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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博物馆所著的《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的主旨是为学者们提供交
流对话的平台，促进学术的交流与进步；同时增进对丝绸之路古国钱币以及历史、物质文化内涵的了
解与研究。
会议收到论文近40篇，讨论的议题主要集中在丝路钱币研究和丝路历史文化交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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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丝绸之路上发现的公元一千年内的文书和钱币显示了四个不同的使用货币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公元前140-32年，资料主要集中在居延和疏勒，汉代政府用钱币付给戍边士兵军饷（当
钱币供应紧缺时则用丝和谷物），而士兵则用这些钱和丝在当地市场上消费（我们并不清楚这些当地
市场是否在汉人到来以前已经存在了）。
现存的数据不足以让我们估计汉代的军费支出对当地经济的影响，但是总的模式仍然证实了研究世界
其他地区早期货币的学者们的观点，即钱币最早的流通不是由于贸易，而是因为汉代政府用钱币来支
付驻军的开支和士兵的军饷，而士兵则将这些钱用于在地方市场上的消费。
第二个阶段为220年汉亡后的3-4世纪，出现了多种交易媒介并存的局面。
在楼兰，汉人士兵用丝和谷物进行的少量和大宗交易并存，而只有驻军才使用钱币。
在尼雅，就我们目前据文书记载所了解到的，当地人和外来者的支付方式相当不同：当地居民用谷物
和布匹作为支付手段或进行实物交换，而王室家族成员、使节、中国商人（？
），以及一些逃难者则使用金币、银钱，其他形式的金银、丝织品以及如镜子和耳饰等银和青铜制品
进行消费。
　　在吐鲁番，3-5世纪的经济模式与尼雅类似。
但在6世纪的时候，当地居民开始在所有的日常交易中使用萨珊银币。
吐鲁番出土的最早的使用银钱的契约为584年，标志着丝绸之路贸易第三个阶段的开始。
　　这个时间和当时噘嚏和西突厥开始挑战萨珊帝国在中亚统治的政治形势是相当吻合的。
从5世纪晚期开始至整个6世纪，噘嚏人不停地击败萨珊军队，并索取银币作为赔偿。
萨珊统治者Peroz Ⅱ（459-484年在位）曾送给噘嚏人30匹驴的银币作为进贡。
　　当噘嚏人在484年杀了Peroz Ⅱ时，他们接管了一些萨珊帝国的铸币工厂，并有意识地改变银币的
原本设计。
他们在银币边缘的4个均分点增加圆点以及两个大夏语字母，代表噘嚏人自己的名字。
与此类似，当西突厥和萨珊联盟军在557年击败噘嚏时，他们索取了大量的银钱赔偿。
西突厥在这些银钱上作上标记，并在自己从撒马尔罕（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至吐鲁番的领地内流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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