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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最早使用货币的文明古国之一。
约在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已经出现了用牲畜、谷物等充
当一般等价物的实物货币。
三四千年前的夏商时期，中原地区使用了海贝，而在商代晚期一些墓葬中发现了青铜贝。
春秋战国时期，在东周王室及主要诸侯国统治区内，流通着中国特有的由生产工具演变而来的布币、
刀币和圜钱等青铜铸币。
秦统一货币后，历代都因袭采用了方孔圆形的金属铸币。
北宋时期，在四川地区出现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元、明、清三代，纸币、银锭和铸币并行。
清末机制银元和铜元代替了银锭和方孔圆钱。
历代不同币材、形制和版别的货币浩如烟海，其数量之多为世界各国历史上所罕见。
在中国几千年的复杂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表现东方文化特征的中国货币体系。
这是光辉夺目的中华文化中的一簇奇葩。
  长期以来，货币给予每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以很大的影响，同时它本身也打上了
各个时代的历史烙印。
中国历史货币的研究涉及中国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字学、美翠、金属冶炼和书法
艺术等广泛领域。
钱币是考古学上断代的可靠依据之一。
中国传世的和出土的大量货币是珍贵的文物和实物资料。
一千多年以来，很多钱币学家和历史考古学家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著作。
这些丰富的文物资料和研究成果都急待我们进一步认真地整理、研究和总结。
为此，我们决定编纂一套《中国历代货币大系》，为研究中国货币史和钱币学等提供比较系统的科学
资料，为振兴中华、发扬中国灿烂文化服务。
  《中国历代货币大系》的编纂，力求联系各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对历代货币的制度、体系、币材、
形制和结构的变化，以及货币分布、流通规律等进行科学分析。
全书按照历史发展顺序，依据朝代的先后和历史货币情况，分为先秦货币、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货币
、隋唐五代十国货币、宋辽西夏金货币、元明货币、清钱币、清纸币、清民国银锭银元铜元、民国时
期国家银行地方银行纸币、民国时期商业银行纸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货币、钱币学与货币文
化等十二卷。
各卷内容包括四个部分：一是总论，是对这一时期货币的总的论述；二是图录，是这一时期各种货币
拓片（或照片）的汇总；三是专论，是对这一时期货币的重要方面或重要问题作专门论述；四是资料
，收录这一时期货币的研究资料。
有关货币史方面的内容，如各个历史时期的财政、信用、货币购买力、货币理论等，本书除各卷总论
或专论有所涉及外，不再作专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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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历代货币大系》的编纂，力求联系各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对历代货币的制度、体系、币材、形
制和结构的变化，以及货币分布、流通规律等进行科学分析。
全书按照历史发展顺序，依据朝代的先后和历史货币情况，分为先秦货币、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货币
、隋唐五代十国货币、宋辽西夏金货币、元明货币、清钱币、清纸币、清民国银锭银元铜元、民国时
期国家银行地方银行纸币、民国时期商业银行纸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货币、钱币学与货币文
化等十二卷。
各卷内容包括四个部分：一是总论，是对这一时期货币的总的论述；二是图录，是这一时期各种货币
拓片(或照片)的汇总；三是专论，是对这一时期货币的重要方面或重要问题作专门论述；四是资料，
收录这一时期货币的研究资料。
     本卷元明时期货币的范围主要是以蒙古汗国、元代、明代历朝官铸的制钱和该时期的金、银锭以及
所印制的纸币等。
包括不属于该系例的元末农军、明末农军和南明时期的铸币。
全卷共收图版358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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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5.至正钞的发行和流通至正十年（1350年），左司都事武祺、吏部尚书楔哲笃相继提议改变钞
法，得到右丞相脱脱的支持，会同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集贤、翰林院共同讨论。
当时多数人附和，只有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吕思诚提出反对。
十月，设诸路宝泉都提举司，十一月下诏改变币制，发行至正交钞（简称“至正钞”），和至元钞并
行，取消中统钞。
至正钞一贯抵至元钞两贯，物价改以至正钞计算。
这样一下子就使名义物价下降了十分之九。
所谓至正钞实际上是利用原来中统钞的钞版，在印成的中统钞反面加印“至正印造元宝交钞”八字。
仓促改制，于此可见。
另外还铸至正通宝钱，和历代铜钱并用。
改制以后只有至正十二、十三和十六年有纸币发行数字。
至正十二、十三年折合至正钞的发行额各为195万锭，按中统钞计则为1 950万锭。
至正十五年十二月印造十六年的纸币600万锭，相当于中统钞的6 000万锭，是历年的最高发行数字。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行动屡行不止的情况下，不可能不大量发行。
至正十七年曾在京师设便民六库，倒换昏钞。
十八年还因陕西的军事需要，直接在陕西印发纸币。
发行至正钞后，物价飞涨。
洪武元年（至正二十八年，1 368年）颁布《计赃时估》，详列各种赃物的折价标准，应是以至正钞计
算的物价。
其中白银一两值八十贯，铜钱一千文值八十贯，粳糯米每石值二十五贯。
据此推算元代使用纸币的物价上涨率按白银计算为四百倍，按铜钱计算为八百倍，按粳米计算为二百
五十倍。
总的来说，物价上涨几百倍。
自然各地的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元史.食货志五.钞法》说至正钞“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
后来则“昏软者不复行用。
京师料钞（新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
十锭为五百贯，折合中统钞为五千贯，即粮食每石五万贯还买不到。
按此计算，则物价上涨五万倍以上。
这实际上反映元朝即将灭亡时人民拒用纸币的状况。
在纸币严重贬值的情况下，“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
”。
于是又回到了物交换的时代。
当时人孔齐在《至正直记。
楮币之患》中记述元末纸币流通情况说：“至正壬辰（十二年），天下大乱，钞法颇艰。
癸巳（十三年），又艰涩。
至于乙未年（十五年），将绝于用，遂有‘观音钞、画钞、折腰钞、波钞、熄不烂’之说。
”“观音钞”指“描不成，画不就，如观音美貌”；“画钞”指钞如图画；“折腰钞”指折半使用；
“波钞”指不愿接受，急走而去；“烧不烂”指钞如碎絮筋渣。
关于元末的腐败和混乱，历史上曾流传了一些讥讽的诗词。
有无名氏作诗说：“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
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
”④贾鲁开河是至正十一年的事，红巾军首领韩山童等预先埋一独眼石人在河道中，背刻：“休道石
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
”由开河者掘得，使民心摇动，促进了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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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即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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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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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历代货币大系5:元明货币》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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