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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是谁创造出来的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二、唐玄宗时期货币制度

文化都有极为丰富的成果。单从商品经济而言，唐代的苏州夜市已经十分繁华，诗
云“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广州的外贸也十分兴盛，在唐朝晚期，庞勋起
义，在广州被杀的波斯、阿拉伯商人就多达十几万人。

通常而言，经济发达，尤其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往往是金属货币占据主导地位
，可在唐朝布帛也能当钱用，这就是钱帛兼行制度。政府规定了充当货币的布匹种
类与尺寸，主要有布帛两类，布是麻织品的统称，帛为丝织品统称。

关于布帛充当货币的实例，在唐诗中也能找到例证，白居易《卖炭翁》最后一句“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宫使通过绡和绫这两种丝织品买下了木炭，
即布帛在唐代是能够当货币使用的。

众所周知，实物货币较金属货币是落后的，以布匹为例，它交割不便、携带不易，
这一点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人认识到了，前凉官员分析实物货币的弊端时就说：“…
…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
用，弊之甚也。”

但是，为何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唐朝，布帛作为一种实物货币却能成为官方的法
定货币，出现在市场？让唐朝的币制形成钱帛平行制度？

唐朝为何使用布帛充当货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原因也是不同的。我们将唐朝分
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并不是以安史之乱为界线，而是以贞观之治结束为界。在
贞观之治结束之前，中国尚未从隋末战乱中恢复，唐朝面临户口锐减，经济凋敝的
局面，在没有恢复经济之前，贸易不发达。其市场环境与贞观之治后有很大区别，
故而以贞观之治为界。

在唐朝最初建立的四年中，政府没有发行货币，市场上流通的金属货币多是隋代的
私铸劣质钱币。“隋末行五铢白钱，天下盗起，私铸钱行。千钱初种二斤，其后愈
轻，不及一斤，铁叶、皮纸皆以入为钱。”1000五铢铜钱不到1斤，即使按1斤算
，依据隋代衡制，每个铜钱也只重0.6克左右，而这0.6克还是掺杂了杂质的，并非
纯铜。一枚隋代开皇五铢重为2.7至2.8克之间，货币减重近5倍。为在这样的货币环
境下，实物货币能够大行其道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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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建立的第四年，即唐高祖武德四年，唐朝发行了开元通宝。很多人误认为开元
通宝是唐玄宗开元年间铸造的，其实不然，这只是和年号碰巧重合，开元通宝的取
意为开创新纪元。在开元通宝发行后，唐政府就禁用了五铢钱，规范币制有利于经
济的发展。

但是实物货币也没有被淘汰，这当中的原因有三。

二是由于市场贸易不发达，缺少大宗商品交易的缘故；

三是因为禁用五铢造成通货不足，用布帛当通货也是自然的事。

南北朝时政府为盘剥民财，往往发行劣质钱币或强行提高钱币的价值。如南朝梁政
府发行铁钱，东吴时，发行大泉当千（一枚钱币当一千枚钱币使用），故而百姓多
用实物交易，而常见的生活必需品谷帛就能充当一般等价物。

而在唐初缺少大宗商品交易，人们用单位价值低、易于交割的铜钱完成小额商品支
付，用单位价值高的、不易分割的整匹布帛完成价值较高商品的支付（贞观十一年
一匹绢可折300文铜钱）。因为购买的商品数量不多，即便绢帛不易携带，也没有
太大的影响。种类繁多的布帛促进了小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经济复苏。

在贞观之治后，经济发展，人口增加，但是唐朝政府的货币发行量却没有相应的增
长，这就形成了钱荒。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官方统计全国有5200多万人口，是唐朝
人口的巅峰数值，其中没有计算各种各样的隐没人口、逃亡人口，因此实际人口数
量只多不少。

天宝年间，全国铸钱量每年只有三十二万七千缗，即三亿两千七百万文，即使铜钱
全部进入市场，不计损耗，平均每人每年约有6.2文钱，这明显不够使用，钱荒显而
易见。即使在安史之乱以后，人口锐减，据学者估计，在元和年间平均每人每年约
有8至12文钱，铜钱数量依旧不足。

铜钱数量不足的原因除了铸造数量不够外，还有铜钱被用于陪葬、贮藏、打造佛像
、销毁铸造铜器牟利等，这使得大量的铜钱退出流通领域，加剧了钱荒。

按道理，金属通货不足，实物货币正好可作为补充。但是恰恰相反，唐代自从贞观
以后，布帛的货币地位还要依靠政府的法令来维持，这是和初期市场自觉认同其货
币地位不同的。开元年间有法令“自今以后所有庄宅交易，并先用绢布绫罗丝锦等
，其余市价至一千以上者，亦令钱物兼用。”这也是政府对于钱荒的对策之一。

自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虽然遭到破坏，但南方经济却蓬勃发展。同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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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为增加财政收入，对茶叶、酒水开始专卖，即榷茶、榷酒，对食盐专卖也开始严
格掌控。在大历末年，距离安史之乱不过二十余年，天下财政收入1200万贯，而盐
利就超过600万贯，可见这些专卖品交易数目之大。

因为盐、茶主产地均在江淮，而江南地区在唐代不是绢帛的主产地，当地的人们不
认同绢帛当通货，因此商人大量交易茶、盐，就不会使用绢帛。同时部分商人开始
从事茶、盐贸易，便不再大量收购绢帛，即绢帛流通范围受阻。最后，盐、茶都是
日常生活用品，百姓购买也必定是小额交易，单位价值高、不利于分割的整匹布帛
就不便于交易了。

唐代的钱帛兼行在早期和经济发展形势适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商品经济发展
是历史发展规律，政府即使通过法令将不合时宜的钱帛兼行政策加以维持，最终也
挡不住历史潮流，在唐代之后，实物货币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再也没有出现。

三、东吴的货币政策

1、要说起东吴的货币政策可谓一团糟，而东吴的市场中也充斥着假币。嘉禾五年
，孙权设置“大泉五百”，规定一枚东吴货币顶五铢钱五百枚，同时孙权下诏设置
防假币部门。这一步简直比刘备还狠，孙权的所作所为，直接就是掠夺民间财富。
众所周知东吴处于“豪族衬托君主”的形态，豪强借此机会大量铸造假币。

2、孙权当尝到大泉五百的甜头后，为了进一步掠夺百姓财富，在赤乌元年发行“
大泉当千”，规定一枚钱值一千枚东汉五铢钱。很遗憾，在我们后世出土的钱币中
，很多大泉当千的背面都没有文字，很多钱币大小都不相同。考古学家认为，出土
的较小的“大泉当千”很可能是假币。

3、赤乌九年，孙权的货币政策彻底宣布破产，于是下诏收回部分大泉系列货币并
铸为器物，做了一个赔本买卖。这场失败的货币政策让东吴经济呈断崖式下降，再
加上“南鲁党争”，东吴的黑暗时刻将要到来。

4、有意思的是，在晋元帝过江后，采用了市场上当年未被孙家收回的旧钱。当然
，因为充斥着假币，所以晋元帝时期有自己一套估值孙氏旧钱的标准。如果穿越回
东晋初期，也许我们还会在大街小巷上看到孙权在赤乌年间和嘉禾年间铸造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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