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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钱币私铸与剪凿是长期困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的货币问题 但各个时代发生

的原因并不是雷同的 必定受各自时代的影响而体现出不尽相同的特点 本文以东晋南

朝钱币私铸与剪凿问题为研究对象 全面探讨这一货币问题的来龙去脉 认为 随着东

晋南朝商品经济的日趋繁荣 通货需求不断增长 而当时主要通货只有铜钱一种 其他

诸如谷 布 绢或者金银 铁钱等的货币功能都相当有限 构不成主要通货 这样 通

货需求的不断增长实际上就是铜钱需求的不断增长 而由于种种原因 历朝政府却在如

何增加通货供应的措置上出现严重失误 致使官方铸行的法币长期不能满足市场流通

从而给钱币私铸与剪凿的长期存在留下了一定的合理空间 钱币私铸与剪凿尤如一把双

刃剑 虽然一肆泛滥就会扰乱正常的市场流通及其它社会秩序 却也在相当程度上弥补

了由于官方法币铸行不足而导致的通货不足

全文四万七千余字 共分五大部分

前言 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对象 研究角度与选题意义 对本课题的学术史进

行回顾 说明所运用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东晋南朝的钱币私铸与剪凿现象 依据东晋南朝相关文献记载 本文指出 私

铸钱币与剪凿古钱的现象几乎贯穿于整个东晋南朝时期 除了萧梁时短期内的铁钱

私铸外 长期以来是铜钱的私铸与剪凿 它们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扰乱了当时的货币

流通和商品交换 封建政府虽然对之加以严刑惩罚 但仍是屡禁不止 有时试图对

之加以宽容利用 收到的效果却更糟

商品经济的发展与通货需求的增长 本部分旨在探讨钱币私铸与剪凿现象之所

以发生的商品货币经济背景 指出 东晋南朝时期由于有日渐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

作基础 又有日益广泛的社会阶层参与到从商队伍中来 加之水运便利 商业都会

大量出现 种种因素促使江南商品经济呈现出有史以来最活跃的局面 这促使国家

财政收支结构趋向货币化 并且会进一步刺激人们把更多产品投入市场进行交换

使社会经济发展愈来愈依赖市场和货币 由此产生日益增长的通货需求 本文通过

分析指出 当时主要通货只有铜钱一种 其他诸如谷 布 绢或者金银 铁钱等的

货币功能都相当有限 构不成主要通货 这样 通货需求量的不断增长实际上就是

铜钱需求量的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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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货币政策与私铸 剪凿钱的长期流通 在前部分探讨的基础上 本部分着

重分析了东晋南朝时期官方货币政策演变和市场流通中钱币使用状况 指出 一方

面 由于政府在如何增加通货供应的措置上出现严重失误 官方铸行的法币总的趋

势是在不断减重 并且长期不能满足商品交换需要 另一方面 受 劣币驱逐良币

规律支配和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 大多数好钱或被销毁改铸 或被聚敛贮藏而逐渐

退出流通领域 所以导致新旧钱长期并行流通 且以旧钱流通为主 这些旧钱有相

当部分又是各色私铸 剪凿钱 钱币私铸与剪凿虽然屡遭政府禁断 但收效甚微

它们实际上长期活跃在流通领域

私铸与剪凿的综合分析 在前文论述基础上 本部分对有关钱币私铸与剪凿的

三个主要问题做更深入的综合分析 其一 市场能够接受私铸 剪凿钱的理论分析

其二 私铸与剪凿钱常常泛滥于官铸法币后不久的分析 其三 对参与私铸与剪凿

的社会阶层的分析

关键词 东晋南朝 商品经济 私铸 剪凿 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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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通过研读古文献资料和有关货币问题的专著 文章 笔者发现

东晋南朝时期钱币私铸与剪凿现象相当频繁 且对历代政府货币政策

和货币流通均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官方对待这一货币问题的政策

无论是通常情况下的严刑禁止 还是在极少数情况下的试图加以宽容

利用 都同样归于失败 那么 这一货币问题到底对东晋南朝社会经

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为什么通常情况下封建政府会对之加以严

刑禁止 却屡禁不止 为什么有时候又试图对之加以宽容利用 也同

样归于失败 这些问题引起我浓厚的研究兴趣 迄今为止 笔者尚未

发现专门论述东晋南朝钱币私铸与剪凿的文章 遂决定对这些问题做

尝试性探讨

笔者认为 本文探讨的钱币私铸与剪凿主要影响了当时的流通

领域 所以主要以货币流通手段职能和价值尺度职能为切入点 围绕

这一货币问题 从与之紧密相连的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即 当时商品

经济的发展状况 主要通货形态 和历代政府的货币政策等

虽然 迄今为止 这一货币问题的研究尚未有专论问世 但凡

是探讨当时货币问题的专著或文章都会触及到这个问题 对它产生的

原因以及它对当时货币流通的影响都有或多或少的论述 有些学者甚

至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尽管各家观点有异 但有个总的观点比较一

致 那就是 东晋南朝时期是货币经济较为混乱的时期 货币问题层

出不穷 引起这些问题的原因大多归因于国家所铸法币远远不能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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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而使这一问题愈演愈烈的 则矛头均指向政府屡

禁不止的钱币私铸与剪凿 不过 这一逻辑推理是经不起深究的

既然钱币私铸与剪凿有很多负面影响 当时为何不干脆废钱不用而代

之以其它货币形式呢 为何这一现象会长期存在呢

对这一货币问题有所触及的 解放前除了何兹全于 1945 年发表

于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十四本的 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

问题 一文 有关研究并不多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时间内

学界对货币问题的研究很少 进入八 九十年代 虽然随着经济史的

研究受到重视而渐多 但钱币的私铸与剪凿研究仍属凤毛麟角 屈指

可数 且大多只是触及到了问题的一个侧面 有的谈及发生的原因

有的谈及私铸与剪凿的方式 还有的谈及这一货币问题对当时流通领

域的影响 等等

其中 对于钱币私铸与剪凿问题产生的原因 吕思勉虽然只用几

句话一带而过 总结的却是比较全面的 吴刚对引发私铸与剪凿的

深刻社会原因也作了较详细的研究 此外彭信威 郡司勇夫 董

国新 等也曾经在铸造技术等方面做了考察

参见傅筑夫 中国经济史论丛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1985 年版 第

566 571 页 孔毅 东晋南朝的实物货币经济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

版 1993 年第 2期 第 67 72 页 薛平栓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发行与

流通 史学月刊 1994 年第 1期 第 19-21 页

吕思勉 两晋南北朝史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 8月版 第 1103页

吴刚 东晋南朝货币经济和封建社会体制的关系 学术月刊 1990年第 5

期 第 45 51页

彭信威 中国货币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5年版 序言第 9 10页

郡司勇夫 中国私铸钱之我见 良驹译 中国钱币 1994年第 3期 第 56

57页

董国新 南朝刘宋货币探析 中国钱币 1997年第 2期 第 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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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私铸者从事私铸与剪凿的方式 高汉铭 吴刚 李若愚 等

均进行了分析 对本文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私铸与剪凿问题对当时流通领域的影响 除了前文提到的一

般否定看法外 有的学者也提出了比较肯定的看法 有代表性的是彭

信威在 中国货币史 序言中谈及的 但他讲的只是一种普遍情况

至于东晋南朝的具体情况如何 限于文章结构 他没有对这一问题做

进一步阐发 其他学者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同样如此

综上所述 我们看到 钱币私铸与剪凿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关注

有些前辈时贤还对这一货币问题的某些方面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但

由于受各自文章结构的影响 均未能对它们的来龙去脉进行全面 综

合的阐述 本文就此着墨 试图对这一货币问题做出比较全面 深入

的探讨

除借鉴吸收了以上研究成果外 在文章的布局谋篇上 本文也

尽可能多的借鉴了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 但由于篇目过多 此处

难于一一列举 本文将在相关章节中介绍

此外 有几篇日本学者的重要文章 比如 冈崎文夫的 南朝

的钱货问题 稻叶弘高的 关于梁代通货的备忘录 高桥彻的

高汉铭 简明古钱辞典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年版 第 161 162页

吴刚 东晋南朝货币经济和封建社会体制的关系 学术月刊 1990年第 5

期 第 45 51页

李若愚 铜钱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财政经济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1年

第 1期 第 76 94页

冈崎文夫 南朝的钱货问题 中国学 64 1932 转引自 日 山根幸夫

编 中国史研究入门 田人隆等人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209页

稻叶弘高 关于梁代通货的备忘录 集刊东洋学 31 1974 转引自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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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代的货币 由于笔者能力有限 未能查阅到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货币经济学理论为主要指导理论 同时借鉴

了考古学 钱币学的某些理论和研究成果 在对古文献搜集整理的基

础上 全面分析长期存在于东晋南朝流通领域的钱币私铸与剪凿的来

龙去脉 试图对这一货币问题作出比较合理的 全面的阐释 但由于

资料的零散 残缺和本人理论修养的肤浅 本文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资

料补充与理论探讨

一 东晋南朝的钱币私铸与剪凿现象

有个问题可能尚未引起注意 以往学界似乎只是对钱币私铸比

较重视 对钱币剪凿多是放在有关私铸问题中顺便讨论 使人觉得似

乎剪凿属于私铸行为之一 其实这是概念上的模糊

通过研读古文献资料和其他有关货币问题的专著 文章 笔者

认为 所谓私铸 是相对于官方铸行法币而言的 一切不被官方明文

认可的民间铸钱行为 在史籍记载中 私铸有时被称为 盗铸 而

剪凿是与私铸有着密切联系却又不同于私铸的另一种行为 由于铜钱

在长期流通中会受到自然磨损 并且经长久天然氧化 会生绿色铜锈

但受到磨损后的古钱却还能按原值流通或按一定比价流通 这给人以

山根幸夫编 中国史研究入门 田人隆等人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209 210页

高桥彻 六朝时代的货币 史潮 90 1965 转引自 日 山根幸夫编

中国史研究入门 田人隆人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2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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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 于是就有人把一些形制完好的古钱或者当局铸行的法币拿来剪

凿 一般是模仿磨损的古钱的样子 剪去或者磨去完好钱币原来的轮

郭 有的甚至连同部分钱肉一并剪去 被剪去或磨去的铜屑 钱肉

多被重新熔铸轻小劣钱 即时人所谓 剪凿取铜 剪凿后的古钱剪

口经磨鑢后再被涂上绿色颜料 看上去仍然很象经长久天然氧化后生

绿色铜锈的古钱 这样的钱拿古五铢钱来说叫作磨郭五铢 剪边五铢

私铸者再把它们投入流通 更有甚者 会把完好古钱用利刃圆凿切

割 将之一分为二 拿古五铢钱来说 内为剪边五铢 更轻小者就是

所谓鹅眼钱 鸡目钱 外即为綖环钱

东晋南朝是中国古代货币流通较为混乱的一个时期 钱币私铸与

剪凿现象在史书中屡有反映

东晋时期 晋迁江南 疆境未廓 或土习其风 钱不普用 流

通的货币主要是孙氏旧钱 政府没有铸行新的法币 且不说这孙氏旧

钱本身就包括从前代流传下来的各种私铸与剪凿钱 就是在当时

吴兴沈充也私铸了小钱 谓之沈郎钱 不仅为交易者所接纳 而且购

买力似乎还不低 史称

晋自中原丧乱 元帝过江 用孙氏旧钱 轻重杂行 大者谓

之比轮 中者谓之四文 吴兴沈充又铸小钱 谓之沈郎钱 钱既

拿在东晋南朝时期行用最多的古五铢钱而言 一般来说 被磨五铢大约要减

重三分之一 即 1克上下 参见高汉铭 简明古钱辞典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年版 第 161页

因被剪切后的钱文往往只剩半边 又称对文五铢 剪边五铢重约 1.5克上下

大小不等 周边不整 参见高汉铭 简明古钱辞典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161页

宋书 卷六六 何尚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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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 由是稍贵

刘宋元嘉七年 公元 4 3 0年 十月戊午 文帝 立钱署 铸四

铢钱 新制出台 四铢钱 轮郭形制 与五铢同 用费损 无利

故百姓不盗铸 但这种好形势未能维持 私铸 剪凿现象随之而起

正如 宋书 另一处所载 先是患货重 铸四铢钱 民间颇盗铸

多翦凿古钱以取铜 上患之

元嘉二十四年 大概剪凿现象更加严重 所以 录尚书江夏王义

恭建议 以一大钱当两 以防剪凿 朝廷就此展开讨论时 中

领军沈演之也谈到这一现象的严重性 指出:

用弥广而货愈狭 加复竞窃翦凿 销毁滋繁 刑禁

虽重 奸弊方密 遂使岁月增贵 贫室日虚 暋作肆力之氓

徒勤不足以供赡

孝建三年 公元 456 年 尚书右丞徐爰针对当时钱币 年历

既远 丧乱屡经 湮灭剪毁 日月销减 而导致的 货薄民贫 公私

俱困 的状况 建议 收铜缮铸 孝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但史载

所铸钱形式薄小 轮郭不成就 于是民间盗铸者云起 杂以

铅锡 并不牢固 又剪凿古钱 以取其铜 钱转薄小 稍违官式

虽重制严刑 民吏官长坐死免者相系 而盗铸弥甚 百物踊贵

关于这一点 本文后面第四部分还有详细分析

晋书 卷二六 食货志

宋书 卷五 文帝纪

宋书 卷七五 颜峻传

宋书 卷六六 何尚之传

宋书 卷六六 何尚之传

 宋书 卷六六 何尚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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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人患苦之

针对当时私铸 剪凿盛行的现象 始兴郡公沈庆之甚至建议朝廷

宜听民铸钱 去春所禁新品 一时施用 今铸悉依此格 万税

三千 严检盗铸 并禁剪凿 大明年间 公元 457 465 年 私铸

现象也颇为严重

前废帝即位 史载

铸二铢钱 形式转细 官钱每出 民间即模效之 而大小

厚薄 皆不及也 无轮郭 不磨鑢 如今之剪凿者 谓之耒子

景和元年 沈庆之启通私铸 由是钱货乱败 一千钱长不盈三寸

大小称此 谓之鹅眼钱 劣于此者 谓之綖环钱 入水不沉 随

手破碎 市井不复料数 十万钱不盈一掬 斗米一万 商货不行

南齐高帝建元四年 奉朝请孔觊上书反映 铸钱之弊 在轻重

屡变 重钱患难用 而难用为累轻 轻钱弊盗铸 而盗铸为祸深

武帝永明二年 公元 484 年 竟陵王萧子良上表反映当时 钱贵物

贱 殆欲兼倍 的情形时谈到 东间钱多剪凿 鲜复完者

萧梁建国之初 就又出现了私铸现象 到了普通年间 政府 乃

议尽罢铜钱 更铸铁钱 人以铁贱易得 并皆私铸 及大同 公元

宋书 卷七五 严峻传

宋书 卷七五 严峻传

宋书 卷七五 严峻传

参见本文第五部分有关引文

宋书 卷七五 严峻传

南齐书 卷三七 刘悛传

南齐书 卷二六 王敬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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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546 年 已后 所在铁钱 遂如丘山 物价腾贵 交易者以车

载钱 不复计数 而唯论贯

陈初 承梁丧乱之后 铁钱不行 始梁末又有两柱钱及鹅眼钱

于时人杂用 其价同 但两柱重而鹅眼轻 私家多鎔钱 又间以锡铁

兼以粟帛为货

通过以上记述 我们看到 私铸与剪凿钱币现象几乎贯穿整个东

晋南朝 除了萧梁时短期内的铁钱私铸 长期以来是铜钱的私铸与剪

凿 它们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扰乱了当时的货币流通和商品交换 政府

虽然对之加以死刑惩罚 但仍是屡禁不止 有时试图对之加以宽容利

用 收到的效果却更糟 其中原因值得深究

三 商品经济的发展与通货需求的增长

一 江南商品经济日益繁荣

众所周知 货币是商品经济的伴侣 研究任何货币问题 都不

能脱离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状况 所以 我们首先要看一看东晋南朝时

期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状况 总的来说 学界关于此时期商品货币经

济的讨论主要有两种近乎对立的观点 一方认为商品货币经济是相当

衰退的 另一方则认为是比较发达的 持前一观点的学者主要以傅筑

参见本文第五部分有关引文

隋书 卷二四 食货志

隋书 卷二四 食货志

胡如雷 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1979年版

第 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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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孔毅等为代表 而持后一观点的学者主要以何兹全 萧清等为代

表

傅筑夫先生认为 就古代货币经济的全部发展过程来看 两晋

南北朝时期 是货币经济的一个极度衰落时期 这个衰落过程并不是

从这时开始 而是前一时期衰落过程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 它与商品

经济一起 衰落到若有若无的地步 江南货币经济的不发达 与

北朝大致相同 但造成的原因则极不相同 江南各朝名义上并没

有废止铜钱 但初则由于钱缺 不敷使用 继又由于钱质滥恶 良币

又少 不足以善尽货币应有的职能 所以布帛谷粟便自然而然地取代

了金属货币 不管铜钱在法律上是否被废止 他这一观点是东晋南

朝商品货币经济衰退说中较有代表性的 但是 随着近年来对东晋南

朝商品经济和货币问题研究的深入 这一观点已受到多方质疑

孔毅则指出 近年来有人对当时的商品货币经济 主要指金属

货币经济 给予了过高估计 认为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 货币经济都

是不发达的 究其实是实物货币经济时期 当然 她主要指的是东晋

南朝时期 并对其产生原因和使用情况做了分析 她认为 由于受

战乱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影响 商品经济并未获得飞跃发展 基本

上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 无论是大地主的田园别墅

经济还是自耕农经济 基本都与商品经济无缘 与市场联系中断 少

傅筑夫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 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第三卷 第 402

407页

傅筑夫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 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第三卷 第 4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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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商品交易又多半限于畸形发展的大城市 所交换商品又多是贵族

的奢侈享乐品 至于民间交易则以谷帛布粟等实物为主 这种情况在

农村尤为突出 它反映了魏晋以来市场的萎缩和商品经济的凋敝 商

品经济凋敝和市场萎缩的必然后果便是货币经济衰落

笔者认为她的分析有失片面 众所周知 比之当时北方战乱 东

晋南朝大多时期是相对安定的 即使有 也以地方性的居多 所以战

乱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是否对商品货币经济有足够的负面影响 本身

就是一个疑问 更何况有时它们对商品货币经济还会有畸形促进作

用

何兹全先生在 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 的开篇就谈到

自东汉末到唐中叶 社会经济情况既异于前此的秦汉 亦与

后此的宋元不同 交换经济的衰歇 及农村自给经济的优势 为

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特征之一 但此点实以北方中原地带为对象而

论 若以长江流域而言 则不能不承认其交换经济及钱币使用的

发达

他还进一步指出 无论是东汉末年董卓之乱 还是西晋末年永嘉之乱

都未对南方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相反 倒是南方相对安定的社会环

境使北方人口 财富及生产技术大量南移 加速了南方的开发 南方

经济逐渐繁荣 南方的交换经济更是继续发展 与交换经济发展相适

孔毅 东晋南朝的实物货币经济 ,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版 1993年第

2期 第 67 72页

何兹全 东晋南朝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 读史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1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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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 便是钱币的使用

彭信威先生与何兹全先生的观点相似 他指出

六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转变时期 渡江以前 中国的经济文

化重心是在北方 南方的生产比较落后 许多地方不用货币 南

渡以后 经济和文化的重心移到南方来了 钱币的流通 大为推

广

萧清的 中国古代货币史 是一部在我国比较有影响的简明中国

古代货币史 他在该书中的观点同何兹全先生的观点有相似之处 认

为

货币经济在国内某些地区 主要是晋室东迁后经济已发展起

来的长江中下游地区 仍然是相当发达的 在金属货币流通

方面 在南方六朝地区 金属铸币在流通界仍居主要地位

但他同时又强调指出

可是 由于魏晋以来在租税方面以征收实物 绢 绵 的户

调代替了汉代的算赋和口赋 使金属铸币流通的范围缩小

了 晋室南迁 以迄南朝各代 谷帛的使用仍很普遍

笔者认为 他把晋氏东迁后的情况与汉代比较 本身就忽视了二者

所辖地域的不同和晋氏东迁后江南二百多年商品货币经济的动态变

化 加之单单以租税征收方面来论述它如何影响了当时金属铸币的

流通 也令人难以信服

何兹全 东晋南朝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 读史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145 146 页

彭信威 中国货币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 第 2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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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本文赞同何兹全和彭信威先生的观点 即 东晋南朝的

社会经济在中国自公元四世纪初至六世纪末整体处于大混乱的局面

下 可谓一枝独秀 它的发展速度和拥有的水平 较之前代江南

有着质的飞跃 应该得到相当肯定的评价

概括地说 江南江河 湖泊 丘陵纵横交错 不象北方那样一马

平川 这样的地形 固然有其不利因素 但在战乱不已的分裂时期

山河险阻对一些经济区会形成有效保护 使之免受北方那种兵燹万里

扫荡的灾难 常常是此处兵刃相接 彼处却相安无事 这儿易子而食

那儿却喜庆丰收 原因常常正是一条河 一道山形成了一道道天然屏

障 正因为如此 在战乱不已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江南的地理形势显

示出其优越性 使之在当时南北对峙时期是相对安定的 因此开始吸

引大批北人南迁 他们带来的不只是劳动力的增加 最重要的是 他

们也同时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 由此江南社会经济开始了有史以来

的迅速发展

经过东晋近百年开发 到刘宋时 已是 从江以南 千斛为货

了 如果说江南日益兴盛的农业生产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足

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 蓬勃兴起的江南官私手工业 则为商品经济

萧清 中国古代货币史 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第 164 147 165页

宋书 卷八二 周朗传

众所周知 东晋南朝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 农业实际上呈现以地主庄园

经济为主的特点 有的学者 如前揭傅筑夫 孔毅等 根据一些史料 断章

取义 认为地主庄园经济有着严重的自给自足性 并以此为据论证东晋南朝

自然经济的强盛和商品经济的衰落 有的学者则通过对有关地主庄园经济史

料比较全面 客观的分析 认为地主庄园经济生产除了自给自足外 与市场

的联系也比较紧密 因此对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有推动作用 参见郑欣 魏晋

南北朝史探索 中 东晋南朝时期的士族庄园制度 部分 山东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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