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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纵向考察了德川时代货币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沿革，并以货币改铸为切入点，结合同时期国际背
景，尤其是东亚形势的变迁，横向分析了促使德川货币制度发生变化的内外在原因，认为德川时代货
币制度的建立与前世商品经济及货币经济遗产密切相关；德川时代货币制度的发展演变与幕藩体制的
兴盛衰亡同步，幕府的货币改铸集中反映了两者同步演进的过程；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矛盾运动是
德川时代货币制度走向瓦解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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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战国时代货币经济的发展　　战国时代（1467-1575）及其以后的安土、桃山时代（1575-1603
），是日本历史上从动荡到稳定、从割据到统一的变革时代，战事频仍，时局变幻不定。
尽管如此，在农业生产技术逐步提高和商品经济曰渐活跃的背景下，货币经济亦有所发展。
　　第一，货币（主要是中国铜钱）成为商品交易的主要媒介。
自律令制度瓦解，官方货币皇朝十二钱停铸以后，日本曾经历了重新以实物货的现象，但是，货币在
商业交易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且在铜钱、米共同作为交易媒介的同时，银货作为
一种贵金属货币也开始进入流通领域。
以幾内的大和国为例，在15世纪以前，大和国的商品交易中几乎全部用钱币（主要是中国铜钱）来支
付，15111520年出现以米为货币媒介的现象，但次数较少，1511-1520年的10年间仅有两例。
以后用米来交易的数额虽有所增加，但是，在1600年银货开始用于商品交易以后，以米交易的现象便
突然中断。
详细情况参见表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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