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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代纸币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

包伟 民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 币的国家 ①
,

长期以来
,

中外学术界 对中国发 明纸 币极为重视

关于纸币产生的历史原因
、

意义以及历代币制
,

已有不少论著问世
。

许多学者都把十世纪末纸

币的产生看作是宋代 一 年 发生商业革命或从 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最重要的

标志之一
。

② 可惜的是
,

到 了明代 一 年 中期后
,

在商品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 中
,

纸

币却被逐渐淘汰
,

以至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完全退 出了历史舞台
。

这段纸币引退的历史
,

一

直未能引起学术界像对其产生原因同样程度的研究兴趣
。

尤其是从纸币的产生到最后消失这

一历史全过程的角度
,

来看它在中国经济史上的地位
,

似 尚未成为学术界一个重要的论题 因

此
,

本文试图从对中国古代纸币发展全过程的认识出发
,

从宋代纸币产生的历史原因和有关货

币政策入手
,

来分析它的性质及其在中国经济史上的地位
,

以期引起学术界对上述论题的注

意
。

一
、

关于信用纸币制度的历史前提

纸 币作为一种单纯的价值符号
,

是一定社会商品交换中信用关系发展到 比较高程度时的

产物
。

从人类货币发展的历史来看
,

商品交换手段总是从低级向高级进步的 最初
,

人们只知

道以物易物
,

后来才逐渐发明了一些交换媒介
,

如贝
、

皮
、

金属块等等
。

这类交换媒介又慢慢地

从实物性的向符号性的演进
,

开始出现金属铸币
。

起初
,

铸币大多用的是贱金属
,

由于财富的积

累
,

贱金属 铸币逐渐被贵金属铸币所排挤
。

随着信用关系的扩大
,

金属铸币慢慢地从足值货币

向符号货币演进
,

最终被信用货币所取代
。

一般说
,

这 已经是近代的事情了
。

在西欧
,

十八世纪

末十九世纪初信用货币的主要形态有可兑现的纸币及银行券等
。

后来政府开始介入其中
,

发行

不可兑现的命令纸 币
,

并 由法律规定赋予它无限法偿的能力
。

尽管表面看命令纸

币是 由国家强制发行的
,

但它仍必须以信用关系为基础
,

因为一种纸 币“ 只有在它作为象征的

存在得到商品所有者公认的时候
,

就是说
,

只有在它取得法定存在而具有强制通用的效力的时

候
,

它才肯定为货币材料的符号
” ③

。

公认与法定存在两者缺一不可
。

若非如此
,

这种纸币制度

必定会崩演
,

货币史上这类例子很多
。

因此本文将以信用关系为基础发行的纸币
,

不管它们可

兑现与否
,

统称为信用纸币
。

马克思在总结人类货币发展史时
,

认为价值符号应该是从商品交换中随着信用关系的发

展 自然
、

自发地产生的
“

金的铸币存在
,

作为与金的实体本身脱离的价值符号
,

是从流通过程

本身中产生
,

而不是从协议或国家干预中产生的
。

俄国提供了价值符号 自然发生的鲜明实例
,

① 很据现代金融学定义
,

历史上某种交
、

会
、

券
通货的交

、

会
、

券
、

里义
,

历史上某种交
、

会
、

券
、

钞等能否正式被称为
“
纸币

” ,

学术界亦无定说
。

本文一般将作为法定
妙等统称为纸币 而 在行文中对其 各自特性别作界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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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指 出了足值货币向价值符号
“

升华
”

的转折点
,

即金币在流通 中“ 只执行虚幻的金的

职能
”

时
,

可由它 自己的符号来代替 ①
。

因而
,

当一个国家处于产生信用纸币的临界点时
,

它的

主要货币体系应该 已处于高度符号化的程度
,

基本脱离了足值货币的阶段
。

而且
,

这种以商品

交换发达为基础产生的信用纸 币
,

若非不可抗拒的力量造成社会发展的重大破坏
,

致使商品经

济水平大幅度倒退
,

是不可能出现逆转
,

重新退 回到足值货币体系的
。

我国古代始于宋
、

止于明的这段纸 币历史情况显然有所不同
,

恐怕得从 另一种理论角度来

解释它
。

学术界 自然早 已注意到 了自唐至宋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
,

并把它视为北宋纸币

交子产生的基本历史前提
。

② 但当时的商品经济发展是否达到足以 自然地产生信用货币即纸

币的临界点
,

却不容易找出现成的衡量标度来
,

以往的研究大多提到 由于商品经济发展而造成

的两个事实 一
、

唐宋间社会对货币的需求量急剧增长 二
、

信用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

但

若仅据此来解释北宋交子产生的原因
,

显然不够
。

一方面
,

以往对货币需求增长和信用关系发

展的阐述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

另一方面
,

我们不能忽视与唐宋间货币体系演变更为直接相关的

其他一些历史事实
。

从唐到宋中国社会对货币需求的急剧增长
,

主要表现在北宋政府铸币岁额较之唐代大幅

度增长以及“ 钱荒
”

现象长期存在这样的事实之中
。

虽说商品交换扩天是产生钱荒的生因 但如 一
果反过去将唐宋间铸币岁额增长直接作为商品交换扩大的指数

,

则显然不妥
。

唐宋间逐年增加的铸币
,

其实并未全部投入社会的商品流通
。

除史家经常提到的如富家窖

藏
、

奸人销熔
、

市舶流泄等原因外
,

政府财政也开始占用大量的通货
,

这一点不应忽视
。

以两税

法为代表的唐宋间赋税货币化趋势
,

一方面强制性地将大多数农民或多或少地拉入 了商品交

换者的行列
,

另一方面政府财政的运转也需要大量通货作为媒介
。

官傣兵糜开支中现钱的比例

日见扩大
,

地区间大规模财政调拨需要借助于货币
,

政府的财政储备也多采用钱币的形式
,

如

史家常提到的熙
、

丰间免役
、

坊场等钱的贮积即是
。

自中唐以来由于雇佣兵制取代役兵制而成

为常备军的主体
,

使得国家财政开支成倍增长
,

并由此引发了国家政治一系列相应的变化
,

这

又在总体上扩大了财政对通货的需求
。

这些显然并不能被直接简单地视作是商品交换规模扩

大的一部分 这也就是说
,

历来被学者们认作纸币产生历史前提的唐宋间通货紧缺现象
,

其实

还应打一定的折扣
。

从理论上说
,

信用货币产生直接的逻辑前提并不是商品经济的发展
,

而是 由商品经济所决

定的信用关系的水平 史籍中有不少唐宋间信用关系扩大的记载
,

但它们看来并不能表明当时

货币流通 已达到了
“

只执行虚幻的金的职能
”

的程度 学者们多强调唐代飞钱的意义
,

如李诞先

生就据史臣关于宋代的交子
、

会子
“
盖有取于唐之飞钱

”

这一推断
,

将交子的产生直接与唐代的

飞钱联系了起来
。

③ 事实上迄今为止
,

并无证据确切表明宋代四 川的交子与飞钱有何渊源关

系
。

彭信威先生曾十分准确地分析过唐代飞钱产生的历史原因 一
、

钱币缺乏 二
、

因钱少各地

渐有禁钱出境的事 三
、

税场多
,

税款常须移转 四
、

商业发达
,

渐觉铜钱携带不便 ④ 此 又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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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钱虽说须以一定的信用关系为基础
,

但它的出现主要地却并非在于信用的发达
,

而是另有如

禁铜钱出境等超经济因素的
。

即便部分 由于商业发达所致
,

也只是出于贱金属货币笨重不便的

原因
。

唐宋史籍中留下了不少关于中央政府严令州郡如数支付商人兑汇飞钱的记载
,

正好向我

们表明当时飞钱制度非信用性的那部分因素
。

而且
,

宋代社会所存在的其它一些现象
,

也表明当时信用关系的发展水平
,

与产生作为信

用货币纸币的要求尚有距离
。

首先
,

实物形态仍主宰着社会经济关系的许多方面
,

如地租
、

赋税等
,

并在支付
、

交换手段

中也或多或少地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笔者几年前曾就宋代的地租形态发表过一些粗浅的意见
,

认为当时基本上不存在货币地租的现象
。

虽有学者对此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

但宋代实物地租仍

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事实
,

恐怕 已是史学界的共识
。

①赋税也是一样
,

直至南宋
,

农民向官府交

纳的主体仍是实物
,

并 由此决定 了在政府的财政支出中
,

虽如前文所言现钱的 比例明显扩大
,

但实物形态仍占最大比重 当时政府向民间收买物色
,

如和朵
,

大多支付绢帛等实物
。

北宋由

中央资助沿边朵买
,

所支物色主要即为银 帛
。

可知物 帛仍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支付手段
。

宋代

各地 区间经济发展很不平衡
,

穷乡僻壤与通都大衙不同
,

甚至物物交易都可能广泛存在
,

自可

舍而不论
。

但在经济发达地区
,

谷 帛实物部分地充当支付或流通手段的现象
,

其实也并非个别

的例外
。

如南宋洪迈的记载
“

吴兴士子六人入京师赴省试
,

共买纱一百匹
,

一仆负之
。 ” ② 这里

士子六人所买之纱 自然是为了支付其在京师应试的开支所用
,

就部分地充当了货币的作用
。

在

农业社会里
,

地租形 态是经济发展水平最主要的指示器
。

’

当一个社会的地租
,

包括它的转换形

态的赋税
,

仍基本采取实物形态的时候
,

作为信用货币的纸币制度却已经确立了起来
,

这不能

不令人费解
。

其次
,

贵金属 白银在宋代仅仅部分地货币化
,

刚开始它排挤贱金属货币铜钱的过程
,

离贵

金属在流通过程中的
“

符号化
”
显然还有很大距离

。

根据马力先生的研究
,

宋代白银在一定范围

内已不同程度地具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项基本职能
,

但在货币领域还不占主要地位
,

仅具

有不完全的法偿力
,

因此当时白银主要是以银锭的形态被人们所使用
。

③如在作为货币最主要

职能的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上
,

宋代用银表示物价一般都须经与钱折算
,

还不直接作为价值尺

度
。

以银支付物酬
,

也须经金银铺这一中介
。

宋代白银也参预了赋税货币化的过程
,

因而留下

记载较多
。

但宋代赋税中征收的白银
,

多系以钱立额后
“

折纳
”而来

,

或州军以钱帛置场买银
,

作

为轻资
,

以充上供之需 ④地方官报告民户纳银困难时
,

多有强调当地不产白银
,

以故输纳困难

者
,

⑤可知除产地外
,

白银并没有在各地作为通货广泛流通 马力认为宋代白银之所以能够开

始部分货币化
,

在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

那么反过来我们似乎也可以这么说
,

宋代白银之所以未

能完全货币化
,

原因之一
,

正在于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没有达到足以使贵金属在更大范围内驱逐

贱金属的程度
。

与此同时
,

宋代的黄金则基本未开始货币化进程
,

连部分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

段都未具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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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

关键的问题是
,

宋代作为主币的铜 币
,

基本仍处于足值货币的范畴
,

并未开始符号

化
,

因为当时铜钱的币面值仍基本决定于币材值
。

唐 宋时期政府铸钱
,

虽有个别记载称 为利甚溥 ①
,

但一般均无 甚大利 唐代夭 宝年间

一 铸钱
“

每千钱费七百五十
” ,

所获 已不多
。

至建中元年 年
,

江淮钱监铸钱
“

度工

用转运之费
,

每贯计钱二千
,

是本倍利也
” ②

。

宋代苏辙 一 年 说北宋初
“

官铸大率无

利
” ,

③蔡京 一 年 称
“

自来铸锻钱 ⋯ ⋯官得至薄 率三钱得一钱之利
。 ’,

④蔡绦也说
“

盖昔者彭铸
,

凡物料火工之费
,

铸一钱凡十得息者一二
,

而赡官吏
,

运铜
、

铁
,

悉在外也
。

苟稍加

工
,

则费一钱之用
,

如能成一钱
。 ’,

⑤个别时期官钱料例减损
,

铸造赢利过多
,

则必定会促发民间

的盗铸之风
,

造成币制的混乱
。

如北宋于仁宗
、

徽宗年间前后两次铸行大钱
,

都是如此
,

每次都

不得不最终将大钱贬值了事
。

另一方面
,

如果铸钱出现 负利
,

政府也必然会缩减铸额
,

以减少

财政损失
。

如南宋时期因铜价上涨
,

铸钱官监积弊 日甚
,

效率减低
,

率费三钱而铸一钱
,

⑧ 以此

铸额较之北宋大幅度下降
。

与此同时
,

虽然南宋铸 币较之北宋成 色大减
, “

铜少铅多
,

钱愈锲

薄
” ,

⑦ 其币材值却仍高于币面值
,

民间私熔利润不少
。

彭信威先生曾指出中国货币史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
“

主要货币的重量
,

在长期看来
,

几乎

稳定不变 这种情形
,

在别的国家是少有的
。 ’,

⑧自西汉发行五株钱
,

直至唐初
,

中国的铸币是名

实相符的秤量货币
,

历代都坚持钱币须
“

重如其文
” ⑨

,

以稳定币制 从唐初改铸通宝钱后 虽说

钱文名称似 已摆脱秤量货币阶段
,

实质不变
。

开元通宝与一千多年后铸造的光绪通宝
,

重量竟

是相等的
。

相比其他国家的货币史
,

情况却很不相同
。

世界历史上有名的一些货币单位
,

都是

不断减重或贬值
,

从而逐渐地符号化的
。

如意大利 年始铸的银币
,

就是随它的流行

而逐渐减损成色
,

以致于被人们称为
“

黑钱
” ,

最终到 世纪末变成 了铜 币
。

⑩

正是贵金属货币这种不断符号化的过程
,

为西欧国家信用纸币制度的确立奠定 了基础
。

中国历代钱币制度的这一特点
,

从表面看
,

是 由社会私铸与私熔两方面因素制约着的
,

妨

碍了它的币材减省并进而符号化的进程
。

每当铸币质量好
,

币材实值大于币面值时
,

就会发生

私熔铜钱
,

铸造铜器以赢利的问题 当铸币过于恶劣
,

币材实值低于币面值时
,

便会促发民间私

铸钱 币之风
。

但这两方面现象的实质 自然应源于当时社会经济关系
,

即我国金融制度中信用关

系长期的不发达
。

所以说
,

从秦汉至明清
,

我国作为主币的铜铸币制度从未为信用纸 币的问世

准备充分的历史前提
。

马克思在研究货币历史时举过中国的例子
,

他说
“

在信用完全没有发展的国家 如中国

早就有了强制通用的纸币
。 ’,

⑧ 说唐宋时期
“

信用完全没有发展
” ,

显热是因为马克思没有掌握

关于当时商业信用关系一定程度发展的历史资料
,

但他通过与近代西欧纸 币制度相 比较
,

指出

中国早期纸币主要不是以信用
、

而是以政府强制作为基础
,

仍十分正确

王 禹俩《小畜集 卷
,

《江州广宁监记 》
《旧 唐书

·

食货志 ,
。

苏辙 《龙川略志 》卷 《与王介甫论青苗盐法铸银利害
杨仲 良 《长编纪事本末 》卷 《当十钱 》

,

崇宁二年二月庚午条
转引自马端临《文献通考 》卷

,《钱币考二 》
。

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卷
,

绍兴三年十一月癸亥记事 吴充《能改斋漫录 卷 《铸钱赞多得少 》条 关
于南宋官钱监种种积弊

,

可参见黄干《勉斋集 》卷 与渭便赵监忍论钱监利害 ,

《宋史
·

食货志下二
·

钱币 》

彭信威 《中国货币史
,

第 页
‘隋书

·

食货志 ,

参见 “ 。 ” 。二 , 年版 第 可
及有关章节

。

‘政治经济学批判 ,
,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 〕第 招 卷
,

第 一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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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宋代纸币产生的历史原因其及性质

那么朱代的纸币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据史籍记载
,

交子产生的直接原因
,

在于宋代铜材不足
,

故划出四川一地通用铁钱 可是铁

钱过于笨重
,

不便于流通
“
蜀用铁钱

,

其大者以二十五斤为一千
,

其中者以十三斤为一千
,

行旅

资持不便 故当时之券会
,

生于铁钱不便 缘轻重之推移
,

不可以挟持
。 ” ① “

赋币以铁
,

人病惫

迁
,

而质剂兴焉
。 ” ② 南宋初会子的产生

,

史文交待不如交子清楚 但据李心传关于
“

临安之 民
,

复私置便钱会子
, ③

,

以及南宋后期卫径称绍兴末
“

体仿民间寄附会子
,

印造官会 ”的记载
,

④ 也

略可推知官会的前身是一种为
“

便钱
’,“ 寄附

”

所用的兑汇性质的票据 而非信用纸币
。

这类票据

之所以产生
,

恐怕也同样 出于铜钱流通量之不足
。

正如多数学者所认识到的
, “
券会生于铁钱不便

”
只不过是交子得以产生的契机

,

而不是它

的根本原因
。

关键问题在于 由于钱币笨重不便而一时产生的兑换券
,

为什么会在那么广的范

围
、

那么长的历史阶段是流通
,

并一度取代当时的主币铸币
,

成为国家唯一的法定通货

最初 由早期名 目主义货币学说者斯图亚特
,

一 提 出来的关于社

会商品流通对货币量进行调节的理论
,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思维角度
。

斯图亚特在他

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之研究 》一书中提 出
“
如果一国的硬币太少

,

与提供销售的产业活动的价

格不成 比例
,

人们就会想出象征性的货币之类的办法为此创造一个等价物 ”⑤换句话说
,

当社

会的通货过少时
,

人们就会用别的象征性的东西来代替货 币使用
,

以保证商品交换的正常进

行
。

这种解释基本符合我国古代纸币流通的事实
,

尽管学者们对唐宋间钱荒现象的解释或有不同 ⑥
,

当时社会通货不足这一现象却并无歧

议
。

应该说
,

通货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币材性质及其生产水平决定的

与
“
天然适于担任一般等价物

”

的贵金属不 同 ⑦
,

以铜铁等贱金属充币材有着它许多先天

性的缺陷
。

在现代化学合成材料发 明之前
,

铜铁是除木
、

石之外人们制作生活
、

生产器具的最基

本材料
,

以铜铁充币材
,

免不了与人们 日常生活需要发生矛盾
。

历史对私熔官钱的刑条不谓不

严
,

却根本无法禁止私熔现象
,

就是因为铜铁器永远有它的市场
。

像南宋这样屡屡靠
“

索民间铜

器
” ⑧

,

限制人 民拥有最基本的生活器皿的办法来解决币材问题
,

自然不会成功
。

当时民间不仅

铜材
,

就是铁材也常常不得不靠熔钱得之 如绍兴十五年 年 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上言

所提到的
,

四川地区“ 民间铸造农器锅釜
,

及供应官司军器
,

积 日累月
,

销熔川钱殆尽
,

以致剑外

州县全缺见钱行使
’

吻
。

贱金属铸币币值较低
,

流通所需总量因此数倍甚至数十倍于贵金属货币 往往一遇大宗交

易
,

钱币就免不了车装船载 尤其当由唐入宋
,

由于生产力发展与赋税货币化的推动
,

在全国范

围内将绝大多数农民纳入了商品交换的行列
。

流通所需钱币不营几倍于前代
。

从长期看
,

若非

《文献通考 》卷 钱 币考二玛 东莱 吕氏言
。

唐士耻 《灵岩集 卷 “ 益州文子务
。

李心传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甲集卷

,

《东南会子 》

卫径 《后乐集 卷
,

《知福州 日上庙堂论褚币利害札子
转引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的注文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卷 第 贾

。

斯 图亚特所祖出 的该 一厦翅
后来被许多经济学家所接受 并加 以发展

,

如亚当
·

斯密
、

卡尔
·

马克思等
,

成为现代货币金触学说的羞本原理之

一 乡见刘沽放《国外货币金融学说 中国展望出版社 年版
,

第 一 页
。

今见乔幼梅《从中唐到北宋钱荒问皿的考察 》,

毅 历史研究 如 年第 期
马克思 《资本论 》第 卷

,

人 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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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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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技术上的革亏食 ,

矿冶业 自然无法跟上通货总量扩大的这种需求
。

历代长期实行铜禁
,

职此

之故
。

直至清乾隆时
,

由于云南铜矿得到大量开采
,

铜的供求关系开始松动
,

才最终解
’

除铜禁
。

前文提到唐宋间白银仅开始部分货币化的原因之一
,

在于当时商品经济发展役有达到足

以使贵金属在更大范围内驱逐贱金属的程度
。

这里需要一提的原因之二
,

就是唐宋间贵金属 币

材也很缺乏
,

制约 了它们的货币化进程
。

我国不是金银富矿区
,

在近代矿冶技术 引进之前
,

产量

自然更低
。

唐宋时期黄金的产量微不足道
。

北宋至道末年 年
,

显然以岁收金课过少之故
,

官史记载干脆作
“

若干两
”

了事 到了矿冶业最景气的宋神宗时翔加元丰元年 年
,

金课

实际收入大大超过租额
,

也只有 余万两
。

白银岁入
“

课利折纳互市所得 皆在
”

之数
,

至道末

为 余万两
。

元丰元年课得岁入 余万两
,

估计北宋时期一般不会超过此数
,

南宋必

定更少
。

庆元二年 年
,

据宰执言
,

榷货务都茶场岁入 白银不满 万两
,

而每年供奉三宫

用度及册宝典礼消耗却需 万两
,

不得不请以分数折支会子
。

① 自北宋末南宋初
,

福建
、

两广

上供钱长期折纳白银
,

到南宋后期
,

由于铜钱缺乏
,

其他地区赋税也多有改交银两者
,

成为民户

和地方政府沉重的负担
,

除钱银折价不合理外
,

主要是因为流通中白银过少
,

买纳不易
。

史籍中

多有记载
。

总之
,

宋初 由于铜材不敷
,

不得不划出四川地区专用铁钱
,

民间苦于铁钱之不便
,

首先发 明

兑汇性纸 币交子
,

官府因势利导
,

取交子当作了四川一地的替代性货币
。

四川交子的产生
,

从局

部看
,

似不在于货币数量过少
,

而是因为当地货币铁钱过重 从总体讲
,

实际也源 自国家主币铜

钱之不足
。

当时宋廷曾两次试图将四川的交子 钱引 之法推广到陕西
、

河东
,

北宋末年并一度

推广到了全国大多数路分
,

均未成功
。

这是因为纸币在陕西等地主要充当轻贵汇票使用
,

与钞

引制度发生了冲突
,

而且陕西等地兼行铜钱
,

尚不需要引人替代性货币
。

有的学者将北宋推广

纸币行动的失败
,

归咎于各地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 ②恐系夸大之词

。

到了南宋
,

由于铜币

铸额大幅度减少
,

不敷流通所需
,

以纸币 会子 替代铸币的现象才从四 川一隅推广到 了全国
。

这时的纸币已完全是一种数量型替代货币了
。

宋代的纸币由政府强制发行
,

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现代命令纸币的性质
,

但由于它主要不

是以
“

商品所有者公认
”

即信用为基础产生
,

而是作为铸币的替代物出现的
,

必然会有一定的局

限性
,

或者说特性
。

今举其大要如下

其一
,

作为替代性货币的纸币补充社会通货总量不足
,

符合商品流通的需要
,

在不超出替

代性角色的范围的前提之下
,

才可与其它货币一样正常地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
。

所谓替代性角

色范围
,

具体说有两方面
,

首先
,

替代性纸币必须是可兑换纸币
,

人们可随时将它兑换成其所替

代的本币
,

从而确立它的信用
,

使人用之不疑
。

宋代臣僚议论纸币问题
,

几乎人人强调须留有准

备金
, “ 交子之法

,

以方寸之纸飞钱致远
。

然不积钱为本
,

亦不能以空文行
。 ”③正在于此

。

其次
,

纸币的发行量须控制在其用以补足社会所需通货量的数额之内
,

才不致于造成通货膨胀
,

或者

以劣币驱逐 良币的情况
。

北宋交子除个别时期外
,

基本未出泛料
,

坚持每界 缉的定

额
,

故能长期稳定行用
。

④南宋会子发行前期
,

当权者比较谨慎
,

流通量控制颇严
,

发现贬值
,

即

行收兑
,

情况也不错 如乾道四年 年 立界行新会后
,

会价回升
, “
愚 民至指乘舆以造券不

① 参见李热《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

夭落五年岁末条 注宋会要辑稿 》食货 之 至 《宋史
·

食货志下七
·

坑冶
卿 如李挺《北宋褚币史述论 拟上

、

下 连载于《思想战线 年第
、

期
。

③ ‘长编 】卷 夕,

熙宁八年正月丁 已条
④ 苏辙 《泉城集 卷 “ 论蜀茶五害状

“ 旧 日蜀人利交子之轻便
,

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
”



多为苦
” ①

。

后世如元代 一 年 初期纸币能够行用通畅
,

主要也在于坚持限数印造与

严格钞本银制度
。

②

其次
,

替代性纸 币具有一定的原始性
,

货币职能不完全
,

因此
,

在货币领域中的地位是不完

全的
,

这主要表现在它的信用
、

流通
、

法偿力及管理制度等方面
。

宋代的纸币作为铸 币替代物 引入流通领域
,

所 以其流通的基础更多地 出于货币发行部门

的主观意志
,

而不是金属铸 币自然符号化的信用关系
,

因此免不了最终从社会的交换手段蜕变

成为政府财政的工具
。

由宋至 明
,

纸币发行量总是决定于政府的财政状况
,

计司财匾之时
,

纸币

发行也就随着赤字而水涨船高
, “

增造则益轻
,

住造则乏用
” ③

,

无法抑制
。

如南宋后期
,

无非靠

每 日印造会子应付国计
。

近代世界各国纸 币制度确立后
,

个别也有因通货膨涨过度而崩溃的情

况
,

却少有象中国古代这样长时期地
、

持续地利用发行纸币来支撑财政开支的
。

纸币既为铸币的替代物
,

在货币职能上 自然无法等同于本币
。

当纸币发行量接近天文数字

时
, “

市井视之
,

粪土不如
” ,

它的价值尺度与支付手段等职能也接近于消失
,

可不言而喻
。

若就

流通手段而言
,

也不能与本币相 比
。

所以南宋纸币大多只能在中心地区流通
,

如孝宗时辛弃疾

一 年 称
“

今所谓行使会子之地
,

不过大军之所屯驻与徽甸之 内数郡尔
,

至于村镇

乡落
,

稍远城郭之处
,

已不行使
,

其他僻远州郡又可知也
。 ” ①又据彭龟年说

, “

其襄
、

汉戍兵
,

月

得料钱
,

全靠客旅贸易
。

其会子止到鄂州便着兑使
,

而官司无以权之
,

遂使坐贾之人乘其急建
,

低价以售
,

用是一贯会子止可得五百左右见钱
。 ” ⑤ 可见当地会子须到 中心城市鄂州才能兑换

行使
。

此外从史籍中常见之
“

执会便可得钱
” 、 “

持空褚于市
,

无有肯售者
”

等记载
,

⑥也可体会出

当时纸币在流通中受到排斥的事实
。

由此
,

我们也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宋人一再强调流通中纸

币与铸币子母相权的道理
。

除零星交易须用铸币的原因外
, “

会子所以流通者
,

与钱相与为兑换

也
” ⑦

。

离开本币
,

替代性纸币即无法流通
。

完全的法偿力是现代信用纸币主要特征之一
。

宋代的纸币如会子
,

却并不具完全法偿力
。

自绍兴末年规定 民户交纳赋税以钱会中半的原则后
,

直至南宋末年基本末变
,

所以地方志记载

财赋收支数
,

有将
“

钱会中半
”

直接缩略成
“
钱会

”

两字者
。

⑧其它纸币虽一般正式规定具完全法

偿力
,

流通 中由于折阅
,

不仅商旅交易常不肯行用
,

官府收税也有拒绝收受者
。

宋代纸币长期坚持分界行使
,

应该也是它原始性的一个表现
。

除技术因素外
,

分界还具有

隐蔽贬值和抑制伪币的 目的
。

南宋会子发行量千万倍膨涨
,

币面值贬减却似乎相对较慢
,

原因

在于兑界的隐蔽作用
。

所谓
“
嘉定以一易二

,

是负民一半之货也 端平以五易一
,

是负民四倍之

货也
” ⑨ 而当时伪币屡禁不止

,

更使宋廷难以废除兑界制度
。

如袁甫所说 “ 会子立界
,

分立年

限
,

其法始于蜀中
,

当换界时
,

差内外两场官吏辨验真伪
,

互相考核
,

方与交收
。

外场辨验到一贯

伪会
,

追赏至七十贯
,

内场辨验到一贯伪会
,

所追赏 钱 视外场又倍之
。

⋯ ⋯民间知将来换会之

① 叶绍翁 《四朝闻 见录 , 乙集‘褚券 》 洪迈《容斋三笔 卷 《官会折阅 载
故

,

几乎十年睡 不著
。 ”又据《中兴两朝圣政 》卷 淳熙二年四 月壬子条

,
淳熙十二年 宋孝宗言

“
联以 会子之

当时淮东
、

淮西两总领所 各乞 以 金银兑换
会子支遗

,

据称“ 缘朝廷以金银收换会子 桩管不 用
,

金银价低
,

军人支请折阅
,

所以 思用 会子
, 。

参见 陈得芝《元代的钞法 》
,

载《南京大学学报 哲社版 年第 期
,

第 一
、

页
李曾伯 《可斋续稿 后卷

,

‘救蜀褚密宾 》

《历代名臣赛议 卷 又 如《可斋续稿 》后卷 回奏庚宜谕 》“

广西民间 自来止用见钱
,

不用会子
”

《历代名 臣奏议 】卷
《后 乐 娜 》券 《知福 州 日上庙堂论褚 币利 害札子 》截垃 《鼠瑰 》卷上

,

《褚币源
杨万里 ‘诚斋集 二卷 ‘乞罢江南州军铁会子奏议
如梅应发等《宝庆四 明缘志 卷 “ 兴复省并酒库 》“ 一

、

诸县案名
,

娜县 户长役钱夏伙两料每料九千四 百四 十三贯
六 百八十二文

,

钱会 ’’
·

⋯ ”

②③④⑤⑥⑦⑧

⑨ 一历代名臣赛议 卷 奏文以
“

许衡代人拟奏札曰 ”
领起 按许衡 一

名疑误
。

本奏究系何人所上
,

待考
年 从未在南宋游历仕宦 《赛议 》署



时 伪会必不逃两场辨验
,

自然伪会不至通行
。 ”

所 以他提 出关于会子问题的
“ 四戒

” ,

其 中之 一

即是
’‘

戒新 会不立界限
。 ” ① 后世如元代钱钞虽不立界

,

但钞制屡败屡改
,

实与换界无异
。

三
、

国外白银大量输入与纸 币的引退

不言而喻 等到投入流通的本币数量足够商品交换所需时
,

替代性货币历史使命也就完成

了
。

这 个变化发生在明代中叶以后
,

不过最终淘汰纸币的本币已不是铜钱 而是 白银 了
。

由于从宋至 明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
,

银 白金 已完全完成 了它的货币化过程
,

并逐渐表现

出它取 代铜钱成 为社会交换主 币的地位
。

明人王世 贞 一 年 认为
“
凡贸易金太贵而

不便小用 且金 日耗而产 日少 米与钱贱而不便大用 钱近实而易伪杂 米不能久
,

钞太虚亦复

有 烂 是 以 白金为币之长也
。 ’

嗯 这样的认识 自然 只能产生于商品交易
“

益专 用银
”

的明代中

计卜以后 在几个世纪以前的宋代恐怕是不会出现的
。

元
、

明两代
,

为了推行纸币制度
,

都曾一度禁止 民间私用金银交易
,

但在商品交换的发展对

贵金属 货币客观需求面前 这种禁令均无法付诸实施
。

据记载在洪武三十年 年
,

杭 州诸

郡商贾 已是
’‘

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
” ③

。

到英宗时 明廷不得不弛银禁
,

于是 出现 了
“

朝

野率用银
,

其小者 乃用钱 ⋯ ⋯钞奎不行
”

的局面
。

①与此同时
,

赋税也开始折纳交银 白银的法

偿地位被正式确立
。

正统元年 工 年 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田赋米麦四百多万石折纳金花银

嘉靖四十一年 年
,

各地班匠征银 万历九年 年
,

推行一条鞭法
,

天下丁役
、

地税等

项赋税 都
“‘

计 亩征银
” 。

由此
,

白银的主 币地位终于确立 铜钱成为交易之辅 币 纸 币 大 明宝

钞 则从此 引退 完全退 出了流通领域
。

清初曾于顺治八年 年 发行钞贯
,

十年后废止不

用
。

此后虽有 臣价建言改银 用钞 从未实施
。

前文说过 唐宋时期 白银产量不高 限制了它的货币化进程
。

明代国 内白银的产量也未 见

有多大提高
。

万历年间 一 年 明政府苦于 白银短缺 曾发起广泛的开矿运 动 徒然

造成社 会骚乱
,

白银 产量并未增加
。

估计有明一代白银产量都保持在年均 万两左右的水

平
。

尽 直至清代前期由于云南银矿的开发 白银产量增加
,

也不过在每年 万两之间
。

仅凭国

内出产的 白银 显然无法满足 日益扩大的社会商品交换的需求 淘汰替代性的纸币
。

中国货币史上这一重大变化 主要是借助于当时国际间白银的流动使巨额 白银输入我国

完成的
。

从宋代起 我国的白银一直是与铜钱一起输出邻近国家的 例如 日本等国
。

⑧ 自十六世纪

初至十八世纪后半期 国际间的白银大量东流 绝大部分都流入了中国 其中包括不少的 日本

白银
。

直至后来鸦 片贸易开始 白银才复从中国源源流出
。

十六到十八世纪 白银东流的原因有

二 一是 中外间银金 比价不同 如十六世纪末 金银 比价在中国为 至 之间 在英国
、

日本则为 至
,

因此这一时期 白银输入 中国十分有利可图
。

直至 十八世纪 末 中外

袁甫 《紧斋集 户卷
,

《论 会子疏 公

王 世贞 《奔州 史料后集公卷 钞法户
。

《明太祖 实 奋卷
,

《明宜宗实录 公卷
。

《明 史
·

食货志五
·

钱钞 公
。

①吻①⑤心



间金银 比价基本拉平
,

均在 上下
,

白银的东流也就随之结束
。

①

二是中国的对外贸易长期出超
。

当时中国的生丝
、

茶叶和 瓷器在世界市场上很受欢迎
,

大

量出口
,

而入 口商品却极有限
,

中外贸易基本上是中国商品单方面输出
,

外商必须用货币弥补

对华贸易中的逆差
,

十六至十八世纪世界 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的局面就是这样形成的

这一时期流入中国的白银主要来 自日本和美洲新大陆
。

日本西部白银生产十六世纪中期

起梦声高峰
·

至十七世纪初
·

仅佐渡银矿一处白银年产量即达 多万两
。

故有大量白银可供

出 口
。

据当时西方商人的估计
,

十六世纪末期
,

每年通过葡萄牙商船输入中国的 日本 白银
,

约为

万公斤 折 合库平银约 余万两 至 年
,

时人估计当时每年输入 中国的 日本白
口 了’

银 已增加到了每年 一 万公斤 一 万两
。

一 年间
,

大致有总数

至 百万公斤 一 “ 百万两 日本白银流入到了中国
。

② 另据 日本幕府官方

调查
,

从 年到 年的一百六十余年间 从 日本共输出白银 余万公斤
,

即每年约输

出 万两
,

其中大部分通过海上 贸易流入了中国
。

十六世纪中叶后
,

世界主要的白银产地是美洲新大陆
,

西方殖民主义者攫取了美洲丰富的

白银后
,

很大一部分就通过东西 贸易 经菲律宾
、

印度
、

澳门等地的中转
,

流到 了中国
,

其总量

超过来 自日本的白银
。

据估计
,

在 年到 年间
,

每年仅通过阿卡普尔科一马尼拉一中

国这一海上贸易渠道
,

输入 中国的美洲 白银就达 万两
。

在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
,

每年

的输入量更增至 余万两
。

由于资料不全
,

明清之际通过海上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的总数不易估计
,

彭信威先生认为

达数亿两
,

也很难确切
。

不过从上述的个案数据 已可证明国外白银流入数量之巨
,

是国内微不

足道的白银产量所不可比拟的
。

我国货币史上淘汰纸币
、

通行白银这一巨大的变化
,

根本原因

当在于明代中叶以后社会经济的进步
,

国外巨额白银流入则为变化提供了货币供应这一不可

或缺的物质前提
。

概括而言
。

我国古代一度广泛通用的纸币
,

从根本看
,

只是 由于当时金属币材不足而出现

的一种替代性通货
,

与真正意义上的由于信用关系发达产生的纸币尚有差距
。

唯其如此
,

才能

解释纸币从产生复归于消失这 一曲折的历史过程
,

以及历代币制之种种缺陷
。

本文这一推断
,

当然并不意味着 否认了唐宋间信用关系一定程度发展的历史事实
,

而 只在于指出这种信用关

系的发展 并不能被认为是导致北宋纸币产生的主要历史原因
。

基于此
,

我们似还可以推衍出

另外两点相关的结论 其一
、

中国古代货币史发展阶段的划分
,

应该把 自秦汉至明中叶这近两

千年时间都归入以贱金属铸币作为主币的时期
,

虽然其间纸币曾一度在流通怠量上超过铸币

其二
、

中国从秦汉 以来的货币史与西欧虽略有不同
,

如贵金属货币化较迟等等
,

但以铸币作主

币却是一致的
。

从这个角度看
,

我们对中西方前近代经济史的比较研究
,

应该既要注意它下撇
相异

,

也要注意它们的相同之处
。

作者 包伟民 年生
,

杭州大学教授
,

历史学博士

① 烤彗赵十吞一十八世纪国际间白银流动及其输人中国之考察
“ , 。

一文所列致据略有
差异 可乡见

。

②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