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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大家有兴趣和热情研究上海各个方面的历史，但很少有专门研究货币和货币流通的；解放前
和建国后已有多本中国货币史专著出版，但没有一本上海货币史，现在潘连贵副研究员撰写的《上海
货币史》问世了，正好弥补了这一项缺陷和填补了这方面空白。
　　货币作为财富的象征，人们如此虔诚地重视它；货币作为经济学的一个范畴，人们也有点畏惧研
究它的神秘和复杂；还由于货币是有脚的，它会在全国各地跑，并不限在一个地区流通；再由于近代
上海金融事业的辉煌，似乎可以把全国的等同于上海，凡此种种，说明写出一部中国货币史本不容易
，而写出一本地区性的上海货币史也有相当大的难度。
如今这本《上海货币史》终于写成功了，我们自然不难理解写作过程中作者的艰苦和辛劳。
　　一部货币史要告诉读者的不外乎四方面的内容。
一是历代货币制度的演变，二是货币在流通中的状况，三是货币所处的地位与特征，四是货币对社会
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影响与作用。
我们不难看出，《上海货币史》的作者正是朝着这些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
全书以八章篇幅涵盖古代、近代和当代，结构紧凑，布局合理，内容丰富。
不论是对古代上海地区货币流通状况的记述，还是对近代上海地区银两制度的发展、银元和纸币流通
的扩大、制钱制度的衰落和铜元制度的产生等都作了恰如其分、繁简适当的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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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货币作为财富的象征，人们如此虔诚地重视它；货币作为经济学的一个范畴，人们也有点畏惧研
究它的神秘和复杂；还由于货币是有脚的，它会在全国各地跑，并不限在一个地区流通；再由于近代
上海金融事业的辉煌，似乎可以把全国的等同于上海，凡此种种，说明写出一部中国货币史本不容易
，而写出一本地区性的上海货币史也有相当大的难度。
如今这本《上海货币史》终于写成功了，我们自然不难理解写作过程中作者的艰苦和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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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明以前上海货币流通概况　　上海是今天中国最大的现代化都市，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
“上海”作为地名出现，最早见于《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九·酒曲杂录》中，为秀州（治所今浙江嘉
兴）17处酒务之一。
这虽是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的著录，但根据内容则可以推断在上海设立主管征收酒税的酒务应在
天圣元年（1023年）以前。
也就是说，在设置酒务之前，人群已在此聚落。
谭其骧认为：“从聚落的最初形成到发展到够资格设置酒务，又当有一段不太短的过程，因此，上海
聚落的最初形成亦即上海之得名，估计至迟当在五代或宋初，即公元第十世纪。
”①上海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位于吴淞江下游一条支流上海浦的岸边。
　　早在上海得名之前的唐天宝十载（751年），吴郡太守赵居贞奏请设置华亭县。
华亭县的设立是江南社会经济发展在行政区划上的反映。
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始设上海镇治，有镇将驻守，隶属华亭县，这是上海城市发展的开端。
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置华亭府，翌年改为松江府，治所在华亭（今松江城厢镇），所辖范围约今
上海市吴淞江以南地区。
至元二十九年，割黄浦江东西两岸的高昌、长人、北亭、海隅、新江五乡置上海县，属松江府。
至此，上海县成为一个地方行政区，这是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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