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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进!超越时代理论的故事" 中
国交子的故事# 一方面反映了
这个古老帝国曾经的文明辉煌
$纸币确实最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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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就
已在中国出现# 后代经济学家
曾调侃说中国人早对纸币司空
见惯#不会类似老外那样%友邦
惊诧&'(另一方面# 纸币的故事
也以案例形式解释了货币的规
律)))当经济环境与制度框架
不足以支撑纸币这样的形态之
际#会发生何等的悲剧"

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在 *宋
代江南经济史研究+ 中将宋视
为世界最早的海上帝国# 认为
商业革命! 交通革命! 农业革
命! 都市革命共同构成了它辉
煌的文明# 人口和人均收入急
剧增加#宋徽宗时期人口多达

!

亿#是汉唐两倍有余" 在*白银
帝国+中#我曾引用学者朱瑞熙
的研究# 描绘了宋代人口与城
市的繁荣#%北宋十万户以上的
州! 府#宋神宗元丰年间为四十
多个# 宋徽宗崇宁年间为五十
多个#而唐代仅有十多个&"

宋朝城市结构也逐步打破
了商业和居住区的界限# 从唐
代的 %坊市封闭 &走向 %坊市合
一 &#夜市禁令被取消 #带来了
城市生活的急剧繁荣与空前自
由" 宋朝的经济繁荣不仅超过
惯常被认为是盛世的唐朝 #甚
至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人均收入
超过欧洲的稀少时间窗口" 值
得一提的是# 宋代商税和田税
截然分离# 发展出后世概念里
完整意义上的商税制度# 这也
意味着抑商政策开始向征商政
策转化# 商税的征收也更加程
序化#%地方政府定期公布商税
则例及其变动情况 # 各地州 !

县!墟镇广置税务机构#这些情
况表明商税征收到宋代首次进
入了自身的制度化时期&"

宋代的繁荣程度或许是中
华帝国曾经的顶点" 北宋年间
贸易繁荣已经达到惊人的程

度)))随着造船等技术的发展#

自汉代开始以港口衔接中国与
世界的 %海上丝绸之路 &#公认
在宋达到顶峰" 宋与数十个国
家开展贸易 #广州 !泉州 !宁波
等港口当年的贸易繁荣让后人
难以想象" 更不用说且战且和
的宋!辽!金!西夏#数百年间有
着连绵不绝的边境贸易)))除
了官方在接界地点设置的互市
市场 $榷场 '外 #还有各类民间
交易以及走私" 这些交易规模
惊人#仅仅以当时交易较普遍的
商品%羊&为例#宋代皇室御厨用
羊每年就高达数万口#而宋朝每
年用于买入契丹羊的公私费用
为

#"

余万缗"

宋代财税中与商业有关的
税种也空前丰富" 宋之前对于
商业更多是管理而不是收税 #

唐朝虽也尽力征收商业税 #但
不成体系# 而宋代则将各类商
业税收制度化" 北宋时期的税
率保守估计已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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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时的人如此记载,%四方之货食
以会京邑# 舳舻相接# 赡给公
私" &重视商业与文官体系发达
使得宋的文明程度空前进化 #

在国家主义和私有经济这两个
领域获得平衡与发展" 宋对外
奉行防御性政策# 但在经济领
域中的商业方面则较激进 #尤
其在四川!福建!江浙等地)))

纸币的诞生# 可以被认为是中
国在文明竞赛中领先西方的顶
峰时期的产物与象征"

与此同时# 宋代对于富人
的态度也相当宽容# 对比今天
的 %仇富论 &#简直堪称 %亲富
论&" 北宋年间宋太宗即表示,

%富室连我阡陌# 为国守财尔"

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
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 所
以税赋不增#元元无愁叹之声#

兵卒安于州郡#民庶安于田闾"

外之租税足以赡军# 内之甲兵
足以护民" &

除了天子# 当时士大夫对
于富人也相当宽容与肯定" 如
北宋苏辙即表示富人出现是情

理之间#贫富相安是安定根本,

%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
民#此理势之所必至" 所谓-物
之不齐#物之情也." 然州县赖
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 非
所当忧#亦非所当去也" 能使富
民安其富而不横# 贫民安其贫
而不匮" 贫富相恃#以为长久#

而天下定矣" &更进一步#南宋
叶适已经认识到有产阶层对于
社会稳定的作用# 指出富人是
维系社会上下阶层的枢纽 #甚
至批评那些希望以打击富人来
救助贫人的想法虽然善良却不
应实行,%富人者#州县之本#上
下之所赖也" 富人为天子养小
民#又供上用" 虽厚取赢以自封
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 &

历史充满文明陨落的悲
剧# 而史书总是难免成王败寇
的逻辑" 宋朝最被诟病的是军
力# 但如果宋朝军事真的那么
孱弱# 为何能够在五代十国乱
局中崛起#为何能够与辽!金及
蒙古这样的世界级军事强国对
峙数百年/ 宋朝从开国到灭亡#

数百年间不是处于战争状态就
是处于备战状态# 不得不长期
奉行 %守内虚外&$即禁军多数
驻防在京城#少数驻防在边境'

的政策理念# 为国内发展争取
时间" 实际上#宋朝军事实力不
容小觑# 其常规军数量最高达
!%"

万人#超过很多朝代" 以后
勤为例# 宋代的场库务在各地
都有设置# 不仅需要储存粮食
与器械等军需# 主管官员还需
费心经营以提供利润# 盐! 茶!

酒等贸易及相关征税均获得充
分发展" 能够支撑一座有着庞
大军事开支的帝国# 离不开其
制度管理与经济实力# 经济思
维渗透到宋朝的日常系统 #纸
币也诞生于这种背景之下"

交子发行 ! 从私人

到国家

最早的纸币诞生在四川#除
了宋本身的时代背景原因#还在
于四川的特殊性"四川在宋是一
个特别的案例"因为躲过隋唐战
乱#四川经济相对独立#贸易繁
荣#因缺铜而依赖铁钱#而铁钱
携带不便的缺点日渐凸显" 对
此# 当时的史料有不少记载#主
妇到集市买盐往往需要携带很
多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
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
买卖 #至三 !五贯文 #即难以携
持&$一贯在宋代等于

&&"

文'!

%尝使蜀#见所用铁钱至轻#市罗
一匹#为钱二万&等记载比比皆
是"铁钱与铜钱的价格比重根据
记载似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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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想见其
携带不便#%江南旧用铁钱#十当
铜钱之一#物价翔踊#民不便&#

%会诏川!陕诸州参用铜铁钱#每

铜钱一当铁钱十&"

最终# 四川茶叶和马匹等
贸易的发达以及四川铁钱的笨
重# 导致交子在相对独立和特
殊的四川诞生 # %蜀人以铁钱
重#私为券#谓之交子# 以便贸
易#富人十六户主之&" 交子最
开始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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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富户#其起点是
作为私人票据#成为贵金属!丝
绸等货币的替代品# 可以理解
为一种早期汇票 #*宋史0食货
志 +即说 %交子之法 #盖有取于
唐之飞钱&" 想来有趣#推动纸
币诞生的# 竟是金属货币的物
理属性的%落后&"

推动金融层面的创新#在四
川是铁#在西方则是铜" 几百年
后#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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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瑞典诞生了欧
洲最早的纸币试验#原因之一就
是瑞典是当时欧洲最大铜矿的
拥有者# 所以该国货币主要是
铜# 而铜的价值在当时是银的
!$

" 这又是一个因为金属货币
携带过重催生纸币的故事"

民间交子后来逐渐步入官
家视野# 在地方官的几番得力
推动之下# 官方交子最终应运
而生 " 从宋朝仁宗天圣二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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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宋朝政府正式发
行交子纸币 # 数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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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其式样%一依自来百姓出给
者阔狭大小&" 伪造交子与私造
交子纸币都是重罪# 此后两年
一次的发行额度都是

!%*(+#"

贯" 在此后的流通中#交子的流
动期限以 %界 &分 #一般是三年
为期#期满则新旧交替更换" 交
子原本有稳定的发行准备 #一
般一界发行额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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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贯 #

而准备金是铁钱
+(

万贯" 交子
的便利带动了铁钱流通量的下
降#铁钱数量的下降#也可以看
出交子受到欢迎"

伴随着国家的介入# 交子
获得更大成功# 不仅解决了私
人交子存在的信用问题# 也受
到从事跨地区跨国贸易的四川
茶叶商人的欢迎# 这使得交子
在交易之中出现溢价交易 #常
常以高于标价成交# 苏辙就曾
记录%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
有卖一贯一百者&"

战争摧毁了交子发

行机制

交子在商业上取得的成
功# 使得其成为国家财政的重
要组成部分" 同时#宋朝日益增
加的军事开支也在寻找新的解
决思路# 各种金融创新继续发
酵" 为了给军需提供保障#鼓励
商人运输物品到边疆# 宋朝当
局还发明了一种期票#即%见钱
交引&#以节省商人在运输时的
货币用量" 当时流行的有%茶盐
交引&#后又有军需品交引" 这
些票据可以兑现成铁钱或交

子#运转情况不错#发行权后来
也集中在首都开封"

受到王安石激进新政与边
疆战事浩大军用的影响# 货币
流通数量开始膨胀" 王安石变
法毁誉参半#但无可置疑的是#

货币的需求因此大增# 北宋经
济的货币化程度得到大幅提
升" 同时#西北边疆与西夏的战
事延绵不绝# 军事开支动辄以
千万贯计" 从铜钱铸造来看#仅
!"&+

)

!")#

年# 宋朝铜钱的产
量就翻了两番#超过了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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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贯" 据统计# 北宋铸造铜钱
%,(

亿贯 # 比其他朝代铸币数
量加起来还多# 这也反映了宋
代商品经济之发达# 而纸币之
发明与流通曾经有效地弥补了
铜钱之不足"

可惜# 平静并没能持续多
久"正如笔者在*白银帝国+中提
到的#战争部分促成了交子等金
融创新#但也正是战争使得宋的
经济节奏被打乱#交子随之步入
超发状态#官方交子发行量与流
通中的交子数量不断攀升#到了
哲宗绍圣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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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西战事使得交子的%界&以及发
行都出现混乱#%界率赠造#以给
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
数十万缗# 多者或至数百万缗#

而成都乏用#用请印造#故每岁
书放亦无定数&"

此外# 货币需要商业的支
撑" 为了应对财政压力#宋代茶
叶逐步从私人经营转向国家垄
断经营# 这也导致交子需求降
低" 供需失衡之下#人们对于交
子的贬值预期又导致交子的进
一步贬值#新旧交子贬值为%以
一兑四&甚至%以一兑五&#价值
只有票面的五分之一"

最终#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
币#交子不得不被官方和市场放
弃" 而交子之后#中国纸币的故
事还没有结束"

!作者为青年学者"曾任东

京大学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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