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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水县，是一块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
    文水古今历史上，有两位伟大的女性，一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另一位是被毛泽
东主席誉为“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女英雄——刘胡兰。
文水县城西南的隐泉山，夏秋季节，满山碧翠，飞泉泻落，据传是子夏的隐居之处，山名即由此而来
，城西的陶山，群峰竞秀，美不胜收，相传尧帝曾在此驻足歇息。
    赵立平先生祖籍文水，为国家高级法官，暇时喜好收藏。
中国近现代纸币是其强项。
尤其对民国四大银行纸币和晋省纸币收藏专题颇有研究，受人称道。
本书收录的民国文水县地方纸币，本是他收藏的小课题，出于对故乡的热爱，也得益于乡亲人和之便
，凡面世的文水地方纸币，几乎全被他收藏囊中，多年下来大有成就，民国年的文水地方纸币达700余
种，创造了一县地方币收藏之最。
    文水县地处太原盆地的边缘，属半平川半丘陵地带，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民国时期凡农业、手工
业、商业都比较发达。
赵立平先生所藏文水民国地方纸币，绝大多数属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这期间先是阎冯倒蒋失败，
晋钞毛荒，晋省各地纷纷发行地方券自救；而后到抗战初年，金融混乱，日伪货币、阎锡山银行货币
、共产党根据地货币、地方政权和私商发行的货币，名目繁多，形成了山西货币史上最混乱的状况。
山西文水县是山西中部的一个中等县城，在民国一个特定时期出现如此大量的纸币，从品种上、数量
上实属罕见，非常难得。
在中国近现代货币史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本书所收录的民国文水地方纸币，肯定也不是当时文水所发行纸币种类的全部，但就此带给我们对那
段货币混乱状况的直观认知，也是很有冲击力的。
    赵立平先生《山西文水县民国纸币》一书，除在实物的整理、分类和编排上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和心
血，他对这些纸币发行的时代背景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对文水县民国时期发行的纸币按行政区划、
发行机构进行了详尽分类，全面分析了纸币发行的时代背景、主要特征及用途，以及这些纸币之间的
相同点和区别点，特别是在一些学术问题上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山西文水县民国纸币》一书还
第一次将晋省的纸币作了等级评定。
这本书无论是从收藏角度，还是从金融研究角度，更具专业性及可读性。
对此，我是深感敬佩的。
去年中国钱币学会副理事长戴志强先生和会员座谈时，对赵立平先生的文水民国纸币专题十分称赞，
之后还询问出版情况。
如各地能涌现出更多的象赵立平先生这样，把小专题做精做透，那将是对我国钱币研究事业向深度发
展最强的推动力。
    刘建民    二0一一年五月    刘建民：山西省政府参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钱币学会学术
委员会委员兼古代货币委员会主任，山西省收藏家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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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赵立平的《山西文水县民国纸币》主要收录的是山西省文水县民国纸币。
包括了山西省银行发行并在文水县流通且加盖“文水”字样的省币、文水县银号、商号发行的县币(
票)、私票以及文水县乡镇、各个村政权发行的私票、村币(票)。
其中也收录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文水县抗日政府发行的抗币。
共计七百余种。
它只是民国时期文水县发行纸币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纸币。

    本图录收录的纸币全部为民国时期发行，除了部分省币外，其他纸币的发行时间主要是民国十三
年(1 924年)至民国二十七年(1 938年)之间。
本图录中不包括民国以前文水县票号发行的票帖。

     关于“借发券”的编排，以往的纸币专著只是泛泛的介绍加盖“借发券”后纸币的发行情况，而往
往忽略了纸币加盖前原票的发行情况，有失全面。
本图录首次采取了二次编排的方式，首先是将加盖“借发券”的纸币，揭去“加盖”，还原其原票面
貌，将其归类到原票发行的村镇部分；然后再将加盖“借发券”后的纸币归类到借发村镇部分。
这样就可以客观的、完整的反映了一张纸币发行流通的全部过程。
这部分只限于本县辖区内之间的“借发”。
由于被加盖“借发”的纸币均未见到其加盖前的原票，所以在编排原票发行情况时只能用加盖票替代
。

     本图录是以文水县现在的行政区划顺序进行编排归类。
由于民国时期，文水县的行政区划混乱、多变，一直处于动荡变化状态。
而且，在民国期间，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相互交叉，行政区划瞬息万变。
为此，文水县民国纸币无法按照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来分类。
为了将纸币的编排规范化，本书是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进行分类。

    《山西文水县民国纸币》在编辑上是以省、县、乡镇、村顺序编排：在每一部分中，又以时间先后
顺序编排；乡镇、村纸币是以文水县现在的行政区划编排，先是乡镇纸币，后是村币(票)；对于村币(
票)部分是以英语字母排列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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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山西省文水县人。
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
现就职于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直从事经济审判工作，任庭长职务。
工作之余，爱好收藏。
重点收藏民国纸币，从民国时期的四大银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到山西
省的四小银行(山西省银行、绥西垦业银号、晋绥地方铁路银号、晋北盐业银号)，尤其对山西民国纸
币的收藏颇有研究。
从事收藏二十年来，他倾心整理和研究山西民国地方纸币及其晋商史料。
在报刊、博客上多次撰写发表有关收藏方面的文章。
他的收藏品还历次参加山西省收藏文物展。
现任山西省收藏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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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水县概况    【地理位置】    文水县，因“县西文峪河水”为名。
位于山西省中部，太原盆地西缘，吕梁市东北隅，东与祁县、平遥隔汾河相望，西枕吕梁山与离石交
界，北邻交城、清徐，南接汾阳。
全县地貌轮廓呈东西宽、南北窄的狭长条带状，东西长72公里，南北宽30公里，总面积1064．4平方公
里。
    【行政区划及人口】    全县辖12个乡镇(7个镇、5个乡)：凤城镇、开栅镇、南庄镇、南安镇、刘胡兰
镇、下曲镇、孝义镇、南武乡、西城乡、北张乡、马西乡、西槽头乡。
199个行政村，213个自然村。
总人口44万，其中农业人口38．24万。
    【气候及农业】    气候属温带大陆性气候。
平均降雨量457mm，平均日照2552小时，平均气温10．1度，平均地面温度12．4度，平均无霜期183天
，平均风速2米／秒，风向多为南风、北风，气候条件适中，适于农业生产。
特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造就了丰富的生态资源。
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高粱、谷子、玉米、豆类、薯类。
经济作物主要有棉花、甜菜、油菜和各种蔬菜。
从历史上看，农业产业化水平稳步提升，以果蔬加工、牛羊鸡肉加工、乳品加工及白酒生产为特色的
龙头企业快速发展，大象鸡肉，“仙塔”果脯，“贤美”、“胡兰乡”牛肉等品牌产品市场占有率不
断上升，以粮、畜、果、菜为主导的四大特色农业体系基本建立，文水先后成为国家级商品粮基地县
和全省粮食生产、畜牧业生产十强县、优质小麦、玉米、高粱基地县。
境内药材资源比较丰富，野生药材品种有甘菜、党参、黄芪、猪苓、枸杞、柴胡、大麻子等50余种。
    【自然资源】    文水县境内矿产资源较为丰富，主要有煤、石灰岩、石英石、石棉、铅、银、石膏
等，已探明西山煤田74平方公里，储量约14亿吨。
境内河流有汾河、文峪河、磁窑河。
县境西部山区有头道川河、二道川河、三道川河3条支流。
还有瓦窑河、白石河、饮马河三条过境河，在本县流程很短，多数为流域窄、流量小的季节性河流。
    【交  通】    交通便利，东可经文祁公路与大运公路、同蒲线相接，西南可经太军公路与陕西省相通
。
北可经太汾公路(307国道)与省城太原连接。
青银高速公路横跨境内。
太中银铁路于2011年1月11日正式投人运营，随着文水站的开通运营，改变了文水不通火车的历史。
现已形成“两大内外循环，四角对外辐射，十大出境通道，平川村通油路，乡村街道硬化”的三纵四
横的公路网络。
    【历史沿革】    文水县历史悠久，据从本县上贤、西峪口出土的石斧、石刀、陶器以及穴居房屋等
考证，远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就在这里定居、生息、繁衍。
春秋时期为晋宗室祁氏之田。
战国时属赵国，为太陵邑。
秦统一中国之后设为大陵县，属太原郡。
王莽建立新朝，将大陵县改名为大宁县。
北魏太平真君九年“徙寿阳民三千居大陵城西南十里”，改大陵县为受阳县，属太原郡。
开皇⋯⋯    P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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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山西文水县民国纸币》一书就要与读者见面了。
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权当是一本图片的展示。
拙著《山西文水县民国纸币》一书的出版，既是对我二十多年收藏成果的一次展示，也是对我研究“
文水纸币现象”一点粗浅认识的汇总，本书中也包含了一些专家、藏家的研究成果。
是否能经得起历史的推敲，是否能真实的反映当年文水金融发展的史实，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和读者
的评判。
对于“文水现象”的形成，在本书的《考略))中也论述了不少，但总是觉得有些问题还没有写透。
在编辑出版这本书的过程中，一直以来有个问题在困扰者我，让我不得其解。
这也是好多文水纸币收藏爱好者在收藏中存在的的疑惑，这就是“文水县在民国时期为什么会发行那
么多的纸币?为什么其他县不会出现这种现象”?这本书杀青时让我顿时领悟到一点，就是文水县的这
种纸币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除了我在《考略》中分析的大环境、大背景外，这就是文水人本身所特
有的勤劳、诚实、守信的品德所决定的。
举一例就可说明：一天，一位同乡给我送来一些文水民国纸币，有一百多张，而且品种就有七八十个
，品相很差。
涉及五六个乡镇，二十多个村。
同乡告诉我，这些纸币是他从一个村已经废弃了几十年的一个破煤窑中发现的，它们是被一捆一捆绑
好放在一个小瓷罐中。
这件事可以说明在当时文水县的这些私票、村票是可以在县内随意流通的，而且这些纸币的信誉度是
非常高的。
设想，如果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及做人的诚实守信，这些私票、村票还怎么流通?同样是在这样
的大环境、大背景下，为什么其他的县就不会出现这种“文水现象”?所以事实告诉我们，出现这种“
文水现象”的关键还是在人。
所以文水县在民国时期之所以发行了如此多的纸币，而且流通频繁，是与文水人自古以来就勤劳俭朴
，思维敏捷，精于计算，善于经商，诚实守信的品德分不开的。
找到了问题的根结，就不难解释这种“文水现象”了。
    《山西文水县民国纸币》一书就要出版了，在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许多藏友、金融专家
的支持和关注。
本书的出版也凝聚了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有关同志们的心血。
特别是责任编辑刘文哲先生为本书的编辑出版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再次表示深深的谢意。
    《山西文水县民国纸币》一书，现在看来还存在很多的不足和遗憾，一些有关史料无法查到，一些
纸币品种无法求全，还不能完整的、详细的反映这段历史，有待我们继续去整理和研究。
但是拿出一个县发行的这么多纸币编辑出版一本专著也实属不易。
在此，我还要感谢那些长期以来为我提供了大量收藏品、默默无闻的文水同乡和农民朋友们，是他们
的大力支持成就了我的愿望。
    本书的出版，由于是第一次将文水县的民国纸币单独汇编成册，所以必将会在金融界、收藏界引起
人们对“文水纸币现象”的重视和研究。
    作者    二0一二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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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赵立平先生《山西文水县民国纸币》一书，除在实物的整理、分类和编排上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
，他对这些纸币发行的时代背景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对文水县民国时期发行的纸币按行政区划、发
行机构进行了详尽分类，全面分析了纸币发行的时代背景、主要特征及用途，以及这些纸币之间的相
同点和区别点，特别是在一些学术问题上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本书一次将晋省的纸币作了等级评定
。
这本书无论是从收藏角度，还是从金融研究角度，更具专业性及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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