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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锻推动的全球化
文 ／ 杜君立

｜１ ６ 世纪初 ， 世界 白 银产量每年只有约 １ ５０ 万盎 斯 。

｜
在 １ ６ 世纪中期 ， 即 明嘉靖年间 ， 随着美洲银矿和 日本银矿

｜
的发现 ， 世界 白银产量提高到每年 １ ０００ 万盎斯 。 直到 １ ８

｜
世纪 中叶 ， 即清乾隆年间 ， 世界 白银产量

一

直保持在 ９００

｜
万 ？

１ ７００ 万盎斯之间 。 南美洲 １ ６
￣ １ ８世纪期间的 白银产

｜
量 ， 约 占世界总产量的近 ８０１ 日本白银矿藏量也极大 ， 在

｜
１ ７世纪前 ， 日本白银产量约 占世界的 ２０％

＜

｜明代后期 ， 在民间社会的压力下 ， 白银成为中国法定货

ｉ
币

，
社会对 白银需求巨大 ． 但国 内矿产资源不足 ， 因此只能

Ｉ
从海外输入 ， 这些白 银主要来 自 日本和美洲 。 在某种程度上

Ｉ
可以反过来说 ， 是中国 白银货币化推动了 日本和美洲 白银矿

Ｉ

产的大开发 。 从更大意义上来说 ， 中国通过出 口 丝调 、
瓷器

Ｉ
和茶叶 ， 从西方贸易公司手中换取 白银 ，

由此引发了
一

场全

Ｉ
球性的贸易活动 。 换句话说 ， 白银将中国与世界联系在

一

起 ，

Ｉ
在中国与世界之间 ， 通过白银建立了

一

种密切的互动关系 。

圍
中国白银

Ｉ

明朝初年 ， 白银并不是合法货币 ，
金银都被禁止用于交

Ｉ
易 ＝ 据 《 明会典 》所载 ， 明朝典章制度中只有

“

钞法
” “

钱法
”

，

ｊ
Ｈ
ｉ木没 Ｙ ｆ 

“

银法
”

。
直到隆庆元年 （

１ ５６７ 年 ） ， 明朝解除海禁 ，

｜
同时颁布白银货币法令 ：

“

买卖货物 ， 值银
一

钱以上者 ， 银

｜ 钱兼使 ；

一

钱以下者 ，
止许用钱 。

”

明朝首次以法权形式肯

｜
定 白银为合法货币 。 万历九年 （ １ ５８ １ 年 ）

， 在张居正力主下 ，

｜
“

计亩征银 ， 折办于官
”

的
一

条鞭法正式确立 ， 白银从此成

｜
为 国家的命脉所在 ， 白银也深深地介入到普通民众的生活 中

Ｉ白银成为货 币之所以经过这么长时间 ， 主要是白银数量

｜
仅仅依靠国产 ，

一

直不足以支撑起
一

个全国市场 ， 嘉靖时期 ，

｜

明朝太仓银库
一

直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 ， 银根紧张可想而

画
知 。 这种状态在隆庆五年 （ １ ５ ７ １ 年 ）有了根本的转变 ， 这

一

年 ，

Ｉ 恰恰是美洲 白银大量输出开始的
一

年 。 正是从那时起 ，

一

个

｜
世界贸 易网络开始建立 ， 白银作为

“

世界货币
”

在世界经济

Ｉ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当时世界 以 白银作为支付手段的最大国家是中国 ， 不

Ｉ
是西方诸国 当初西方开始地理大冒 险和海外贸易时 ， 最想

｜
要的是黄金而不是 白银 当 时欧洲重金轻银 ，

金银 比价是

｜１ ：１ ２ ， 中国银价较高 ， 达到 １ ：４ ， 因此导致全世界的 白

｜
银都流向中国 。

Ｉ大量白银涌入 ， 使中国的白银货币化步伐加快 ， 白银渗

｜
透到社会的每

一

个角 落和人们的 曰常生活中 ， 商品市场 曰益

｜
活跃。 这

一

时期 ， 商业繁荣 、 商帮兴起 、 城市充满活力 。 白

｜
银引发了

一

系列制度变革和社会变迁 ， 中国从古代社会向近

｜
代社会转型 。 基于对 白银 的巨大需求 ， 中国也开始全面走向

圍 世界。

大量增加的白银 ， 为早期经济全球化注入了强大活力 。

Ｉ 作为当 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 中国采取银本位制 ， 促使 白

Ｉ银成为世界货 币 ， 围绕白银形成了
一

个世界贸易网络 ， 或者

｜
说 ， 第

一

个全球贸易体系出现了 。 这种以白银为国际贸易结

Ｉ 算方式的世界经济体系正是经济全球化的开端

｜
曰本白锒

ｊ嘉靖三十六年 （ １ ５５ ７年 ） ， 被称为
“

佛郎机
”

的葡萄

１
牙人取得澳门作为定居点 。 在此之前 ， 日本发现了多个银矿 ，

｜
白银产量迅速増加 。 葡萄牙商人将大量的中国生丝和丝织品

｜
运到 日本 ， 换取 日本的 白银 ； 日本白银运到澳门 ， 成为进行

｜
循环贸易的资本 ， 大部分投入了中国市场 ， 以换取中国的生

圍
丝和丝织品等商品 。

Ｉ 从明到清 ， 白锒让中国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 。 白银的充足供应 ，

｜ 也使中国的白银货币化成为可能 ， 中国货币体系由传统的铜钱向责

｜ 金属白银转换 ，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由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开始向货

画 币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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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鉴 ／ 艺术 ／读书 ／专栏 ，

西方殖 民者征服新大陆最大的动力就是黄金白银

到 １ ６ 世纪末 ， 日本白银产量已 占世界总产量的 １ ／ ４到

１ ／３ ， 鼎盛时年产量高达 ２００ 吨 ， 日本 白银每年出 口 额约 为｜

３３． ７ ５ 吨 ￣４８ ．７５ 吨 。 从 １ ５６０年到 １ ６ ４４ 年 ， 日本生产的 白 圍

银总计多达 ２５４ ２９ 万两 ， 粗估这 ８０ 年流向 中 国的白 银总量
｜

为 ７ ３５０ 吨 ￣９４ ５０ 吨 。 根据统计 ，
１ ５８０ 年 ￣１ ５９ ７ 年 ， 葡｜

萄牙人从 日本运 出 了 ７５０ 万 ￣８９０ 万两 白 银 ， 约 ３００ 吨 。
｜

１ ６ １ ０ 年葡萄牙 、 日本和 中国之 间由船只进行的 贸易 中大约
｜

４０ 吨的 白银从 日本流入中 国 ， １６２０ 年这个数字上升到 ５０｜

吨 ，
１ ６３０ 年这个数字更是上升到 ６５ 吨 随着 １ ６ ３５ 年 日 本

圍

对船只进行海外 贸 易的限制 ， 输入中国的 白银又回到 ５５ 吨

利玛Ｓ地图中将澳门标注为锻岛

的水平 ， 在整个历史时期里只
｜

有 １ ６３７ 年上升到最高值 １ ００
｜

吨 。 Ｉ６３９年大约仍有 ８５ 吨的 ｜

白 银运到 中 国 。 １ ６４ １ 年 贸易
｜

量仍然维持在 １ ４ ． ５ 万公斤 ，

｜

但 １６４ ３ 年 降至 ３５ 吨 ，
１６４５

画

年大约 ５０ 吨 。腫

葡萄牙人通过中 日之间的
｜

丝绸 白银贸易在东方立足 ， 广
｜

州
一

澳门
一

Ｋ崎航线堪称白银
｜

航线 。 在利玛窦绘制 的 《 坤舆 ｜

万国全图 》 中 ， 澳门被标注为
｜

“

银岛
”

， 日本也有
一

座同样 ｜

的
“

银岛
， ’

。｜

日本白银流入中国 ， 对应 ｜

着中国钱币也流入日本 ， 由此
｜

推动 日 本社会发生了
一

系列 巨
｜

变 ， 随着商业资本家崛起 ， 日
｜

謹 本进人战国时代 。画

美洲白锒

古代的西欧最初实行银本位制 ， １５ 世纪以后才逐渐过
｜

渡到金本位制 。 在法语中 ， 货币
一

ｉ司
“

ａ ｒｇｅｎ ｔ

”

本身就是
“

白
｜

银
”

； 同样 ， 英镑
一

词
“

ｓｔｅｒ ｌ ｉｎｇ

”

也是 白 银的意思。 在整
｜

个中世纪 ， 欧洲社会也和 中国
一

样
一

直受到货币短缺的 困扰 。
｜

中国白银产量在最高年份也不过 １ ０ 吨左右
，
欧洲 白银产量

｜

在 １ ５３０ 年达到历史最高 ， 为 ９０ 吨 。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 ，

｜

欧洲每年为购买东方香料就要用去 ６５ 吨 白银 。｜

在相 当长的
一

段时间里 ， 欧洲 的黄金要比白银宽裕得多 ，

｜

｜
出现了金贱银贵的局面 。 从 １５４０ 年开始 ， 来 自南美的 白银

｜

｜如潮水
一

般涌入欧洲 ， 白银急速贬值 ， 黄金被珍藏起来。 此
｜

｜
后的数十年间 ， 白银造成欧洲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 ， 日耳曼

｜

［
银矿倒闭 ， 英国和尼兰德依靠手工业和 贸易崛起 ，

现代银行
｜

｜
业由此诞生。謹

Ｉ作为航海运动的先行者 ， 葡萄牙人建立了
一

个全球贸易
｜

｜
网 ， 他们以澳 门为远东的贸易中转站 ， 将丝绸等中国商品贩

｜

｜
运到世界各地 ， 主要有三条商业航线 ：

一是经由果阿销往欧
｜

Ｉ洲 ，
二是通过长崎销往日本 ， 三是经马尼拉销往美洲的西班

｜

｜
牙殖民地 。 经 由葡萄牙人之手 ， 中国商品走向世界 ， 世界各

｜

［地的 白银则汇到中国 ，
这条海上丝银之路连接起了一个现代

｜

｜
世界 。｜

圍在葡萄牙人之后 ， 西班牙人也纷至沓来 ，
他们于 １ ５７０ 圍



｜
Ａｒｔ 艺术

｜
年 （ 明隆庆五年 ） 占领吕宋岛 ， 以西班牙国王菲力三世

画
的名字命名为菲律宾 。 西班牙人以马尼拉为基地 ， 开始

｜
对华贸易 ， 白银仍是唯

一

的支付手段 。 长期从事南洋 贸

｜

易 的福建海商往返于马尼拉和月港 ， 返程都满载着这些

｜
来自美洲的 白银 。 小小的月港竟成

“

天子之南库
”

。

白银
一

而不是黄金一可能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
最大的财富收获 ， 人们甚至用 白银直接给一个新国家命

｜
名 （ 在西班牙语中 ，

“

阿根廷
”

是白银的意思 ） 。 在发

｜
现新大陆 ５０ 年后

，
来 自美洲的新财富开始发挥出巨大

｜
的威力 。美洲银矿的 白银产量远远超过之前欧洲和 曰本。

｜
著名波托西银矿于 １５４５ 年开始开釆 ，

萨卡特卡斯和瓜

｜

纳华托则分别在 １ ５ ４８ 年和 １ ５ ５８ 年开始开采 ， 刚开始

｜
产量不高 ， 在 １ ５６ ３年采用水银分离纯银的方法后 ， 这

｜
些银矿开采量出现了井喷式增长 。 １ ５８ １ 年 ￣

１６００ 年 ，

｜
仅波多西银矿就每年生产 白银 ２５４ 吨 ， 约 占全世界产量

｜
的 ６０％。 值得注意的是 ， 美州 白银产量刚刚幵始激增 ，

｜ 恰好阿卡普尔科一马尼拉航线也建立起来 。

此后 ， 美州 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中国 。 美洲 白银

｜
不仅从马尼拉直接流向中国 ， 即使运到欧洲的白银 ， 也

｜
从塞维利亚经由印度果阿 ， 再流入中 国 。 眼见西班牙的

ｊ
运宝船满载美洲 白银 ， 荷兰人和英国人纷纷做起海盗 ，

｜
靠劫掠来获得跟中国进行贸易 的资本。

一

时之间
，
大西

ｉ
洋和太平洋变成

一个丛林世界 。

金融史学家金德尔伯格估算美洲 白银最高年产量

圍
为 ３００ 吨 。 美洲通过欧洲转手运到东方的 白银大约有

｜
８０００ 吨 ， 其中大部分流入了中国 ， 估计约有 ５０００ 吨 。

｜
通过太平洋运到马尼拉 ，

再转至 中国的这条 白银输入渠

｜

道 ， 是美洲 白 银输入中 国 的主要渠道 。 据估计 ，
１５ ６５

｜
年 ￣

１ ８２０ 年之间 ， 墨西哥向马尼拉输送 白银高达 ４ 亿

｜
比索 ， 绝大部分都进入中国 。

面对大量白银从海外流入 ， 中 国人都以为南海吕宋

｜
有
一

座神秘的
“

银山
”

。 明末时期 ， 有
一

些华商乘坐西

｜
班牙人的马尼拉大帆船 ，

跨越太平洋远赴墨西哥 ， 他们

｜
被当地人称为

“

购银人
”

。 利玛窦在绘制 《坤舆万国全

｜
图 》 时 ， 将波托西直接意译为

“

银山
”

。

从明到清 ， 白银让中国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
一

起。

圍
无论是葡萄牙人 、 西班牙人 ， 还是荷兰人 、 英国人 ， 无

｜
论他们要中国的丝缠 、 瓷器还是茶叶 ， 唯

一

可以被中国

｜
人接受的只有白银 。

白银的充足供应 ， 使中国的白银货币化成为可能 ，

｜
中国货 币体系 由传统的铜钱向贵金属 白银转换 ， 这意味

｜
着中 国经济 由 自给 自 足的农业经济开始向货币经济转

｜
型 。 明清时期 ， 南方沿海地区因为白银经济而变得富裕

｜
奢华

， 这个 出现在前现代的
“

消费社会
”

被很多人称为

疆

“

资本主义的萌芽
”

。 ＜§

丨
拈花一笑 写尽天真

文 ／ 唐俊香

很多年来 ， 李 自 强先生

都是
一

个现象级存在 ， 代表着

中原花鸟画 的中 坚力 量与
一

流水平 ， 而浸润在深厚艺术素

养之 中的先生为人处世却是
一

直平淡谦和 ， 不争不抢不卖

不肓 ， 达真情 、 致唯美 ， 极具

诗人气质 。 而今 ，
耄耋之年

，

犹 自笔耕不辍 ，
日 日 用功

， 人

画倶臻完美 。

自 强先生作画 ， 全不在

篇幅与气度上下功夫 ， 有意远

离视觉上的震撼力与冲击力 ，

没有宏大的叙事 ， 而是片纸点

墨
， 信手

“

涂鸦
”

，

“

螺蛳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