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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货币是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的产物，并随其发展而不断发展。
我国是世界上使用货币最早的国家之一，已有三四千年的货币史。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境内多山。
由于高山峻岭的阻隔，上古时期的经济开发滞后于中原一带，早期使用的货币系从中原一带流入，自
行铸造货币始于唐代晚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各历史年代先后铸造的金属硬币和印制的纸币有二千余种，版式多种多样，
绚丽多彩，内涵丰富。
　　无论何种货币的产生、发展、消失或转化，都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政治、军事和文化艺术
、生产技术水平等各方面因素决定的，是历史兴衰更替的重要佐证。
从福建货币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福建的政治、经济发展的梗概，也可以看出福建金融史的发展概貌
。
五代时期，闽国执政者铸造铅钱、铁钱行使，不仅显示了福建有史以来第一个地方政权的兴衰，从其
使用的币材和铸造的工艺，还可以看出当时福建的经济开发和生产技术水平仍滞后于中原一带。
北宋时期，朝廷在福建的建州（今建瓯）设置“丰国监”，大量铸造铜钱供朝廷调拨使用，使丰国监
成为当时全国四大铸钱监之一。
丰国监的设立，表明福建社会经济已由开发进入繁荣，生产技术水平也有很大提高。
再从近代福建市场流通的货币看，种类繁多，五花八门，还有不少外国流入的铸币和纸币。
其发行的主体，既有国家银行、地方银行、银号和私营商业银行，又有地方权势机构、私营钱庄、银
号、商店和地方商会，也有外国银行在福建分设的机构，充分显示了福建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
属性；从另一个侧面又显示福建城乡商品经济和金融业已有较大发展，进出口贸易和对外交往也很活
跃，生产技术水平也大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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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货币是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的产物，并随其发展而不断发展。
我国是世界上使用货币最早的国家之一，已有三四千年的货币史。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境内多山。
由于高山峻岭的阻隔，上古时期的经济开发滞后于中原一带，早期使用的货币系从中原一带流入，自
行铸造货币始于唐代晚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各历史年代先后铸造的金属硬币和印制的纸币有二千余种，版式多种多样，
绚丽多彩，内涵丰富。
　　无论何种货币的产生、发展、消失或转化，都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政治、军事和文化艺术
、生产技术水平等各方面因素决定的，是历史兴衰更替的重要佐证。
从福建货币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福建的政治、经济发展的梗概，也可以看出福建金融史的发展概貌
。
五代时期，闽国执政者铸造铅钱、铁钱行使，不仅显示了福建有史以来第一个地方政权的兴衰，从其
使用的币材和铸造的工艺，还可以看出当时福建的经济开发和生产技术水平仍滞后于中原一带。
北宋时期，朝廷在福建的建州（今建瓯）设置“丰国监”，大量铸造铜钱供朝廷调拨使用，使丰国监
成为当时全国四大铸钱监之一。
丰国监的设立，表明福建社会经济已由开发进入繁荣，生产技术水平也有很大提高。
再从近代福建市场流通的货币看，种类繁多，五花八门，还有不少外国流入的铸币和纸币。
其发行的主体，既有国家银行、地方银行、银号和私营商业银行，又有地方权势机构、私营钱庄、银
号、商店和地方商会，也有外国银行在福建分设的机构，充分显示了福建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
属性；从另一个侧面又显示福建城乡商品经济和金融业已有较大发展，进出口贸易和对外交往也很活
跃，生产技术水平也大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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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而后，除元代外，福建历代均有铸钱行使，延续了1167年。
其中具有福建地方特色的铸钱有：1.五代闽国系福建地方独立的政权，以铜、铁、铅三种币材铸钱。
所铸“开元通宝”、“永隆通宝”、“天德重宝”当十大钱，背文或上闽下仰月，或穿上殷；而铸“
开元通宝”小平铅钱，则贯穿闽国始终，其背文穿上有闽、福、殷、建等之分。
这是中国货币史上最早的地方政权铅铸币。
2.宋初所铸“太平通宝”背穿上巨星大铁钱，由于面值与内涵背离，民间不愿使用，被朝廷限定只能
在福建境内流通，不准流人他省。
3.明代所铸“大中通宝”和“洪武通宝”，背文“福”、“二福”、“三福”、“五福”、“十福”
的系列套钱，面值结构合理，使用方便。
4.南明时期，延平王郑成功、郑经等先后三次铸“永历通宝”，在福建厦门一带和台湾行使达38年之
久，系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的见证。
5.咸丰四年（1854）始铸的“咸丰通宝”、“咸丰重宝”大钱，面值分一十、二十、五十、一百等4种
，成为福建货币史上最大面额的铸钱。
这种钱虽有减重，但在全国通货膨胀的局势下，由于币材精良，重量适度，仍受群众欢迎，对稳定市
场货币流通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后由于外省粗制轻薄咸丰大钱大量流人，富户大肆收藏福建自铸的咸
丰大钱，引起市场物价上涨，出现货币短缺危机，当局又铸“咸丰通宝”小平铁钱行使，民众纷纷拒
用，于咸丰八年（1858）三月在福州爆发“铁钱事件”的货币危机，通城罢市，市民捣毁官府，搜抄
官员住宅。
6.清光绪十一年（1885），福建铸钱工艺进行改革，使用机器铸“光绪元宝”背福钱。
7.民国初所铸“福建通宝”，为显示封建王朝的覆灭，在形制和饰文上都与传统的方孔圆钱有差异：
一是由方孔改为圆孔；二是面文不使用年号或吉语，而用福建地名；三是背文不使用星、月，而饰以
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起义时所举的革命旗帜。
这枚钱也是中国货币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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