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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最早使用货币的文明古国之一。
约在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已经出现了用牲畜、谷物等作
为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实物货币。
三四千年前的夏商时期，中原地区使用了海贝，而在商代晚期一些墓葬中发现了青铜贝．春秋战国时
期，在东周王室及主要诸侯国统治区内，流通着中国特有的由生产工具演变而来的布币、刀币和圜钱
等青铜铸币．秦统一货币后，历代都因袭采用了方孔圆形的金属铸币。
北宋时期，在四川地区出现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元、明、清三代，纸币、银锭和铜钱并行。
清末机制银元和铜元代替了银锭和方孔铜钱。
历代不同币材、形制和版别的货币浩如烟海，其数量之多为世界各国历史上所罕见。
在几千年的复杂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表现东方文化特征的中国货币体系。
这是光辉夺目的中华文化中的一簇奇葩。
　　长期以来，货币给予每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以很大的影响，同时它本身也打上
了各个时代的历史烙印。
中国历史货币的研究涉及中国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字学、美学、金属冶炼和书法
艺术等广泛领域。
钱币是考古学上断代的可靠依据之一。
中国传世的和出土的大量货币是珍贵的文物和实物资料。
一千多年以来，很多钱币学家和历史考古学家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著作。
这些丰富的文物资料和研究成果都急待我们进一步认真地整理、研究和总结。
为此，我们决定编纂一套《中国历代货币大系》，为研究中国货币史和钱币学等提供比较系统的科学
数据，为振兴中华，发扬中国灿烂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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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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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已经出现了用牲畜、谷物等作
为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实物货币。
三四千年前的夏商时期，中原地区使用了海贝，而在商代晚期一些墓葬中发现了青铜贝．春秋战国时
期，在东周王室及主要诸侯国统治区内，流通着中国特有的由生产工具演变而来的布币、刀币和圜钱
等青铜铸币，秦统一货币后，历代都因袭采用了方孔圆形的金属铸币。
北宋时期，在四川地区出现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元、明、清三代，纸币、银锭和铜钱并行。
清末机制银元和铜元代替了银锭和方孔铜钱。
历代不同币材、形制和版别的货币浩如烟海，其数量之多为世界各国历史上所罕见。
在几千年的复杂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表现东方文化特征的中国货币体系。
这是光辉夺目的中华文化中的一簇奇葩。
　　长期以来，货币给予每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以很大的影响，同时它本身也打上
了各个时代的历史烙印。
中国历史货币的研究涉及中国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字学、美学、金属冶炼和书法
艺术等广泛领域。
钱币是考古学上断代的可靠依据之一。
中国传世的和出土的大量货币是珍贵的文物和实物资料。
一千多年以来，很多钱币学家和历史考古学家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著作。
这些丰富的文物资料和研究成果都急待我们进一步认真地整理、研究和总结。
为此，我们决定编纂一套《中国历代货币大系》，为研究中国货币史和钱币学等提供比较系统的科学
数据，为振兴中华，发扬中国灿烂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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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清代，云南是重要的铜铅锡产区，京库局和各省拨还的铜本、脚价数量可观。
其次，云南是边防重镇，并筹建滇越铁路，故有巨额协饷。
第三，云南鸦片产量极丰，烟商运回的烟土售价丰厚，因此，云南有大量两广、两湖、四川等省所铸
的银锭。
云南的银矿在清代有重要地位，自铸银锭也有多种。
云南所用银锭，统称“银镍”，又曰“槽银”。
据《新纂云南通志》载，银炼、稽银成色，“各属倾销成色极不一致，大别如下：迤东银炼成色自九
成起至九八止；迤南南稽成色自九成起至九八五止；迤西西稽成色一为细丝，成色有九八五，一为粗
丝，成色有九七，⋯⋯此外尚有猛撒银炼，成色亦比较为高”。
云南自铸银锭大致有几类：母鸡锞，形制呈半卵形、馒头形，重约2—5两不等，大多重3两左右。
成色高低不一，有细丝、粗丝之分。
大多无铭文，个别有一至五字铭文，多为银匠姓名。
清未曾出现低色母鸡炼，当课银、公估银广泛流通后，母鸡镍逐渐成为碎银，课银，“云南征解赋税
，照章以足色银两上兑，名日课银。
”清代云南地方政府征收赋税银两后，按规定的成色和形制进行改铸，故成色可靠，形制演变有一定
规律，形制约有五种：第一种，重37—374克，约滇平一两余至十两左右（滇平1两合35，84克），特
点为正面有一条直形戳记，内容系府州县名或纪年，现见最早纪年有嘉庆十二年（1807），晚至光绪
六年（1880），主要铸地在迤束，迤西楚雄府（1913年废）也有铸造，系迤东银镍。
第二种，重134—220克，约合滇平5两左右，特征是长条形，正面有三条直形戳记，内容有府州县名、
纪年、匠名，现见早有咸丰三年（1853），晚至光绪三年，铸地集中在云南府，系迤东银炼，第三种
，有重滇平五两、十两、二十两三种，以重十两为多，特征是正面上方一横、下方二直形戳记，内容
有地名、纪年（有缺）、工匠名、“课银”（有缺），现见早有道光五年（1825），晚有咸丰五年，
铸地为迤西、迤南，系西槽、南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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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历代货币大系(8)：银元铜元卷》详细介绍了我国古代具有代表性时期的货币。
先秦货币、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货币、清钱币等等。
为专业和业余人士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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