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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出版前言　　在当前改革大潮中，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生活
有较大提高，思想观念随之逐步改变，全国热气腾腾，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举国公认，世界瞩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而尚待完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那就是在社会
各个角落弥漫着“利之所在，虽于仞之山，无所不止；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的浊流。
出版界也难遗世而独立，不受影响，突出表现为迎合市民心理的读物汗牛充栋，而高品位的学术著作
，由于印数少，赔本多，则寥若晨星。
尚无一定知名度的中青年学者，往往求出书而无门，感受尤深。
这种情况虽然不会永远如此，已使莘莘学子扼腕叹息。
　　历史科学的责任，是研究过去，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指导现实。
我国历来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数千年者，与此关系匪浅。
中国是东方大国，探索东方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能更加直接为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借
鉴。
　　新中国成立以来，　国家对历史学科十分关心，但限于财力尚未充裕，资助项目难于面面俱到。
我们是一群有志于东方史研究的中青年学人，有鉴于此，几年前自筹资金设立了一个民间研究机构，
现为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
创业伊始，主要是切磋研究。
但感到自己研究能力毕竟有限，于是决定利用自筹资金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有关东
方历史的优秀研究成果出版。
凡入选的著作，均以《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作为丛书的总名。
　　我们这一举措，得到了老一辈史学家的鼓励，　中青年同行的关注。
胡绳同志为基金题词，在京的多位著名史学专家慨然应邀组成学术评审委员会，复蒙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允承出版；全国不少中青年学者纷纷应征，投赐稿件。
来稿不乏佳作——或是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或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同类著作；或采用了新的研究方
法；或提出了新的学术见解，　皆持之有故，　言之成理。
百花齐放，绚丽多彩。
这些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也增强了我们办好此事的信心。
　　资助出版每年评选一次。
凡提出申请的著作，首先需专家书面推荐，再经编辑委员会初审筛选，最后由学术评审委员会评审论
证，投票通过。
但由于基金为数有限，　目前每年仅能资助若干种著作的出版，致使有些佳著不能入选，这是一大遗
憾，也是我们歉疚的。
　　大厦之成，非一木能擎。
史学的繁荣，　出版的困难，远非我们这点绵薄之力能解决其万一。
我们此举，意在抛砖引玉，期望得到海内外企业界，或给予我们财务支持，使我们得以扩大资助的数
量；或另创学术著作基金，为共同繁荣历史学而努力。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　　199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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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参阅了大量资料，征引了古籍近人著作300余种，论述的内容涉及宋代的铜铁钱币、纸币、金银、
有价证明券的发行使用情况，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均超过了学术界发表的有关专著。
    本书作者战有宋代货币史料极为丰富，同时十分注意吸收前人和今人的有关研究成果，从而对宋代
铜钱、铁钱、纸币、金银及有价证券等都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考和分析。
另外，作者对宋代货币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并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
    宋代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对于此时期货币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
泛注意。
此时期中国出现了世界最早的纸币，铜铁币的铸行量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金银重新又回到流
通领域，还有许多引人注目的重要历史现象。
但目前尚没有一部断代的宋代货币史，系统地分析和讨论这些历史问题，本书就是试图填补这一学术
空白的著作。
作者相当充分地占有了相关史料，较好地吸收了前人已有成果，以严谨的态度进行了深入地理论思考
，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是这个领域的一部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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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圣铎，1948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
著有《轻重与沉浮》（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两宋财政史》（上、下）（中华书局，1995）、
《宋真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中国钱币史话》（中华书局，1998）、《两京梦华》（香
港中华书局、上海三联、台湾书泉，1992）等。
曾任北京经济学院古代经济史研究室讲师、中华书局编审，现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1993年获政府津贴，曾获中国钱币学会第一、二两届金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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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荒的表现　　　第二节 钱荒的成因　　第七章 铸钱用料、钱文及钱陌　　　第一节 铸钱用料、成
重及盈亏　　　第二节 钱　文　　　第三节 钱陌　第二编 铜钱　　第一章 铜铅锡的供给　　　第一
节 原铜的供给　　　第二节 铜坑冶的管理、课税和矿铜生产　　　第三节 胆铜生产　　　第四节 铅
锡的供给　　第二章 北宋前期和中期的铜钱铸行　　　第一节 北宋前期的铜钱铸行　　　第二节 铜
钱铸行最多、铜钱监数量最多的时期　　第三章 宋徽宗时期的铜钱　　　第一节 当十钱首次推向全
宋　　　第二节 推广当十钱的后果及官方对策　　　第三节 当十钱再贬值　　　第四节 当十钱的形
制及宋徽宗在位时期的铸钱院监　　第四章 南宋铜钱　　　第一节 南宋铜钱的新环境　　　第二节 
南宋铜钱的铸行　　第五章 铜钱的购买力　　　第一节 物价的复杂性　　　第二节 铜钱自身价值的
变化　　　第三节 北宋时期铜钱购买力的变化　　　第四节 南宋时期铜钱购买力的变化　　　第五
节 宋代铜钱购买力与前代比较下册　第三编 铁钱和特殊货币区　　第一章 原铁供给、江南福建铁钱
及北宋后期铁钱　　　第一节 铸钱用铁的供给　　　第二节 宋初江南、福建铁钱　　　第三节 宋徽
宗时期的铁钱　　第二章 四川铁钱及四川货币区　　　第一节 北宋前期的四川铁钱　　　第二节 北
宋中后期的四川铁钱　　　第三节 南宋时期的四川铁钱　　　第四节 四川铁钱的购买力　　第三章 
陕西河东铁钱及陕西河东货币区　　　第一节 陕西钱法的剧变　　　第二节 宋神宗哲宗时期的陕西
铁钱　　　第三节 宋徽宗即位以后的陕西铁钱　　　第四节 河东区钱法及河东铁钱　　第四章 南宋
江北铁钱　　　第一节 宋孝宗时期的淮南铁钱　　　第二节 宋光宗以后的淮南铁钱　　　第三节 京
湖铁钱　第四编 纸币　　第一章 交子、钱引和川会　　　第一节 交子的产生　　　第二节 交子沿革
及被钱引取代　　　第三节 南宋前期的钱引　　　第四节 南宋后期的钱引和川会　　第二章 会子　
　　第一节 会子的创行　　　第二节 会子的界　　　第三节 会子的法偿地位　　　第四节 会价　　
　第五节 会子的称提（上）　　　第六节 会子的称提（下）　　第三章 淮交、湖会、关子及其他　
　　第一节 淮南交子　　　第二节 湖北会子　　　第三节 关子　　　第四节 几种影响较小的纸币　
　第四章 纸币的管理与形制　　　第一节 纸币的一般管理与形制　　　第二节 纸币防伪问题　　附
录 第七十至七十九界钱引用印图案等情况表　第五编 金银　　第一章 金银的供给　　　第一节 黄金
的开采和冶炼　　　第二节 白银的供给　　第二章 金银的货币职能　　　第一节 金银在贸易中发挥
的作用　　　第二节 赋税中的金银及金银的法偿地位　　　第三节 金银用于官方支出　　　第四节 
金银用于民间支付和储藏手段　　第三章 金银形制、购买力、金银禁及金银的地位　　　第一节 金
银的计量与形制　　　第二节 金银的购买力及与其他货币的比价　　　第三节 金银禁　　　第四节 
金银在宋代的地位参考文献　著作及论文　作者相关著作和文章　征引文献（古籍）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两宋货币史（上、下册）>>

章节摘录

书摘    五  与宋朝有联系的外国货币    这里讲与宋朝有联系的外国，是指见于宋元文献记载，与宋朝有
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往来的中国境界以外的国家。
以下叙述中，只征引汉文古籍，因为汉文古籍中有记载，大抵表明当时的宋人有所了解，从而表明宋
朝当时有可能受其影响。
    先看日本。
《宋太宗实录》卷二九载，太平兴国九年(雍熙元年)三月乙卯，“日本国僧裔然与其徒五六人自其国
至⋯⋯自云⋯⋯[本国]交易用钱，其文曰‘乾德大宝’⋯⋯东粤则产黄金，西别岛生白银，为国贡赋
”。
“乾德大宝”，《宋史》卷四九一《外国传》作“乾文大宝”。
《诸蕃志》卷上《倭国》所记同。
而《宋史》校勘记云：“日村上天皇天德二年(公元九五八年)三月铸造‘乾元大宝’，此处‘文’字
疑为‘元’字之误。
”    再看朝鲜和韩国。
高丽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派御事民官侍郎郭元来宋，“郭元自言：本国⋯⋯方午为市，不用钱，第
以布米贸易”。
但到了元丰六年前后，高丽已由用“布、米”变化用“银、米”，即所谓“贸易亦用银、米，而不用
钱”。
《宋史》卷四八七《外国传》记载大约相当北宋后期的高丽的情况，言：“少丝蚕，匹缣直银十两”
。
以银计价，也说明银是当时高丽的货币。
但同时又记，高丽“崇宁(北宋年号)后，始学鼓铸，有‘海东通宝’、‘重宝’、‘三韩通宝’三种
钱，然其俗不便也”。
    再看当时越南。
占城“互市无缗钱，止用金银较量锱铢，或吉贝锦定博易之直”。
又《通考》卷三三0《四裔考》引《桂海虞衡志》记：“[安南]不能鼓铸泉货，纯用中国小铜钱。
”    在其他东南亚和南亚各国，大多数址以命银为货币的。
如《岭外代答》卷二《外国》载眉路骨惇国，“以金银为钱”。
《宋史》卷四八九《外国传》载丹流眉国，“贸易以金银”。
又记三佛齐国，“无缗钱，土俗以金银贸易诸物”。
赵汝适《诸蕃志》卷上则言其“无缗钱，止凿白金贸易”。
同书又记苏吉丹国，“民间贸易，用杂白银凿为币，状如骰子，上镂番官印记。
六十四只准货金一两。
每只博米三十升，或四十升至百升。
其他贸易悉用是，名曰‘阁婆金”’。
凌牙斯加国，贸易时以货物“准金银，然后打博。
如酒壹蹬准银一两，准金二钱；米二蹬准银一两，十蹬准金一两之类”。
南毗国(即麻离拔国)，赵汝适言其“凿杂白银为钱，镂官印记，民用以贸易”。
《岭外代答》卷三《外国》则谓其“以金银为钱”。
赵汝适又记其属国故临国，“交易用金银钱，以银钱十二准金钱之一”。
记注辇国，“以金银为钱”。
记施国，“用金银钱”。
芦眉国，“用金银为钱”。
    《长编》卷一四六记，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二月，都官员外郎皮仲容被任命为“提举陕西路银铜
坑铸钱事”，这是陕西最早的专职坑冶铸钱官。
在他之后范祥也曾担任此职，《宋史·范祥传》载：范祥“历知庆、汝、华三州，提举陕西银铜坑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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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钱”。
又载，范祥于庆历五年“三月壬午乃自知华州提举坑冶铸钱”。
在范祥以后，相当一段情况失载，而据《长编》卷二八O载，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诏永兴、秦凤
等路转运使副、判官并兼提举银铜坑冶铸钱，提点刑狱司更不兼领”。
这说明此前的某一时间，陕西提举银铜坑冶已由本路提刑司兼领，即已不存在专职的提举银铜坑冶铸
钱了，此后此职又改由转运使副、判官兼领。
大约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仍无专职的提举银铜坑冶铸钱官。
    《宋史·食货志·坑冶》载，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户部尚书蔡京奏：‘岑水场铜额寝亏，而
商、虢间苗脉多，陕民不习烹采，久废不发。
请募南方善工诣陕西经画，择地兴冶。
’于是以许天启同管干陕西坑冶事”。
这样，陕西又有了专职的坑冶铸钱官(此处官称没有“铸钱”字，但据下引次年即已带此二字，故可能
是《宋史》遗漏了此二字)。
次年十一月，宋廷令“同管勾陕西路银铜坑冶铸钱许天启前去检踏京西、川路铜苗”。
这可能是临时性的委任，但却引出了后来机构的重要变化。
《长编》卷四八七记，绍圣四年(1097)五月，许天启提出：  “奉使陕西经画铜利，京西、川路亦许措
置，该括六路，或躬自踏行，或委官相度。
凡有兴发去处，而人未协力，盖由事权太轻，难以驱策。
州县本司职事，今转运司官兼领，京西、川路州县别无统摄。
欲乞应自来铸钱司所领职事，更不令转运司官兼领，通陕西、京西、川路自为一司，州县约束并依本
司陕西已得前后画一指挥。
庶几事权专一，州县之吏有法刺举，则功利可以速成。
所有其余应干条制，并乞依提举常平司施行。
”尚书都省将他的奏疏转给户部，户部批：  “铸钱坑冶职事若同转运司兼领，缘事干本司财计，恐
有牵制及议论不同，其运司人吏亦有畏避，显属未便。
兼京西、川路铜苗既有圣旨许本官检踏措置，其逐路坑冶若不令专管，亦恐难为集事。
本部今勘当，陕西、京西、川路应干坑冶职事欲令本官同领，余依所乞事理施行。
”户部意见得到允准。
同书卷四八九又记，不久朝廷下令明确规定：“应铸钱司所领职事，更不令转运司兼领。
止为银铜坑冶鼓铸铜钱职事，令许天启通领，所有铸铁钱职事自不合干预。
”这样，与东南九路提点铸钱司职权类似、地位也接近的管勾陕西京西川路坑冶铸钱司便创立了，正
式的任命是在一个月以后。
然而，本年八月，当许天启派人到泸州界“检踏”时，却遭到非议。
同书卷四九0记，户部就此上奏说：“元降朝旨同管勾陕西路银铜坑冶铸钱许天启铜苗兴发如在京西
、川路，许前去检踏，止为京西及川路与陕西相连接，取令本司委官乃至泸州界以来检踏，缘非陕西
相连接处，又系靠边，虑致引惹。
乞申明行下，应非与陕西接界州界，不许前去。
”此奏得准。
这一新规定把许天启的管辖范围大大缩小。
元符三年(1100)七月，管勾陕西京西川路坑冶铸钱司被裁撤。
关于裁撤的原因，《宋史·食货志·钱币》载：“中书奏天启所领，首末六岁，总新旧铜止收二百六
万余斤，而兵匠等费繁多，故罢之。
”.    (三)虢州朱阳县钱监    虢州朱阳监原是铜钱监。
但《元丰九域志》卷三《永兴军路》记为铁钱监，则至迟于元丰年间已改成铁钱监。
    毕氏《中书备对》载此监岁额12．5万贯折二钱。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载此监岁额12．5万贯大钱。
此后此监不见于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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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京兆府(永兴军)钱监    此监为宋神宗时为改铸私钱而建。
《长编》卷二六O记：熙宁八年二月甲子永兴军等路转运司奏：  “欲除永兴、华、河中、陕铜钱监添
匠鼓铸[铁钱]外，更于商、虢、洛南增置三监，耀、*权置两监，共九监改铸⋯⋯*州等五处，候改铸
罢，工匠并人商州等四监。
”    《元丰九域志》卷三《永兴军路》载此监位于“府西北一里”。
    毕氏《中书备对》不载此监，似时已被罢。
    (五)商州洛南县钱监    熙宁八年二月，宋廷决定在商州洛南县设铁钱监。
    毕氏《中书备对》载此监岁额12．5万贯折二钱。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载此监岁额12．5万贯大钱。
说明元丰年及此后一段时间此监仍在，且生产规模较大。
    (六)陕州铁钱监    此钱监也是熙宁八年为改铸私钱而创立的钱监之一，但其存在时间可能很短。
    《元丰九域志》卷三《永兴军路》载此监位于“州[城]西五十步”。
    此监的其他情况均失载。
    (七)华州钱监    此钱监也是熙宁八年为改铸私钱而创立的钱监之一，其存在时间可能也很短。
    《元丰九域志》卷三《永兴军路》载此监位于“州南一里”。
    此监其他情况也不见记载。
    (八)岷州滔山监    此监创立于熙宁八年，但似与改铸私钱无关。
李焘记，熙宁八年九月庚午诏令岷州置铸钱监，“选秦凤、永兴两路配军充工役，以五百人为额”，
九年五月赐名曰滔山。
    《长编》卷二九四载，元丰元年十一月，宋廷决定将此监由滔山镇移往岷州。
  《元丰九域志》卷三《秦凤路》载此监位于“州西一百五十步”。
应是迁移后新址。
    毕氏《中书备对》载此监与通远军威远镇监合计岁额25万贯。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载此监岁额12．5万贯大钱。
    《长编》卷四六九载元祐七年正月己酉诏书，规定此监监官考核奖赏办法，说明此监正在生产。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九之二七载，政和三年正月五日，陕府西路转运使陈亨伯上奏言及“岷、巩钱
监鼓铸”，说明此监仍在生产。
大约此监从熙宁八年至北宋晚期一直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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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东方历史学术文库》出版前言    在当前改革大潮中，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
，思想观念随之逐步改变，全国热气腾腾，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举国公认，世界瞩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而尚待完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那就是在社会
各个角落弥漫着“利之所在，虽于仞之山，无所不止；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的浊流。
出版界也难遗世而独立，不受影响，突出表现为迎合市民心理的读物汗牛充栋，而高品位的学术著作
，由于印数少，赔本多，则寥若晨星。
尚无一定知名度的中青年学者，往往求出书而无门，感受尤深。
这种情况虽然不会永远如此，已使莘莘学子扼腕叹息。
    历史科学的责任，是研究过去，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指导现实。
我国历来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数千年者，与此关系匪浅。
中国是东方大国，探索东方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能更加直接为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借
鉴。
    新中国成立以来，  国家对历史学科十分关心，但限于财力尚未充裕，资助项目难于面面俱到。
我们是一群有志于东方史研究的中青年学人，有鉴于此，几年前自筹资金设立了一个民间研究机构，
现为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
创业伊始，主要是切磋研究。
但感到自己研究能力毕竟有限，于是决定利用自筹资金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有关东
方历史的优秀研究成果出版。
凡入选的著作，均以《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作为丛书的总名。
    我们这一举措，得到了老一辈史学家的鼓励，  中青年同行的关注。
胡绳同志为基金题词，在京的多位著名史学专家慨然应邀组成学术评审委员会，复蒙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允承出版；全国不少中青年学者纷纷应征，投赐稿件。
来稿不乏佳作——或是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或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同类著作；或采用了新的研究方
法；或提出了新的学术见解，  皆持之有故，  言之成理。
百花齐放，绚丽多彩。
这些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也增强了我们办好此事的信心。
    资助出版每年评选一次。
凡提出申请的著作，首先需专家书面推荐，再经编辑委员会初审筛选，最后由学术评审委员会评审论
证，投票通过。
但由于基金为数有限，  目前每年仅能资助若干种著作的出版，致使有些佳著不能入选，这是一大遗
憾，也是我们歉疚的。
    大厦之成，非一木能擎。
史学的繁荣，  出版的困难，远非我们这点绵薄之力能解决其万一。
我们此举，意在抛砖引玉，期望得到海内外企业界，或给予我们财务支持，使我们得以扩大资助的数
量；或另创学术著作基金，为共同繁荣历史学而努力。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                                                            199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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