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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建立后，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于学
术研究工作，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提倡双百方针，形成了好的学习风气。
同时，大量的古钱币陆续出土，大量货币资料陆续被发掘、整理出来。
钱币工作者也提高了认识，扩大了眼界，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理论和方法，为古老钱币学向新的学
科的转变，把旧的钱币学发展成为放在现代的学科结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范围等）、方法论
和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同多学科相结合，利用现代科学检验手段的先进的社会主义钱币学准备了必要
的条件。
当然这个转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一个历史过程，目前这个转变正在开始，没有完成。
实现这个转变需要经过很多学者创造性的、艰苦的努力。
而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也逐步具备了这些出色的学者。
彭信威先生就是勇敢地开拓钱币学研究新领域、新路子、新局面的出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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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信威（1907-1967年），江西安福人。
我国著名的货币史学家和钱币学家。
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后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
解放前先后就职于南京内政部、上海神州国光社、福建人民政府、国立重庆大学、重庆复旦大学等部
门，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专员、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货币史>>

书籍目录

代序：一个敢于开拓中国钱币学新局面的学者三版序绪论第一章 货币的发生  第一节 货币经济的萌芽  
第二节 货币经济的确立  第三节 货币理论  第四节 信用的发生第二章 两汉的货币  第一节 货币制度  第
二节 货币的购买力  第三节 货币研究  第四节 信用第三章 晋到隋的货币  第一节 货币制度  第二节 货币
的购买力  第三节 货币研究  第四节 信用和信用机关第四章 唐代的货币  第一节 货币制度  第二节 货币
的购买力  第三节 货币研究  第四节 信用与信用机构第五章 两宋的货币  第一节 货币的制度  第二节 货
币的购买力  第三节 货币研究  第四节 信用和信用机关第六章 金元的货币  第一节 货币制度  第二节 货
币的购买力  第三节 货币研究  第四节 信用和信用的机关 第七章 明代的货币  第一节 货币制度  第二节 
货币的购买力  第三节 货币研究  第四节 信用和信用的机关 第八章 清代的货币  第一节 货币制度  第二
节 货币的购买力  第三节 货币研究  第四节 信用机关中国货币史大事年表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货币史>>

章节摘录

　　殷周间除贝之外，还曾使用铜为支付工具。
铜器在殷代即已普遍，在周初，生铜往往和贝朋一道作赏赐用，其次数之多，也仅仅少于贝朋。
那时只称为金。
起初这种生铜的赏赐，大概也没有货币的意义在裹头，只作为铸造宝彝的原料或作为一种劳动的实物
报酬。
　　金属在中国虽然使用得很早，但在青铜器盛行的时候，各种支付，多是用贝，至少以贝为主。
这在现代看来，似乎难以理解。
现代冶金术发达，而且各种迷信，多已破除，大家都晓得金属比贝壳更适于作为货币。
贝壳的优点，金属多具备，而金属的优点，贝壳却没有。
例如金属的分割性，贝壳就没有。
然而当时的商业行为还在发展的初期，交易的次数不多，交易量也小；价值观念也没有现代这样发达
。
而且由于技术上的原因，金属的分割性，不能充分加以利用。
而贝壳的优点，是有天然的单位，金属因为没有天然的单位，所以没有马上取得货币的地位。
换句话说，在重量单位制定以前，金属是不便于用作货币的。
　　中国从什么时候起有重量单位，还不能肯定，但由于殷代已盛行铜器，大概已发展出重量单位来
。
各国重量单位的发展，先是量大小，后来多以植物种子的重量为标准。
巴比伦、阿拉伯和英国是以小麦为标准，以色列以豆为标准。
中国据说是黍，十黍为索，十絫为一朱，再由朱的倍数而发展出其他单位如两、斤、导和匀来。
这是汉代学者的说法。
但到底一哥等于多少朱或铢，却有各种说法或标准。
主要有两种标准，一种是十一铢二十五分之十三等于一导，即百哥等于三斤；另一种是三哥等于二十
两。
后一种标准据说是北方的标准，也可以说是一种地方性的单位，而前一种标准似乎是一般通用的单位
。
但《周官》有剑重九铮的话，则第二说比较接近。
一匀（或钧）则为三十斤，等于一千导。
但也有说一匀（钧）等于大半两的。
　　西周彝铭中常有导和匀两种单位，禽设（成王时器）有“王锡金百导”的句子，舀鼎（孝王时器
）上有“三哥”和“用百导”的记载。
裳鼎上有“锡金一匀”，陵子盘上也有“金一匀”，守设上有“金十匀”，屃敏敦盖上也有“金十匀
”的记载。
但还没有发现用斤和两为单位的，可见斤、两是后来发展出来的单位。
征人鼎上的斤字不是重量单位，而守设和季娟鼎上的两字是作一双解，都是指马的匹数。
彝铭上的金字自然是指铜，而不是指黄金。
当时铜是一种重要的物品，是制造彝器和兵器的原料，正因为用处大，才取得支付手段的职能。
在彝铭上有时也称赤金，伯淮父设和彖设上都有“锡赤金”的话，舀鼎上也有“锡舀赤金”的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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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货币史》的作者彭信威先生是一位勇敢开拓钱币学研究新领域、新路子、新局面的出色学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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