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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中国 历 史 上 几位 古 人
鸳拍耘~ 一玲 货 币思 想 的 浅识

中国是钱币发展历史悠久的国家
。

据有关资料考证
,

早在新石器时代距今 50 00 多年就

有了交易媒介物
。

到了殷商时代
,

当时的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
,

逐渐产生货币
。

到了春秋战

国时期
,

出现了布币
、

刀币
、

圆钱等货币体系
。

中国的纸 币最早产生于北宋
,

当时名为
“

交子
” ,

而在汉武帝时发行的白鹿皮币就具有了纸 币的雏形
。

总之
,

在 2 0 0 0 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

实行的是一种多元化的货币制度
,

其中以铜铸币为主干
,

杂用金银珠宝和谷 帛及纸 币
。

在中国漫长的货币发展史中
,

产生了各种的货币学说
:

中国古代的
“
货市王权论

”
它否认货币是一种有价值的商品

,

认为货币之所以成为货

币
,

是由君王的权力赋予的
。

较早明确的提出这一理论的是西汉初期的贾山和晃错
。

文帝五

年 (公元前 1 75 年 )贾山在谏阻除盗铸钱令时说
: “

钱者
,

亡用器也
,

而可以易富贵
。

富贵者
,

人

主之操柄也
。 ”

文帝十二年 (公元前 1 68 年 )晃错上书汉武帝
,

提出
“

贵栗轻币
”

的意见
,

建议文

帝
“

贵五谷而贱金玉
” 。

他说
: “

夫珠玉金银
,

饥不可食
,

寒不可衣
,

然而众贵之者
,

以上用之故

也
” 。

他说得很明确
,

认为货币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重视
,

完全是因为人君使用它们的缘故
。

这

一思想在后来漫长的封建社会 中得到传播
,

对 中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阻碍的

作用
。

桑弘羊的
“

货币国控思想
”

汉朝从建立到武帝初年
,

货币铸造权一直分散于郡国
,

以致

币制紊乱
,

币值低落
,

不仅
“

市肆异用
,

钱文大乱
”

( 《汉书 食货志下 ) )
,

而且私铸严重
, “

奸 贞

并行
”

( (盐铁论 错币》
,

)通货不断贬值
, “

钱益多而轻
” , “

物益少而贵
”

( (史记 平淮书》 )
。

文
、

景
、

武三帝都
.

曾改变铸钱令
,

企图整顿币制以赡国用
,

但未成功
。

桑弘羊
,

西汉杰出的大理

财家掌权后
,

力主改革
,

坚持集中货币铸造权于中央政府
,

反对郡国铸钱
。

他认为
,

郡国自由

铸钱
,

地方官吏会营私舞弊
,

钱中掺杂
,

结果
“

刀币无禁
” ,

使人发生疑虑
,

不易识别
,

影响货币

的流通
。

更严重的问题是
,

地方铸钱增强了地方的经济权力
,

给臣下以专利的机会
, “

臣富相

侈
,

下专利而相倾也
” ,

不利于中央集权
,

却有利于地方割据
。

他还认为
,

奸钱不行
,

有助于 币

值的稳定
,

不会引起人民对货币信念的动摇
。

所以他说
: “

故统一
,

则民不二也 ;币由上则下不

疑也
” 。

桑弘羊的主张得到了汉武帝的采纳
,

西汉政府再次实行币制改革
,

禁止郡国铸钱
,

令

其销毁以前的各种旧钱
,

将铜钱输交中央
,

由中央政府的上林三官统一铸造五株钱
,

并明令

非上林三官钱不得使用
。

申于铸造权的集中
,

多年来紊乱不堪的币制终于得以统一
,

出现了

以后上百年币值比较稳定的局面
。

五株钱由于重量适当
,

形式统一
,

成为以后中国封建社会

铸钱的标准重量和形式
,

五株钱体制也袭用了六七百年
,

成为中国货币史上最成功的钱币体

制之一
。

白居易的
“

货币调节论
”

中唐时期
,

正值
“

钱荒
” ,

白居易的货币思想也主要是为解决这

一问题
。

他从农
、

工商的社会的分工出发
,

分析了货币对三者的调节作用
。

他说
: “

谷 帛者生于

农也
,

器用者化于工也
,

财物者通于商也
,

钱刀者操于君也
,

君操其一
,

以节其三
,

三者和钧
,



非钱不可也
。 ”

( (白香山集》 )他认为货币的作用在于调节农工生产和商品流通
,

使农工商三者

取得平衡
。

这一认识源于义管子》
,

但 《巷子》只是讲用货币调节谷物同万物的关系
,

谷物
、

万物

同货币的关系
。

白居易在此基础上
,

又将商业独立出来考虑
,

把货币和商业在流通中的不同作

用区别开来
,

认为商业是通财物的
,

农工生产出财货
,

待商而通
。

货币在调节农工财货生产时
,

也同时调节商业
,

使农工商三者达到平衡
。

这是 <管子>思想的发展
。

货币调节农工商的办法
,

白居易认为是国家应掌握货币和谷物
,

通过货币的投放与回笼
,

,

谷物的散聚
,

使物价保持在适

当时水平
,

既避免谷双伐农又避免伤工受损
。

其基本思想是国家控制货币
,

以货币掌握谷帛
。

这样就可以做到农桑不为困
、

工商不徒劳
、

价格平而利益均
。

难能可贵的是
,

白居易看到了货

币御万物的道理是客观的
。

林则徐的货币思想 林则徐的货币思想主要反映在他对银贵钱贱和银洋出口 问题所发

表的意见中
,

他认为当时的
“

银荒
”

问题
,

主要根源于鸦片输入使白银大量外流
。

他从
“

番饼
”

在

我国沿海地区的流通
,

认识到银铸 币相对于 白银锭作为货币流通的优越性
,

指出
“

民情图省图

便
,

寻常交接
,

应用银一两易而用洋钱一枚
,

自觉省便
,

而且无须弹兑又便取携
,

是以不胫而

走
。 ”

( (林文中公政书 江苏奏稿 ) )
。

说明银铸币有确定的成色重
,

无
.

须每次转手时进行过秤

和折算
。

因此他建议官府 自铸银铸币以代替外国货币的流通
。

这表明他已看到白银由称量货

币向计量货币发展是历史趋势
。

林则徐支持信用纸 币的流通
,

认为当时大商业城市应用已久

的殷实商号发行的
“

钱票
” ,

其流通
“

稍可济民用之不足
。

若不许其用票
,

恐捉襟见肘之状
,

更有

立至者矣
”

( (林文忠 湖广奏稿》 )
。

这表明他已能从流通中的货币需要去考察纸币的作用并

加以支持
。

林则徐对于货币流通 的基本观点是让其自发的适应客观经济的需要
,

反对封建政

权的干涉
。

郑观应的货币思想 中国近代的早期改良派思想家郑观应主张发行纸币
,

但把纸币的

作用仅看作是便于携带而已 ( 《盛世危言》 )
。

他认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只须占总额的真分之二

十的现金即
“

可以备为零星换银者取用
” ,

因此
, “

合计十省计之
,

不难销流数千万两
,

腾挪生

息
,

利莫大焉
”

( 《银行上》 )
。

对发行纸币的票面额
,

他主张以银两计
。

他把外国洋钱流入看成是
“

绝大漏危
” ,

认为
“

彼以折色之银
,

易我十成之货
,

既受暗亏
,

且即以钱易银
,

虚去洋价
,

换我足

宝
,

行市峋变
,

又遭明折
”

(《商战上 》 )
。

郑观应把银行看成
“

商务之本
”

和
“

百业之总枢
” ,

在某种

程度上认识到银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有特殊的地位
,

具有特殊的作用
。

他认为银行能
“

聚通国

之财
” ,

以解决国家之急需
,

和解决货币周转不灵
,

以扩充商务等问题
。

郑观应主张中国应设立

自己的银行
,

抵制外国的掠夺
,

避免受到外国银行
“

中息
”

盘剥
,

可
“

无须关票作押
,

以全国体
” ,

以及
“

出洋华商可以汇兑
” ,

不致护
为洋人制肘

” 。

郑观应主张中国设银行可以
“

官银行
”

与
“

商银

行
”

并举
, “

一切条规悉仿西法
” ,

并要有存本以供兑换
。

这是对银行业一种雏形的构想
。

孙中山的
“

钱币革命
”

孙中山的货币理论除了因袭庸俗经济学之说外
,

还提出了
“

钱币

革命
”

的主张
,

其具体办法是
:
l

、

由国家统一发行纸币
,

禁止金银在市面流通 ; 2
、

税务处根据国

家预计的税收数 目
,

发行债券交由纸 币发行局换同额纸币以做财政支出
,

侯税处收回捐税后

再赎回 ; 3
、

纸 币发行局从民间收来金银可以照价发给纸币
,

金银应交由公仓就地发售
,

所收回

纸币移交给销毁局销毁
。

孙中山的
“

钱币革命
”

论
,

在金本位时期提倡发行纸币
,

在某种意义上

来说也是革命
,

但其主张的论据不妥当
,

从而使他的建议难以实施
。

(本文编辑 孔德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