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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汉

蔡 永

我国是货币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至春

秋战国之交,群雄割据,自 行铸造发行货币 ,

其形制、重量都不一致。秦统一六国之后丿

在实行盐铁专铸的同时,虽规定法定货币为

黄金 (上币,以镒为单位)、 圜钱 (半两冫

两种,但也只做到了货币形制、种类的基本

统-。

货币的统-应该是货币形制、重量及铸

造发行权的完全统-。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

实现货币完全统一的应是西汉王朝。因此,对

西汉建立后屡次诏令更迭币制,其意何在,

来-番试析,不是没有意义的。限于水平,

难免有不当之处,望专家学者予以校正。

据史籍载,汉初至武帝元鼎四年的八十

余年间曾诏令币制十次,实际更迭了币制九

次,最后才将币制固定下来,最终完成了统

一。这十次诏令,古籍记载的虽不是原本 ,

但基本内容是清楚可信的,即 :

《通考 ·卷八》: “汉兴,以为秦钱重

难用,更令民铸荚钱。”

《汉书 ·高后纪》:高后 “二年 (前 18

6)七月行八铢钱,其文为半两。禁私铸。”

镢 书 ·食货志》⒏ “高后六年 (前 182冫

行五分钱,文为半两。”

《史记 ·平准书》 :“ 文帝五年(前 1/5)

行四铢钱,文为半两,并除盗铸钱令,令 民

纵得自铸”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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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汊书 ·食货志》: “武帝建 元 元 年

(前140)春二月,更铸三铢钱 ,文如其重 ,

令县官销半两钱。”       '
《汉书 。武帝纪》臼 “武帝 建 元 五 年

(前136冫 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

《汉书 ·食货志》: “武帝 元 狩 四年

(前 119)更行三铢钱,又造皮币和白金币占

寻废。”

《汉书 ·食货志》: “武帝 元 狩 五 年

(前 118)罢半两钱9行五铢钱,并规定郡

国铸五铢钱,周郭其下不可磨取路。”

《汉书 。食货志》: “武帝 元 鼎 二 年

(前 115)令京师铸官赤侧9以一当五,赋官

用,非赤侧不得行。”

《史记 。平准书》: “
武帝 元 鼎 四 年

(前 113)令上林三官铸五铢钱,郡国所铸

钱皆庄销之,输入其铜三官。”至此,从法

令上明确规定了钱币铸造、发行 权 统 归 中

央,而 “五铢”钱成了单一行傍 的 固 定 钱

币。

根据诏令铸造,发行的上述各类钱币,

历年来收藏家均搜集、印制有图录,用 它同

考古上发现的同类钱币 (含钱范钱形冫相印

证,其形制基本上是吻合的。如 :

“榆荚
”

半两钱,直径 1。 1-1.3匣米,

形如榆荚,穿大肉 薄,比 “
五 分”钱 轻 而

小① j

“八铢
”半两钱,直径3.1-3.3匣 米 ,

实重八铢,大于 “榆荚”半两,而又略小、

轻于秦半两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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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钱,直径2.3厘 米,实重不足-
铢③

,

“四铢
”

半两钱,直径2。 近-2.6厘米 ,

实重四铢④
,

武帝初年至元鼎 四 年 所 铸 “三铢
”、

“五铢
”钱,直径一般为2.5厘 米,最小的也

是2∶ 3厘米,圆形方孔,有内外郭,重如其文,

较规正⑤。

上述钱币,是诏令更迭币制的产物。但

就其钱形、重量等方面看,除汉初的
“
榆荚

”

和 “八铢
”半两差异较大 ,较为特殊外,真余

“四铢
”、 “

五分”
等半两钱均有同为圆形

方孔,无内外郭,肉 较薄,直径一般为 2.3

-2.6厘米,文为
“
半两”

,实重不足的特征。

这与武帝时所铸钱币直径一般为2.3—2.5厘

米,圆形方孔,有内外郭,重如其文,较规

正等比较,虽略有差异,但就其圆形方孔 ,

直径大小基本形制看来,币制在逐渐趋于统

为配合币制诏令的实施,汉中央采取了

如下措施 :

(-)铸造法定货币。过去,史书对元

鼎四年以前,特别是文景时期,记 载郡国、

民间铸币的较多,对于西汉中央是否也铸造

钱币不能明确看出。但从考古发现的遗物中

说明汉初至武帝元鼎时期西汉中央在诏令更

迭币制的同时,也铸造过法定货币。

解放后在西安及其附近发现过不少西汉

初、中期的铸币钱范。、这些钱范,质料有陶、

石、铜三类,有明显的使用痕迹⑥。钱范钱

形有
“
榆荚”、 “八铢

”、 “四铢
”等半两

及武帝时期的
“五铢

”等等。铸币所需的铜

材,在汉长安城附近曾发现十六块,每块上面

均刻有重量和号码,按所刻文字,每块重lso

斤左右 (折合现市秤为15j5斤 )⑦ 。酉安是西

汉的京都所在地,发现的钱范基本上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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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至武帝的整个币制统一时期。而饯范和

铜材原料无疑是当时西汉中央铸币的遗物。

在汉长安城遗址中,曾有过 钱 形 多 圆

孔,钱文有
“
第一

”、 “
第四”、 “

第七”

及 “
第一重四两”、

“
第五重四两”、“

第七

重四两”
或

“重一两十二铢
”、 “重L两十

三铢”
的钱币出土。按其钱形特征,这些钱

币与文帝五年颁行的
“四铢”半两同9但有编

号和轻重明文之别,当属贾谊建议西汉中央

铸造的
“
法钱”⑧。这说明文帝颁行

“四铢
”

半两时的
“
除盗铸钱令,令民纵得自铸”并

非毫无限制,而仍以铸造法定铸币的措施 ,

使中央的更迭币制的诏令得以贯彻实施。

铸币遗址,在距汉长安城不 远 的 向 家

巷、老君殿及其附近的户县东乡锺官城、长

安县的窝头村等都有发现。遗址中所出钱范

的时限,上自武帝初年,下至昭宣时期。遗

址历时较长,规模较大。其中,窝头村遗址

竟达50000平方米,遗物堆积厚,距地-米就

有平铺的泥质钱范堆积,伴出的还有汉初流

行使用的回纹铺地砖、粗绳纹板瓦、灰陶罐

等等。据此推测,大致西汉初年至武帝时期

就是西汉中央铸币的场所,以后日益扩大 ,

成了汉武帝上林三官铸币的集中区。

(二 )设立专门机构,管理铸币等事。

武帝元狩五年以前,管理钱币事由
“
干官

”

治理。按颜师古的注释: “
干〃,持财货之

事。 “
干官泉丞”印,曾经也有发现。元狩

五年以后,由水衡都尉管辖下的
“锺官

”主

铸币事。曾发现过
“锺官钱丞”的封泥⑩。

这些发现,印证了史籍的记载,也说明了西

汉中央在诏令更迭币制过程中确实有过管理

铸钱事的机构和官吏的设置。这一措施,对
更迭币制的诏令的贯彻实施也是起了积极作

用的。      ˇ

西汉更迭币制的诏令,是在-定历史条



件下顺应形势的产物,是落同地方割据势力、

奴隶主残余势力和社会上不法商贾的斗争中

实施的θ

汉初,事实上存在着中央和被分封王侯

间的两董政权。所分封的各王侯”占据着全

国≡分之二以上的郡县丿中央仅直辖十五个

都。这些王侯|晚 “分土”,还 “治民〃,

拥有较大的独立性。长期战乱,人口大量散

亡, “
大城名都人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

经济上处于 “仵业剧,而财簋,⋯·,。 齐氏无

藏盖
”④的困难境地。在这样的情况卞氵蔓

然
“光有天下不行

”,而 “定律令
”, “

定

赋役”,劝民归里,领取田宅,通过新兴地主

阶级将下层平民固定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

础上,巩固支持新政权的社会基础就成了急

不可待的事。货币作为一种商品流通手段 ,

在恢复发展生产中是有一定作用的。汉初的

“榆荚”
半两正是在这种复杂而困难的境况

中应运而生的。诏令通行
“榆荚

”
半两,虽

未明确规定禁私铸,本身又存在小而轻薄,

铸造省料,会给私铸带来便利条件,但在当时

社会环境中,改变反映生产关系的钱币本身

就是显示权威,控制这一商品流通手段,会

起到增加国库收入,改变政府囚难处境,提

高新的社会秩序下货币的购买力,活跃商品

交换等积极作用。这对恢复和发展经济,对

一般平民都是有好处的。但如果当时硬要禁

私铸,把铸造发行杈统归中央,一方面中央

还不具各那样的物质基础,另方面也容易引

起强大经济实力并未受到损伤的奴隶主残余

势力和地方王侯的不满,造成政治上的不稳

定和经济上的更加混乱。这大概 就 是 颁 行
“榆荚”半两时未明令禁私铸的原因所在。

高祖在位七年,到 吕后辅政时期,地方

割据势力虽已大大削弱,六 国后裔和豪强大

族已有十余万户强迁于关中等地,置于控制

之下,但各郡国和奴隶主残余势力依然以大

肆滥造钱币和积财稽物等手段来抵制、破坏

中央的币制措施Q据记载,当时
“不轨逐利

之民,畜积余赢,以稽市场物踊腾跃,米至

石万钱,马匹百金。”0造成物价上涨,市

场不稳,货币贬值。汉中央为了打击这些破

坏活动,同时满足日益增长的开支,先后诏

令通行 “八铢”半两和 “五分”
钱,用加重

和 “禁私铸”的办法来控制货币,提高它的

购买力。             ∵

在葑建社会中。谁掌握货币的铸造、发

行、管理杈,谁就可以利用这一手段来增强

自己的经济实力。尽管汉中央明令
“
禁私铸”

,

郡国和社会上的奴隶主残余还是私铸、奸铸 ,

发展自己的力量,以致与中央分庭抗礼。文

帝时,郡国王侯势力的发展已到了 “政治不

能通达全国″, “稍失藩 臣之礼”0的 程

度。国家处于 “生之者少,'靡之者甚多”
,

“公私之积尤可哀痛”
,“匈奴数侵盗北边 ,

屯戍者边粟不足给食”⑧的困境。面临这种

状况;文帝△方面提倡开籍田,亲率耕-重

视发展生产,同时厉行节约,各种账恤、赏

赐等等多用实物,把赋税收入的钱贮藏国库。

另方面,对郡国的叛乱,匈奴的侵边进行坚

决抗击,对富商大贾坚持
“不得仕宦为吏,

不得俱钧驷”,限制他们的活动。在打好政

治、经济的基础上着手更迭 币制,颁 行 了
“四铢”半两,把钱币重量增加到高于 “榆

荚”+两 ,而又小于 “八铢”半两的适当程

度。

文帝更迭币制,存在
“
令民纵得自铸

”
的

不是,致使 “吴以诸侯即山铸钱”, “邓通

得赐蜀铜山,听得铸钱”, “故吴邓钱布天

下。”0至今,考古上发现的
“
高柳、临淄、

驺、东河、宜阳″等地名和 “丞相三铢”、

〃丞相四铢〃⑩等人名铭文的两种 齐 国钱

币,以及其他郡国铸币的钱范当是这 时产

物。由于滥铸,造成 f民用钱郡县不同
”

,

“钱文大乱〃,郡国王侯即山铸钱, “诱天

下亡人谋仵叛逆”。目渚这些问题|文帝在

贾山等八的劝谏下又复
“禁铸钱令”Q。 到

景帝时又 -定铸钱伪黄 金 弃市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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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令
”,虽记载上不见 详 细 内 容,但从

“人有告邓通盗出徼外铸钱,下吏验问,颇

有遂,竟案及没之”
等看出,是对盗铸进行

严厉打击的措施。通过这些措施,币 制才较

前稍有稳定。

继景帝之后,到武帝时,国内已消灭了
“七王之乱”,经 “

众建诸侯”, “
诸侯王

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
”

等措施之后,各

分封王侯仅
“
分土

”
而

“
不治民

”,基本上

取消了独立地位。国内已呈现出
“
都鄙廪庾皆

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众庶

街巷有马,⋯¨守闾阎者食粱肉
”的殷富景

象。这给武帝在吸取先人经验教训基础上更

迭币制完成统一币制的大任打下了基础o

汉武帝是我国历史上有远见、有雄才大

略的政治家。他 “内修法度”,坚持各郡国
“
分土”

不
“治民”;按 “六条

'考
察豪强、

郡守、国王,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户以上

于茂陵,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对手工业实

行官营等等。这为更迭和统-币 制创造了有

利条件:从建元元年到元鼎四年,武帝先后

六次更迭币制。如:由于民间和郡国盗铸钱

币,造成钱币贬值。武帝建元元年行
“三铢”

钱后,郡 国 “
多即铜山而铸钱,民亦盗铸不

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 “
建

元五年春再罢三铢钱,行半两钱 (即 文帝时

的四铢半两)。  ‘四铢’
钱法重四铢,而奸

或盗磨钱质而取路 ,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

用币烦费不省,及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

钱,重如其文。”又鉴于商人滞财役贫,不
佐公家之急,如元狩四年, “时县官大空 ,

而富商大贾或滞财贫转谷数百,冶铸、煮盐 ,

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
”

于是又更行 “三铢”
钱,并诰皮币和白金币

供朝廷内部使用。元狩五年又罢半两行
“五

铢”,元鼎二年令京师铸官赤侧,元鼎四年

专令上林三官铸 “
五铢”

等等。

为确保币制的更迭,汉武帝采飕了比他

的先人更有力的措施。他不但施 行 法 律 手

·∶52·

段,对盗铸、奸铸钱币进行打击。使其 “
自

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 民之坐盗金钱者有

数十万人9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数,自 出者

百余万,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

金钱矣。”⑩同时,还对专门从事不法商业活

动的富商大贾课以两倍的重 税,并 且 以 设
“
缗钱

”和 “出告缗令
”的措施进行打击。

巛史记 ·平准书》载,自 武帝设 “
缗钱”

|

“贾人末仵贳贷,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

利者虽无市籍以其物,自 占率钱 而 二 干 -
算

”, “告缗令”颁行后, “
杨可告缗遍天

下,中 家以上大抵皆遇告”, “分遣御史 ,

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

以亿计,⋯⋯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这些措施,保证了币制更迭诏令的施行,最

终完成币制的统一。

四

在我国历史上,西汉是封建社会上升时

期更迭币制多而历时最长的王朝。从诏令更

迭的钱币形制,铸造、行使规定,以及更迭

的背景等等看,可分前(从汉初至文景之际 )

后 (即武帝时期)两个时期。前后两期有共

同特点也有不同因素。从钱币形制来看,虽

都是圆形方孔,但前期圆形方孔钱,有明显

的大小差异,如 “榆荚”和 “八铢”钱直径

竟差两厘米左右,其重,也多是名为半两,

实重不足,尤以 “榆荚”
半两最为明显,就

是形制比较稳定的 “四铢”
半两也是实重不

足的,前期各钱币,制作较粗糙,除无内外

郭外就是钱的外沿、肉好部分也不甚规正 ,

远不及后期的 “五铢”
钱币。从铸 造 和 行

使规定看,虽文帝时有
“
除盗铸钱令,令 民

纵得自铸”之诏9但从汉初至武帝时中央实

际也铸造钱币,与诏令是密切配合的。同时 ,

尽管有吕惠时的
“
禁私铸”

,文 帝后期的
“
复

禁铸令”,或武帝时的 “
令京师铸官赤侧〃∶

等等,实际上中央、郡国、甚至民间等三个方



面都有铸造,这表明钱币铸造行使权还未完

全归至中央。至元鼎四年
“
令上林三官铸五铢

钱,郡国所铸钱皆废销之”
,才真正实现了币

制形制、铸造发行权的完全统-。 此外,诏

令更迭币制也有相似的原因,即外因是商人

滞财役利,捣乱市场,郡国、工侯、民间大

肆滥铸钱币,发展自己的势力9造成市场不

稳,货币贬值,甚至危及到政治上的稳定,

内因是国庠空虚,满足不了朝廷内外日益增

长的开支。这种情况,在高祖、吕惠”甚至

文帝初年,武帝时期表现都很突出。因此 ,

币制的更迭,实际是内外因促使的结果。不

同的是文景以前9从内因来讲,一方面是为

了解决国库空虚的问题9同 时更重要的是为

恢复发展生产,政治上借以限制、打击郡国

王侯、奴隶主残佘势力,以及富商大贾。而

武帝时期,经采取多方面措施之后,政治上

已基本稳定,经济上已有了
“
文景之治”打

下的基础,因此这时更迭币制的主要目的是

打击郡国和富商势力,解决对匈奴战争和内

部增长的开支,最终完成币制的完全统一。

总之,如果说更迭币制最终是为了控制掌握

钱币铸造、发行,统一币制的话,那么文景

以前实际是币制统一的开始、继续9至武帝

时才是完成币制统一的终结。

西汉王朝经屡次更迭币制,不仅最终完

成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币制统一,同时

也收到了客观效果 :

(一冫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打击了地

方割据势力和奴隶主残佘势力。他们想借私

铸钱币为手段,招揽
“
奸猾

”、f无赖子弟
”

“谋作叛逆”,结果是阴谋暴露,遭致诛灭。

币制经三番五次更迭,至武帝将钱币铸造、

发行权统归中央后,就 从法制上断绝了私铸

的可能条件。加之武帝对盗铸、奸铸施以法

律手段,直接地打击了地方及奴隶主残余势

力,收到了巩固统-、 维护政权之效。

(二 )商人蠃利多在市场不稳,物价上

涨国家处于困难之时,同时也是商人破坏、

捣乱最剧烈的时候。币制趁此吏迭,以堇将铸

造发行权统归中央,不能不使富商大贾遭受

直接打击,而收到稳定经济,有利于经济发

展的效果。

(三 )促进了我国冶铜铸币 技 术 的 发

展。每更迭-次钱币都得在冶铸上下一番功

夫,才能达到要求。扌国浇铸铜币,最初用

土制原范造刀、布,秦始皇时开始用石雕原

范铸半两,汉初发展到用阴文铜范,汉文帝

时则使用铜铸母范铸币,从而大大提高了浇

铸铜币的功效。          丿 ∷

(四 )从币制的更迭中,使我们得到-
点启示:统一币制,光更迭币制不行9必须实

行钱币形制、重量、发行权完全统一,不然会

给不法势力带来破坏、捣乱的机会。币制的统

一虽是在经济领域内进行的,但与政治却密

切相关。这就要求统治者必须执行一条正确

的政治路线。我们看到,西汉初期至武帝时

期西汉中央统治者,-直贯彻着一条巩固加

强中央集权制,恢复发展生产,维护国家的

安全与统一的路线。
·
这是符合社会发展要求

的。当时,尽管地方割据势力强大,奴隶主

残佘势力猖獗,富商大贾捣乱,但最终还是

使币制在更迭的形式中得到了统-。 这既是

历史发展的必然,也表现了政治路线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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