票，可以作为货币流通3 典当钱庄虽有分工，但典当历史

悠久、资本雄厚者亦兼营银钱汇兑。如光绪初年设立的"曾安信就是典当、钱庄、平

码"三行一体"的银钱信用组织。它的资本无帐可考，有知情者称它为"百万富翁光宣

时以财推柳州著名是仰州首屈一指的大富户。它在沙街、小南路、谷埠街有不少房

产。拉堡、成团、三都有它的良田，营业部设在柳新街三角地，经营以下四项业务。可

以作为银钱业的代表。

<一>存款业务。曾安信素称资本充裕，仍很注重存款。柳州当时虽有官典，但

它与官府关系密切，故仍能吸收部分官款。有时还承包专项摊捐。纳捐人把款存入当

铺，政府陆续支取、税捐也就转化为信贷资金。

<二>典当业务。典当质悍的物品，种类繁多，有绸布衣服、金银首饰、羽纱呢

绒，铜锡器皿。还有名人书画，珍宝古玩。识宝者往往可以其作为笼络官僚取得政治靠

山的礼物。公元 1909 年(宣统元年)，有人持度明珠两颗，至IJ曾安信当白银二千两，当

期一年，利率月息三分。一年后，当坊、者无力取瞧，珠为曾安信所得。翌年，值袁世凯

夫人寿诞。右江道台(即柳江道台)龙济光遂邀协商将夜明珠作价转让作为寿礼，并专

程送至北京，被誉为最佳礼品，由此也可见该典当实力之推厚。

<三>银钱汇兑。又分钱台兑换与异地汇兑两种。钱台兑换有黄金、白银、东

毫、铜钱、铜仙等各种钱币兑换，或以黄金、白银换东毫;或以东毫、银两换铜钱铜

仙。当时的货币单位是银两。曾安信资本雄厚，能左右银钱比价行市，低进高出，加上

收入贴水，利润较其它行业为高。异地汇兑主要是银两，东毫汇兑，汇费三分息。他在

上海、广州、梧州、佳林四个地区设立行口，凡属柳州与上述四个地区的银钱往来，均

可直接通汇。他还同桂林最大的一家银号罗亿昌有业务往来，互通信息，互相支持，左

右着桂柳汇兑业务的发展。后至民国初年，这两家银号都倒闭了。当时民谣有所谓"十

不料其中一不料就是罗亿昌曾安信倒了招牌。他们倒台，致使商界学界对资金汇拨

深感不便。

<囚〉代客买卖。清朝时柳州交通主要靠水路。曾安信远离江边，没有"地利"条

件。但它招牌红，信誉高，又同官府关系好，不但能揽到一般行商委托的土特产品和洋

杂百货，还能经营官僚委托的盐、铁、铅、样、金叶等重要商品，这是其他平码行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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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曾安信经营平码行的工作人员，全是兑换银钱的原有人员。代客买卖一不要本

钱，二不要仓库和营业场所，只在门面陈列样品，远近商贾自来选购，每笔交易卖方要

交纳百分之二的佣金。由于业务量大，收入亦不亚于典当、银钱两行业，

清朝时，资本较大的典当银号，由于多与官府有联系，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安信、

公义押、慎安押、 均昌押、宜兴押、维新押等七座典当就陆续停业了。

清朝末期至民国初期，随着帝国主义银行资本的入侵，激发了中国银行业的兴起.

公元 1897 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 1905 年户部银行成立 1907 年交通银行成立. 1908 

年户部银行改为大清银行，重新该行有国家赋予发行货币、代理国库、经理公债证券之

特权。说明该行为我国最早的中央银行。 1909 年该行在全国的分支机构已达 35 家，各

省的地方银行亦纷纷建立. 1903 年广西成立官银钱号. 1910 年改组为广西银行. 1917 

年广西银行在柳州设立分行.而这个时期柳州的典当钱庄却纷纷倒闭，银行信用逐步取

代银钱信用.银行信用取代银钱信用，初期是由于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 1935 年

11 月 4 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新货币制度的命令，发行不兑现的纸币为"法币"，取缔银

钱流通，从而在法律上宣布银钱信用的终结。

银行信用是信用发展的高级阶段。它除传统的存、放、汇形式，还有国际清算、国

家信用货币、国库、国债、信托和联行往来等信用形式.它是本书的主要内容，分别在

第三章至第九章记述.

中国的银行信用主要是国家信用或官办信用性质.银行信用取得主导地位以后，民

间信用仍有自由借贷、异地汇兑、预付除销和做会等形式。 1935 年至 1949 年民间信用

发展有过二次高潮:

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柳州成为西南贸易中心，

1943 年 6 月 4 日重庆国民政府又公布"前颁取缔黄金买卖各项法令暂停施行，准许人民

自由买卖"的规定，金融业盛极一时，从 1939 年至 1944 年在柳州开业的银行机构达 26

家，其中私营银行 8 家，金铺 14 家，不挂牌的银号有肥公何、阿茂叔等两家.此外还

有 20 多家经纪行发行"本单从事信用借贷活动.低阶层的小商小贩、居民、妇女多

参加"做月会" "日会"等集资储蓄形式.惟信用金额元资料可考.

第二次是 1948 年至 1949 年，国民政府通货膨胀恶性发展，商业萎缩，一些较大的

商号、经纪行都转向金融投机，放"本单"办"日拆经营汇兑和金银买卖。 经纪行经营

信用的达 30 余家，大商号经营信用的 20 余家，金铺、银楼 31 家，庆云路至培新路有

数不清的银钱摊点.柳江路成了金融投机的公开市场， 各大商行都有自己的电话，与广

州 、 悟州、南宁、上海等地沟通信息。惠德行的廖昆尧，日夜守在电话机旁，靠信息优

势赚了大钱，香港友成洋行 1946 年在柳州开设友成隆，原本经营花纱布足、绸缎。

1948 年下半年起，兼营货币存放业务和金银买卖。该洋行在上海设友成兴，广州设友

成隆，悟州友成昌，南宁友成盛，柳州友成隆，总店设在广州，笆、悟、柳、沪为分

店。 1948 年还在重庆开设友成隆。 资本 20 万港币，经营超资由老板邓寿山包。邓寿山

有资本港币 200 万元.该店发行的"本单"有港币 、 大洋、 东毫、黄金、国币五种，日息

每百元 3 角至 5 角。存放款期限 3-7 天，最长半月。该店各联号通长途电话，置有运



输汽车，随时掌握 4 省 7 地金融信息脉搏，以港币为本位，低则进高则出，总店核算平

衡。由于信息灵，资本大，而且调度灵活，成为柳州金融市场的执牛耳者。其它经纪行

都以该店陈经理的动向为进出。到解放前夕，友成隆资本由 20 万元港元增至 62 万港

元。高峰时达到 70 万港元。而其他资本少或信息不灵的商行多数倒闭停业。其中乘机

作弊挟款潜逃者亦不乏其人。如在庆云路号称"老"字号的老天宝金号，在江西帮中是较

大的金号。经理余浩然是银楼业公会负责人。铺面堂皇，店员有 10 人。在 10 月份的一

天，一夜之间，经理潜逃无踪。第二天顾客上门兑现，店铺空无一人。商会派人处理，

检出帐本，无原始票据，帐本只记某某人某月某日存金利息若干，或某某人提出本金利

息若干，债权人 70 多个，债务黄金 200 余两。债权人多半是妇女，存金全部损失。为

当时银楼业倒闭的最大案件。

柳州解放初期，随着生产恢复发展，小商、小贩做"月会\"日会"兴盛起来。但在

当时"集中信用"的思想指导下，柳州人民银行于 1952 年向市府写了一个关于 《柳州市

来会的调查报告))，认为"来会"没有法律保障，容易产生纠纷。且有高利贷性质，从而

劝其停办。"来会"从此由盛转衰。 民间自由借贷也不在市场公开进行。公私商业信用多

次明文禁止，惟企业互相拖欠货款不断发生，建国 30 多年来，在柳州信用领域中，民

间信用的比重是很小的。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的改革，民间信

用得到发展。到 1988 年 6 月止，经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城市信用社 6 家，到 1987 年底

各个信用社各项存贷款余额分别是:柳州市城市信用社(工商银行办)存款 6433 万

元，贷款 1072 万元;建设城市信用社存款 779 万，贷款 516 元;域中城市信用社存款

546 万，贷款 157 万;柳北城市信用社，存款 195 万，贷款 225 万;鱼峰城市信用社存

款 343 万，贷款 257 万;柳南城市信用社存款 378 万，贷款 381 万，全市存款共计

8676 万元，贷款 5587 万元。股金收入 178 万元。至 1988 年 7 月末统计各项存款增至

12968 万元，各项贷款 95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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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货币流通

〈一〉货币流通溯源

柳州的开拓，始于西汉秦汉以来，中原汉族人民源源不断进入岭南，带来先进的铁

制生产工具，推广牛耕，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也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据史书记述:

岭南地土膏腆，特产丰富，明珠、大贝、文犀、象牙、瑞晴、沉香、果、布、银、铜，

北方都视为稀世之珍，百计搜罗。桂林、苍悟、布山(今贵县)等地是当时各种货物的

集散地。合浦成为当时对外贸易的港口，汉武帝时派人从这里出海，装运黄金、丝绸、

茶叶等物产到东南亚各国，换取明珠、玛硝、水晶、唬王自;等物产。当时流通的货币有黄

金与铜钱。汉朝时期，黄金与铜钱都是法定的货币。武帝的五株钱，大小轻重适宜，制

作精美，更深受人们欢迎。柳州市 1982 年冬在市郊九头山发掘一号汉墓，出土文物有

汉武帝五株钱 12 枚 ， i又宣帝五株钱 31 枚。 1983 年 10 月又在九头山二号汉墓，出土东

汉初期"大泉五十" 19 枚。各枚"大泉五十"直径为 2.7 厘米，厚 0.18 厘米。这些货币是

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流入柳州的中原货币文化。(附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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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江南北，战乱不止，经济发展缓慢，商品交换亦多以物易

物.货币资料缺乏.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商品经济发展，各代政府大量铸造钱币.公

元 622 年(唐武德 5 年)唐政府在挂州(今桂林市境)置铸钱监、铸造钱币供应桂、柳

等地(还包括今河池地区)流通.柳州市场交易除使用新铸唐钱外，还有各代铜钱和私

铸钱流通.唐代开元、元和时年柳州贡白银 20 两.当时岭南地区除用自银作土贡外，

还可作为货币流通，对外贸易大宗交易使用金银.公元 815 年柳宗元到柳州任刺史修孔

庙"合初、亚、终献三官衣布， 1自于赢财，取土木金石这是唐代货币流通的历史记

实，流通领域涉及到社会各阶层的商品交换和劳动服务.下因为在柳州铜鼓岭(今三中

路一带)出土的唐代铜钱拓片. (柳州市博物馆提供)

北宋、南宋时，白银已作为货币普遍流通. ((宋史·食货志》说坑冶之利二广为

最: 邑州慎乃场，横山诸嗣、融、宜、昭、廉州产盒，宜山、藤州、融州产银\融州

即今柳州地区融水县，宋朝时有银矿，人民可自由开采，商人收购熔炼作为货币流通.

当时，广西对外贸易有三大博易场(即交易场) : 一是钦州;二是邑州永平寨(今龙

州);三是单州横山寨(今田东)，钦州博易场各地商人与东南亚商人每次博易金额达数

千缮J缩"只是货币单位，一缩即一贯，含铜钱千文.实际上商人对外贸易多以自银作

货币.当时称为"以银代钱政府征赋也以银代钱.据《清代货币金融史稿》著者杨端

六引证《清通考》编者按i吾说古者赋之制，惟以谷吊，其后以钱，又其后以银o ?又律

有口赋出钱，但施之丁赋而已.自唐定两税法，始以钱为惟正之 ftt 宋代因之，民间输

宫之物谓之钱粮，由此防也， 唐以银为土贡，而不以为赋。末 Et拮 H1 (公元 1034 年一

1037 年)诏 i者路岁输缮钱。福建，二广易以银，于是银始得代钱......，.， ..二广"即广东广

西，北宋盖棺时起，可以用白银交纳赋税.据史书记述:元丰时柳州贡银 10 两.当时

市场流通的臼银称为链银.柳州到目前为止虽无宋代挺银保存，但全国各地出土的宋代

链银很多。有大、中、小三种，大号每链 50 两，中号 25 两，小号 12.5 两.据有关部

门对 1955 年 5 月 14 日在湖北省黄石市西寨山出土的 292 件银链考证，其中"规则"的银

链重量，与宋人胡三省在《通鉴释文辨误》卷十一所说的今人冶银大链五十，中挺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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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小挺又半之，也谓之链银"是相符合的。但其中也有不规则的银链，从 22 两至 4 两

多种类型。还有些小银链是凿开使用的.

宋代柳州钱币流通的记述有《六道岩石刻))，记载南宋淳桔七年(公元 1247 年) 42 

人施钱米塑造"三清诸真斗像"捐钱最多的 7 贯，其次为 5 贯，其余有 4 贯 5 百的、 3 贯

的、 2 贯的、 1 贯 5 百的， 1 贯 2 百的，最低的是捐 1 贯。共捐钱数为 76 贯 4 百文。当

时，柳州流通的钱币，主要是铜钱。没有发现铁钱。铜钱有宋朝各代的年号钱，也有唐

代旧钱.会子、钱引等纸币无实物可考。下面是在柳州太阳村出土的钱币:

rh 
飞罗

元朝初期的货币制度，是银本位制。公元 1260 年忽必烈即位，于次年(中统二

年)颁行交钞，实行"银钞本位以丝为本，交钞二两合银一两(银 50 两为一链)。同

年十月又发行中统元宝钞，分九等，即一十文，二十文、 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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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文、五百文、一贯文、二贯文.每贯值交钞一两，二贯值白银一两。 1264 年设立各

路平准库、拨白银 12 ， 000 链为发行基金，按照法定比值发出或收入银、钞o u fi吏相依

J筐，不至低昂币值稳定达 14 年之久(以后逐渐贬值)。宋末元初，用中统钞例换南

宋的交子和会子，宋会 50 贯准中统钞一贯，全国货币又趋统一。这个时期柳州亦使用

交钞。 《柳州路重建灵文庙记》 碑刻于公元 1308 年 (元武宗至大 2 年)碑记，记载当时

柳州路太守梁国栋"自捐椅粒瞰工"重建灵文庙(现称柳侯祠)的事迹J描"是情树， 悟

树皮是制造桑皮纸和宣纸的原料。元朝的交钞起初用木板和棉纸印制。至元十三年(公

元 1276 年)改用铜版和桑皮纸印制。所以人们称交钞钞、为"惰币

t钞钞j》、己越来越贬值，元朝政府实行币制改革，新造"至大银钞至大银钞一两准至元钞五

贯，或自银一两，或赤金一钱。罢废中统钞。 1310 年又铸"大元通宝"和"至大通宝"两

种铜钱行使、历代铜钱一律通用。从此才真正实行名符其实的银钱钞本位制 。 以下为流

通在柳州的元代铜钱拓片:

公元 1368 年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先后铸行 "洪武通宝"钱(大小五种)流通。洪武

四年 (公元 1371 年)改铸"大中 "、"洪武"小钱。 七年发行"大明宝钞"纸币 。 白银 只准兑

换宝钞，禁止作为货币流通. 宝钞发行不久，币值逐渐贬值。洪武十八年米价以宝钞作

价上涨1.5 倍， 三十年上涨六倍多。至IJ宣德初期(公元 1426一1435 年) ，米一石用钞 50

贯(即上涨到倍)。公元 1436 年英宗即位弛用银之禁，收赋米麦折银"、白银取得合

法的货币地位，出现"朝野率皆用银钞辈不行" 的局面。 到宪宗时(公元 1465一1487

年)钞一贯不值钱一文。 正德三年(公元 1508 年)以后， 宝钞就停止流通。市场交易

只用银钱两种货币.现在柳州东门城楼尚存宋代铸文铁钟-口，记述大明万历 31 年

(公元 1603 年)柳州府融县众乡村施银铸钟名单:①大明国广众宣布政使司 f9n州府融县

余银七钱。 ②本哨张银三钱. ③主簿李银三钱， ④千户张银值钱。⑤典史陈银二钱。在 百户

黄银二钱。主教谕袁银一钱。 在 训11道陈银一钱。 宜在下总七里东良村周显权等 10 人各银二

钱。 8梁显光等 18 人各银一钱。这是柳州融县人民用银的情况记录。用钱的情况据柳州

市博物馆供稿:‘'1979 年 5 月 10 日在太阳材水泥厂矿山采石场牛枯山半山腰(离采石场

办公室 500 米左右)出土铜钱一罐(黑袖资罐)，罐口向下，铜钱出土时己破。铜钱全

部胶结，经清理有 15 种，计 2700 多枚，共重 2 市斤。其中有北宋、南宋.元、 明各朝

1-t . 根据遗物鉴定为明代窑藏。以下为 1979 年柳州市出土的明代钱币拓片柳州市博

物馆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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