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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货币是随着商品交换的出现产生的。
作为交易媒介，货币节约了人们花在商品和劳务交易上的时间，提高了经济效率，强化了社会分工，
降低了交易成本；作为价值的表现形式，货币减少了需要考虑的价格数目；货币的贮藏功能又使人们
能够将收入时间与消费时间相分离。
不仅如此，从早期的金属称量货币到后来的纸币，货币上的文字、图案乃至货币本身都有十分丰富的
文化内涵。
《中国货币文化史》即从我国最早的实物货币开始，直至新中国成立，发行人民币为止，全面介绍我
国货币文化的方方面面以及我国同世界各国的货币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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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帝结束了吕后长期把持朝政的混乱局面，“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并着手稳定币制。
　　首先发行新钱——四铢钱。
汉文帝五年（前175）开始发行新钱，文字仍为“半两”，重量则由荚钱的两三铢增加到4铢，称为四
铢钱，或四铢半两，从荚钱到四铢统称“汉半两”。
　　废“盗铸钱令”，允许私铸。
废除了吕后时禁止民间私铸铜钱的法令，即“盗铸钱令”，恢复高祖时放民私铸的政策，允许地方及
百姓按照国家法钱的形制、文字、重量及成色来铸造钱币。
《平准书》载：“至孝文时，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令民纵得自铸钱。
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
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
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
”文帝赐给邓通蜀地（今四川省荥经）的铜山让他铸钱，其所铸铜钱，文字肉好，皆与天子相同。
当时吴王刘濞亦在豫章（今南昌）自己铸钱。
此二人富比天下，但又一次使币制陷入混乱。
　　确立“法钱称重”制度。
法钱就是合乎国家法定标准的钱币，不管公铸或私铸，只要重量足，成色好，形状规范.文字是“半两
”，就叫“法钱”。
私铸钱币轻薄劣小，称“恶钱”、“奸钱”，使用时与法钱混杂在一起，收取方往往要接受很多贬值
的货币。
政府用“法钱称重”制度来解决这个矛盾。
即交易时不仅要清点铜钱的枚数，还要以法钱为标准称总重量，不够的另外补足。
此法后代叫“贴水”。
“法钱重称”带来了不少麻烦，金属铸币的优越性丧失了，又倒退到称量货币的使用方法。
何况只凭称重的方法，对往钱中掺杂其他杂质的行为无能为力。
　　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因放纵地方私铸在前，而吴楚七国之乱在后，汉廷感到放任政策不利于
中央集权，于是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收回四铢半两铸造权，不再准私人铸钱，只留郡国铸造
，造币权被收归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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