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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作者简介」张 宁 ( 1 9 7 1
一

)
,

男
,

陕西岐山人
,

武汉 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博士 生
,

主 要

从事中国近代史研 究
。

[摘 要 ] 清代后期
,

各种外国货币在我国许 多地 区大量流通
,

占清末全国货币总额的比

重超过 3 0%
。

外币的渗透与侵略活动经 常有密切关系
,

但根本原 因是它们适应了我国币制变

革的需要
,

被缺乏货币主权意识 的中国人主动接受
。

外币的流通在我 国货币制度 的早期近代

化过程 中起 了重要作用
,

在很大程度上
,

晚清的币制改良运动是受外币流通的刺激而产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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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后期
,

巨额的外 国货币在中国众多地区广泛流通
,

其种类多样
,

既有新式银元
、

纸币
,

也有旧式

铜钱
。

来源更是复杂
,

出自十几个 国家
,

或其殖 民地和在华企业
。

据估计
,

清末全 国货 币总额 中外 国货

币占很大比重
,

超过 30 %
,

在 当时中国的经济生活里面有着重要地位
。

对这一问题
,

不少综合性货币史著作都有涉及
,

以彭信威《中国货币史 》和耿爱德《中国货币论 》为代

表
。

专题研究较少
,

20 世纪 50 年代献可编著了《近百年来帝 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 》
,

此外多是

零星的钱币学研究
,

观点单一
,

主要认为这是对 中国的经济侵略
, “

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的殖民地性
” 。

本文拟全面研究外币在华流通
,

将侵略—
反侵略与货币制度的传统—

近代转型两种思路结合

起来重新审视这一历史现象
,

一分为二地看待它发生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
。

一
、

外币流通 的格局

鸦片战争前
,

已有外币进人中国的货币流通领域
。

一是外国银元
,

俗称洋钱或番银
。

外 国银元流人始于明代
。

清朝开海禁后外贸迅速发展
,

外商购买

我国丝
、

茶
、

瓷等土特产用的几乎都是各种银元
。

洋钱流人中国
,

长期只作银块流通
,

要称重量
、

较成色
,

并被改铸为银两
。

至乾隆中后期 (约 18 世纪 70 一 80 年代 )
,

因机器铸造的外国银元重量
、

成色能够标准

化
,

使用时不像银两那样须
“

较银色之高低
” 、 “

称分两之轻重
” ,

且式样精美
,

适应了当时东南沿海地区商

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

逐渐
“

计枚核值
” ,

凭个数流通
,

成为异于银两的另一种白银货币仁’ 〕 (第 4 3 页 )
,

势力从

闽广向北扩展
,

道光年间
, “

自闽
、

广
、

江西
、

浙江
、

江苏
,

渐至黄河以南各省
,

洋钱盛行
” 〔 ’ 〕 (第 4 2 页 )

,

但
“

长江溯流而西
,

至芜湖即不用
,

北上过黄河亦然叩〕 (第 5 2 页 )
。

输入中国的银元 总共有几十种
,

最流行

的莫过于一种西班牙银元— 本洋 (又称佛头
、

老头 )
,

即铸于墨西哥的加罗拉四世银元
,

重 4 16 英厘
,

合

收稿 日期
:

20 0 1一 1 1
一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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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库平七钱二分多
,

含纯银 90 %
。

因供不应求
,

本洋 出现升水
,

流通时作价高于实价 (实际含银 量 )
。

同为西班牙银元的加罗拉三世 币和斐迪南七世 币虽重量成色一律
,

却要对本洋贴水 〔` j (第 5 5一 56 页 )
。

二是
“

夷钱
” ,

即越南和 日本的铜钱
。

道光初年
,

日本宽永通宝多从宁波
、

上海
、

乍浦等港 口贩人
, “

为

数众多
。

近年一船所带或数千 串至数万串不等
”
1j[ (第 8 5 页 )

,

越南光 中
、

景盛
、

嘉 隆
、

景兴通宝
、

景兴 巨

宝
、

大宝等在缺少制钱的闽广地 区 大量 流通
,

广东潮汕
,

福建泉州
、

漳州等地尤甚
, “

掺杂行使
,

十居六

七
” 。 “

夷钱
”
并 已向内地渗透

,

如山东
“

充州间或有光中
、

景盛字样钱
” 〔 ’ 〕 (第 9 9一 10 1 页 )

。

鸦片战争后
,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及 中国周边国家的侵略不 断加强
,

中外交往 日渐深入
,

在我

国流通的外币种类愈多
、

范围愈广
、

势力愈大
,

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

第一阶段到 1 8 7 0 年前
,

主要是鹰洋取代本洋
。

五 口通商后银元 日益流行
,

本洋是华东华南最受喜爱的货币
。

虽然墨西哥独立 ( 1 82 1 年 )不久便停

铸本洋
,

但中外 贸易的需要和它在 中国的升水吸引世界各地的本洋源源流人
。

到 1 8 5 2 年底为止升水通

常维持在 8写到 16 写川 (第 52 8 页 )
。

1 8 5 3 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后
,

一方面因为战乱人们纷纷收藏这一公认

的价值标准
,

另一方面那几年上海生丝出 口剧增
,

需大量本洋供收购生丝之用
,

本洋出现短缺
。

4 年内

输人约 6 0 00 万元佩不敷用
,

升水稳定在 50 % 以上
,

有此币者愈视为奇货
。

到 1 8 5 6 年夏季
,

在欧洲不论

用什么价格再也搜罗不到本洋
,

它在上海的升水达到 86 %
,

依然极难得到
。

鹰洋开始取而代之
,

本洋衰

落下去闭 (第 55
、

56 页 )
。

清朝末年仍在流通的各种西班牙银元可能还有几千万元
。

墨西哥从 18 2 3 年 自铸银元
,

成色重量皆仿本洋
,

因镌有鹰徽
,

俗称
“

鹰洋
” 。

进人中国后长期不大受

欢迎
,

对本洋贴水有时超过 25 %
。

直到 18 5 3 年在广州取代本洋
,

18 5 7 年
“

攻克
”
上海

,

势力迅速扩张
,

60

年代势力达到广东
、

广西
、

福建
、

台湾
、

江苏
、

浙江
、

江西
、

安徽
,

始终保 持一定 的升水叫 (第 1 5。一 15 4 页 )
。

鹰洋也是当时远东地区
,

包括香港
、

日本
、

新加坡
、

马来西亚
、

南洋
、

朝鲜
、

安南等地最好的硬通货
。

这一时期
, “

夷钱
”
进一步 向内地渗透

。

咸丰初年在北京查获
“

光中通宝
”

字样的小钱 〔’ 〕 (第 9 9 页 )
。

第二阶段从 19 世纪 70 年代至清末
,

外币在华流通获更大发展
,

呈现多元化状态
。

1
.

外国银元
。

鹰洋在东亚独步一时
,

各国政府 (或殖 民政府 )渐 自铸银元抵制
。

而美国羡其利
,

更仿

制一种贸易银元出口远东
。

这些银元重量
、

成色都以鹰洋为准
,

略有出人
。

于是又有数种外 国银元流入

中国
,

在一些地方成为鹰洋劲敌
。

日本银元 (也称 日本龙洋或龙番
,

1 8 7 1一 18 9 7 )
,

成色 90 %
,

重 41 6 英厘
。

流人中国约 2 0 00 万元
,

流

通于福建沿海
、

台湾
、

广东的潮汕和琼州
、

江西的九江和南昌
、

辽东半岛
、

山东半岛等处田 (第 1 12 页 )
。

美 国贸易银元 ( 18 7 3一 1 8 87 )
,

成色 90 %
,

重 4 20 英厘 ( 库平 。
.

7 2 9 6 两 )
。

一度在东南沿海颇受欢

迎
,

1 8 8 7年停铸
。

留在中国的被熔化 ( 因含银较多 )
,

19 世纪结束前已绝迹叫 (第 14 4 页 )
。

西贡银元
,

1 8 8 5 年法国人在安南开铸银元
,

因重于鹰洋 ( 4 2 0 英厘
,

90 %成色 )
,

被熔解或藏匿
。

1 8 9 5

年铸新币
,

减重至 4 16
.

66 英厘
。

流人我国两广和云南
,

人称法光
,

可能达上千万元川 (第 14 6 页 )
。

香港银元
。

1 8 6 6 年英国在香港发行一种银 币
,

因含银量低于鹰洋不受欢迎
,

两年后停铸
。

18 9 5 年

又在印度的造币厂仿鹰洋开铸新币
,

获得成功
,

流入我 国的不少于 8 00 0 万元
,

人称站人或杖洋
。

除在

两广
、

福建有行使外
,

更在华北的直隶
、

河南
、

甘肃
、

山西
、

山东
、

陕西
、

绥远等省广泛流通困 (第 88 。 页 )
。

虽然受到其他外国银元和中国 自铸银元的挑战
,

直到清末鹰洋仍是流行最广的银元
。

其势力范围

以江浙为主
,

上海是大本营
,

并扩及两广
、

福建
、

台湾
、

安徽
、

江西
,

内地通商 口岸也多有踪迹
,

输入总量在

3 亿元以上 [6〕 (第 5 5 0 页 )
。

除外国大银元
,

广东
、

福建等地还有外国银辅币流通
, “

一角
、

二角者数种
,

便于零用
,

民尤赖之
” 。

据

说光绪前期
, “

沿海各市面
,

凡贸易至百十文以上
,

从无用现钱者
,

皆以一角二角之洋钱代之
” 〔’ 〕 (第 63 3 -

63 4 页 )
,

其种类复杂
,

数量很难估计
。

有人认为
,

合大银元能达到 1
.

8 亿元
,

显然太多川 (第 7 3 页 )
。

此外
,

光绪年间印度的卢比银币 (重库平三钱二分 )渗人西藏
, “

流行藏卫
,

渐及各台
” 。

后来
“

竟侵灌

至关内打箭炉并滇省边境
,

价值任意居奇
” ,

数量则不详 [` 〕 (第 840 一 843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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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外 国纸币
,

包括外国银行在清朝境内发行的和外国银行或外 国政府在境外发行而流人的
。

有的

用中国货币单位
,

有的用外国货币单位
,

信用有好有坏
,

流通范围有大有小
。

英钞行用地域最广
。

一是汇丰
、

麦加利银行发行的港币 (俗称港纸 )
,

70 年代流入内地
,

渐在两广
、

福建蔓延
,

一度对银元竟有升水
。

二是其内地分行发行的银元券
、

银两券
。

汇丰纸币在所有外钞中流通

最广
、 “

信用最佳
” ,

除上海等通商 口岸外
,

还渗透到许多内地的省会城市
。

麦加利 的只能在上海附近行

使
。

19 10 年
,

英钞在内地流通的折合银元可能达 1 50 0 万 (汇丰的超过 1 0 0 0 万 ) [ S J (第 7 0一 7 4 页 )
。

日钞主要是横滨正金银行的日本银元票
、

金元票 (俗称老头票 )
。

始于 19 0 2 年
,

日俄战争期间 日军

在东北发行了巨额军用票
,

战后允许用正金钞票收回
,

遂得 以在东北南部确立地位
,

并在吉林与卢布争

夺
,

至 19 n 年共发行约 8 00 万 日圆 (折合 中币数量相 当 )
。

清末
,

日殖 民者所设 台湾银行 的银元纸币

( 1 8 9 9一 1 9 0 4 )
、

金元纸币 ( 19 0 4一 )
,

朝鲜银行的金元纸币 ( 1 9 0 9一 )有流入
,

数量 尚不多 [8〕 (第 5 0
、

5 1 页 )
。

俄钞数量最多
,

范围在东北和新疆
。

1 8 9 5 年成立的华俄道胜银行发行银两
、

银元和铜钱票
,

清末主

要流通在东北
,

估计仅二
、

三百万元川 (第 12 8 页 )
。

帝俄卢布 (羌帖
、

俄帖 )则流入甚 巨
,

光绪初年已渗人

东北
, “

(中俄 )边界数百里
,

俄帖充溢
,

不下数百万
” 〔` 〕 (第 1 0 3 3 页 )

。

八国联军时沙俄人侵
,

卢布势力遍及

东北各地
。

经 1 9 0 2 年俄军撤退和 1 9 0 4一 1 9 0 5 年 日俄战争
,

卢布信用削弱
,

被兑现的数以亿计
,

地盘大

为缩小困 (第 888 页 )
。

黑龙江
“

俄国羌帖通行
,

几至反客为 主
” ,

吉林则是卢布与 日钞相争夺 〔 `〕 (第 99 7
、

1。。 2 页 )
。

在新疆北部
,

同治变乱时卢布趁虚而人
,

日甚一 日
,

伊 犁一带
“
若忘其为 中国地面

’

,1l 」 (第 1 0 03

页 )
。

清末的卢布流通额折合银元至少有五六千万
, “

但说成一倍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
困 (第 88 8 页 )

。

法钞是东方汇理银行在安南发行的纸币
。

修筑滇越铁路时流人
,

人称法纸
。

主要行使在云南和广

西
,

数量合银元超过千万元 83[ (第 126 页 )
。

其他在中国流通 的外钞有
:

德华银行银两
、

银元票 ( 1 8 9 0 一 )
,

主要用在山东
,

近 2 00 万元 sLJ (第 9 9

页 )
。

美国花旗银行银元票 ( 1 9 0 7一 )
,

清末限于上海
、

天津一带
,

数十万元 8j[ (第 16 2 页 )
。

华 比银行银元票

( 1 9 1 0一 )只在上海流通
,

数量很少 [8 〕 (第 1 6 8 页 )
。

3
.

铜币
。

日本
、

越南铜钱的流通又有扩张
。

清末
,

光中
、

景兴等钱至少流通于闽
、

广
、

台湾
、

山东济南

等地
、

北京附近乡村和四川重庆
。

在闽广一带势力接近清钱
,

在台湾和济南也占铜钱的百分之十几
。

日

本宽永钱在江
、

浙
、

闽
、

台
、

江西甚至重庆的许多地方行使着
,

但数量不多叫 (第 884 页 )
。

旧式铜钱外
,

英

属香港所铸铜辅币 (铜仙 )也有一些流人广东
,

日常贸易中
“

商民间亦搭用
” 〔`〕 (第 872 页 )

。

以上大略概述 了外币在中国流通的格局
,

总的趋势是从南向北
、

从沿海沿边到 内地
、

从城市到乡村

蔓延
,

与各式各样的中国货币交错流通
。

它们的流通数额综合各家观点得出
。

总计起来
,

清末外币在华

流通额巨大
,

银元要超过 5 亿元
,

外钞折合银元超过 1 亿元
,

与彭信威先生 的估计相近
。

因没有可靠的

调查或统计可作依据
,

这只能是 (偏于保守的 )估计
,

实际数字也许高出很多
。

(美 )郝延平的估计竟达

n
.

9 亿元
。

清朝末年
,

外币占全部货币供应的比例十分可观
,

彭信威先生估计有 30 %困 (第 8 8 8
、

8 8 9 页 )
,

郝延平则估计有 4 7
.

8% [ 7〕 (第 7 6 页 )
。

二
、

外 币流通的
“

半殖 民地性
”

再讨论

清代后期外币的流通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

过去的评价很简单
,

认为是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

行为
,

是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 “

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的殖民地性
”
困 (第 8 89 页 )

, “

外 国货币在中国流通是

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表现
”
川 (第 90 页 )

, “
是货 币流通的半殖民地性的表现

’

,1[
。」 (第 1 21 页 )

。

由于外币的流

通与各种形式的侵略活动间存在许多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

上述观点有着不可动摇的合理性
。

一些外币本身便是对我 国和我国周边国家侵略活动的产物
。

有的是殖民地货币
,

如港币
、

法光
、

日

本台湾银行纸币
;有的产生于不平等的中外关系

,

如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立分行
,

发行纸币
,

却受其本国法

律管辖
,

中国政府不能干预 ; 还有在中国境内强行使用的
,

如八国联军时俄国在东北付 出的卢布
、

日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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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发行的军用票
。

在很多情况下
,

外币的流通范 围与其母国在华势力范围重合
,

外币扮演着侵略活动的帮凶
,

是一种

经济侵略手段
。

尤其是纸币
,

等于空手套取中国的财富
,

是不流血的经济掠夺
。

外币的流通侵犯中国主权
,

加剧货币领域 的混乱局面
。

在原有的银两铜钱外
,

又逐渐加入几十种外

国银元和纸币交叉流通
,

它们与银两
、

铜钱
、

私票以及中国新式银元
、

铜元
、

纸币间的关系复杂
,

而且所有

货币的流通都有相当的地方性
。

这加深 了中国币制的长期不统一
,

成为经济正常运行的一个严重障碍
。

然而
,

讨论这一问题又需采取历史的
、

具体的态度
。

今天
,

人们习惯了货币主权观念
,

认为一个独立

的国家决不应让外 国货币 自由流通
,

更何况晚清时期外币的流通经常是与侵略和屈辱 的历史联 系在一

起
。

但在当时特定的社会
、

经济
、

文化环境中
,

事情要复杂许多
,

至少要面对 以下几个问题
:

其一
,

早在鸦

片战争前已有洋钱大量行用
,

此时中国还未进人
“

半殖 民地化
”
过程 ;

其二
,

外币中数量最多的鹰洋来 自

墨西哥
,

该 国从未有侵略中国的行为
;
其三

,

在大部分情况下
,

外币是 由中国人 自愿 而且乐意使用的
,

没

有出现强迫或欺骗的情况
,

事实上
,

如果某种外币信用不好
,

它会很快被抛弃
;
其四

,

清政府对外币的使

用基本上是听之任之的
,

或者说
,

多数外币在 中国的流通并不是违法行 为
。

要解释这些疑问仅仅用
“

侵

略
” 、 “

半殖民地性
”
是不够的

,

结合货币制度的传统— 近代转型也许能看得更清楚
。

外币流行客观上反映了经济发展对币制变革的要求
。

清代币制是银 (两 )( 铜 ) 钱复本位 (或称平行本位 )
。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

要更经常地
、

在更大范围

内
、

更大额度地使用货币
,

传统币制 的缺陷决定了它愈发难 以满足这些需要
。

首先是低效率
,

银两铜钱

都缺乏一致性
,

银两成色不一
,

重量标准因地而异
。

铜钱虽有定制
,

实际的重量和质量也是参差不齐
。

两者的兑换 比率又随行就市
,

波动频繁
,

而且大量携带都很不方便
。

其次
,

货币供应要取决于银铜两种

金属的可得性
,

但中国产量有限
,

致使阶段性或地区性的货币短缺经常发生
。

尤其是东北
、

新疆
、

西藏等

边疆地区
,

货币供应长期不足
。

有效交换手段的缺乏大大提高了商品流通交换 的成本
。

变革币制
,

打破传统复本 位制的藩篱势在

必行
。

这时
,

出于先进货币制度的外币先是通过贸易
、

继而在炮舰和商业双重推动下进人中国
,

它们与

传统货币相较
,

优势明显
。

洋钱是机器铸造的标准化银元
, “

市肆可以平行
,

无折扣之损
; 囊寨便于携带

,

无笨重之虞
。

较之纹银
,

实属简便
” 〔” 口 (第 6 91 页 )

。 “
(银两 )轻重成色操于奸商之手

,

及洋钱流人
,

诸弊悉

空
,

人情乐趋简易
,

故能风行一时
,

其实为乘我之虚
” 〔̀ 〕 (第 74 9 页 )

。

外钞产生于近代信用货币制度
,

不但
“

无须较论成色
,

携带甚便
” ,

优于金属货币
,

且依托新式银行
,

信用远胜旧式银钱铺的私票
。

而边疆地区

货币短缺
,

外国货币不免乘虚而人
。

既然外币能够弥补传统复本位制的不足
,

满足社会经济的需要
,

于

是受到欢迎
,

有了巨大的生存空间
。

这是它们在 中国流行 的根本原因
。

而外币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起

到了提高商业运行效率
、

增加货币供应的积极作用
。

19 世纪 90 年代以后
,

中国的币制改革运动迅速展开
,

新式银元
、

铜元和纸币陆续投人市场
,

其抵制

外币的作用也逐渐显现
,

不过在辛亥革命前这种作用尚不十分明显
。

银元铸造权分散在各省政府手中
,

重量
、

成色彼此稍有差异
,

各省又限制他省龙洋的流通
,

致使
“

彼省之银元
,

流行于此省者须加贴水
” , “

民

间显分珍域
,

仍不如墨银 ( 即鹰洋 ) 之南北通行
”
lj[ (第 807 页 )

。

至于各省之公私钞票尤其混乱
,

信用败

坏
,

不但不能抵制外钞
,

反倒助长了外钞 的势力
。 “

外钞之所 以盛行
,

其最大原因尚不在外钞之信用太

好
,

实在乎本国钞票信用太坏
。

… … 为渊驱鱼
,

负责者盖有人焉
”
l2[ 〕 (第 897 页 )

。

外币流行的另一个背景涉及主权观念
。

货币主权观念是近代货币制度的产物
,

中国人接受它是很

晚的事情
。

鸦片战争前也有人质疑洋钱 的流行
,

并非反对洋钱行用本身
,

只是不同意它溢价使用
,

认为

这造成白银外流
。

光绪五年 ( 1 8 7 9 年 )
,

法国要求清政府允许法属安南即将铸造的银元在 中国流通
。

曾

纪泽还认为
, “
我国家于商民生计

,

纯任 自然
” ,

只要百姓 自愿行用
, “

事苟便 于民生
,

一任 流通
,

未始不足

与钱法相辅
”
lj[ (第 7 20 页 )

。

曾氏曾出使英法
,

见过世面
,

清廷颇为倚重
。

他尚作如是想
,

可见当时国人

何等缺乏主权观念
。

19 世纪 80 年代 以后
,

货币主权意识开始传播
,

一些接触
“

洋务
”
较多的士大夫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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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后期的外币流通

识分子才认识到外币流通侵犯了中国的
“

利权
” ,

但普通的中国人对此仍很陌生
,

如 19 0 9 年德华银行在

山东推行银元钞票
, “

华商不知币制为国权所在
,

非常欢迎
,

价值较现银略高
”
川 (第 1 0 9 2 页 )

。

在这样的

社会文化背景 中
,

外币能够 自由地
、

合法地流通便不难理解 了
。

直到
“

五 四
”
运动 以后

, “

外钞之侵蚀国

权
,

危害金融
,

渐为一般人注意
” ,

并多次 出现 民众拒用外币的斗争
。

1 9 2 4 年我国才有了第一个禁用外

币的法令
,

即广东省政府颁布的《行使外币取缔条例户
3」(第 5 页 )

。

三
、

外币流通与晚清时期的币制变革

清代后期 (考虑到历史 的连续性
,

完全可 以提前至 18 世纪下半叶 )
, “

在 日益增长的商业和工业活动

的推动下
,

金融部门展示出根本性的变化
” 。

货币领域
,

币制的早期近代化逐步展开
,

主要表现为新形式

的货币不断侵蚀传统复本位制的地盘 7j[ (第 78 页 )
。

到清朝结束时
,

虽然银两
、

铜钱在内地和落后的乡村

保持着优势
,

银两仍是多数大宗贸易的计价单位
,

但它们占全部货币供应的份额退缩至 1 3/ 左右
。

光绪

末年制钱正式停铸
,

宣统二年公布的《币制则例 》最终废除了银两的官方计价单位的地位
,

采取库平七钱

二分
、

纯度 90 %的银元为银本位的基础 lj[ (第 7 8 5 页 )
。

19 n 年所有的政府预算都 以银元计
。

传统复本

位制的法偿地位宣告结束
。

在这个传统—
近代转型的过程中

,

外币的流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外币流通本身是币制变革的一部分
。

外币主要是银元纸币等新型货币
,

它们挤压传统复本位制的

势力
,

客观上扩大了新式货币形态的生存空间
。

中国人藉此对西方币制及其先进性有了直观
、

感性的认

识
。

清朝结束时
,

外币占到全部货币供应很大的比例
,

可能超过 13/
,

大大改变了中国货币流通格局
。

在很大程度上
,

晚清币制改革运动是受外币流通的刺激而产生
。

光绪年间
,

货币主权观念在中国传

播
。

许多政府官员意识到外 国货币流通侵犯了中国的
“

利权
” 。

同时从外币流行的客观现实看到西方币

制的先进性
、

优越性
,

及 中国社会对币制变革的迫切需求
。 “

中国不 自印钞票
,

自铸银 币
,

乃使西人以数

寸花纹之券抵盈千累万之金
,

… … 以低潮九成之银易库纹十成之价
” ,

呼吁
“

仿造西法办理
” , “

明以 收回

权利
,

暗以便益 民生
’

,l[ 〕 (第 6 37
、
639 页 )

,

这成为币制改 良运动的一个直接动力
。

而币制改革的很多方面

是直接模仿在中国行用的外币
,

中国的新式货币因此深深打上了仿铸 (制 )外币的痕迹
,

影响至今
。

晚清币制改革的最大成就是 自铸银元
。

洋钱流行显示了银元对银两 的优越性
,

指出一条改革币制

的出路
。

鸦片战争前
,

林则徐
、

魏源即有 自铸仿铸之议
。

光绪年间
,

自铸银元以改良币制
、

维护
“

利权
”

的

呼声越来越紧
,

普遍意见是
“

仿铸番钱样式
” ,

推动了自铸银元运动
。

光绪十三年 ( 1 8 87 )两广总督张之洞

奏准设造币厂试铸银元
,

意在抵制外币
“

以保利权
” ,

隔年开铸
。

仿照西方币制
,

分主币 1 种和辅币 4 等
,

因背铸龙纹称
“

龙洋
” 。

主币
“

俯顺商情
” ,

仿鹰洋
,

重库平七钱二分
, “

与向有洋钱一律
” ,

成色 90 %
, “

较

之外洋所铸成色相符
”
lj[ (第 6 72 一 677 页 )

。

广东龙洋获得成功
,

各省纷纷效法
,

中国银元制度建立
。

此

外
,

光绪年间四川曾仿造一种卢比银币与印度卢比对抗
,

是中国最早的人像币困 (第 79 9 页 )
。

铸造铜元为晚清币制 的另一转折
,

始于仿铸香港铜仙
。

香港 1 8 6 8 年起发行三等铜辅币
,

流人广东
,

第二等 (英文
“
H O N G K O N G O N E C E N T ” ,

人称一仙
,

重约 2 钱 ) 向被商 民当 10 枚制钱使用阳
』 (第 22

页 )
。

1 9 世纪 70 年代后
,

铜贵钱荒问题逐渐困扰朝野
,

翰林院检讨宋育仁
、

御史陈其璋
、

河南试用知县黄

景棠等纷纷建议仿铸铜仙以解钱荒 〔̀ 〕 (第 6 4 9一 65 1
、

65 9一 66 3 页 )
。

1 9 0。 年
,

广东当局为
“

济制钱之不足
”

正

式仿铸
,

重量
、

成分都照香港一仙
,

形制也完全一样
,

取消了秦汉来 的方孔钱式
。

背面边缘也镌英文
,

上

为
“ K W A N G T U N G ” ,

下为
“
O N E C E N T ” , “

译 日广东一仙
” 。

流通时也作十枚制钱
,

后来英文改为
“
T E N C A S H ,’( 10 文 l)[

4」 (第 22 一 23 页 )
。

新铸铜元大受欢迎
,

先后有 n 省仿行
,

制钱因此停铸
。 “

孔方

兄
”

渐成历史上的名词了
。

纸币形制也因外币完全改变
。

传统纸币为竖式
,

文字直读
,

官方纸币票面多印有告示
,

私票常印有

著名文章如《兰亭集序 》
、

《谏太宗十思疏 》
。

围绕票面的是祥瑞符号
、

图画或经典故事画面 l5[ 〕 (第 13 一 15

页 )
。

晚清时
,

外钞流通 日益增加
,

受其影响
,

甲午战争后中国自己发行的新式钞票形制大都模仿外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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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式
,

编号用阿拉伯数字
,

票面印有人像
、

标志性建筑物或风景
。

纸币的传统形制从此让位于西方风格
。

外币的流通还影 响到我国货币单位
。

传统复本位制下
,

白银称两
、

钱
、

分
、

厘… …
,

铜钱称文 (枚 )
、

串
、

吊
。

洋钱流行 中
,

因其圆形被称为银圆
,

派生 出单位量词
“
圆

” ,

俗省作
“
元

” 。

外 国银辅币则被称为
“

银角
” ,

发展 出辅币单位
“

角
” 。

中国的 自铸银元 流通后
,

民间仍 以元
、

角称之
。

宣统二年《币制则例 》规

定
: “

中国国币单位
,

著 即定名曰 圆
,

… … 以一元为主币… … 元角分厘各以 十进
。 ” “

元
” 、 “

角
”

正式取得国

币单位的地位
,

沿用至今 〔̀ 6〕 (第 33 一 38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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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辑【M ]
.

上海
:

上海人 民出版社
,

19 86
.

〔13 〕 人 民银行
.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
:

第 2 辑 [ M ]
.

上海
:

上海人 民出版社
,

1 9 9 .1

【14 〕 杨 民
.

中国铜元的兴衰与收藏 [ J〕
.

中国钱币
,

19 99
,

(4 )
.

【巧」 [英 〕汪海岚
.

点石斋晚清纸币和 1 9 0 5一 1 9 1 2 年间的上海印刷厂「J ]
.

中国钱币
,

19 97
,

( 3)
.

[ 16 〕 金德平
.

论我国货币单位圆 (元 )之由来 [ J〕
.

中国钱币
,

19 95
,

( 1)
.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

L a t e Q i n g D y n a s t y : C i r e u l a t i o n o f F o r e i g n C u r r e n c y

Z H A N G N i n g

( S e h o o l o f H
u m a n it i

e s ,

W
u h a n U r l iv e r s i t y

,

W
u h a n 4 3 0 0 7 2

,

H
u b e i

,

C h in a )

B i o g r
aP h y :

Z H A N G N i n g ( 1 9 7 1
一

)
,

U n i v e r s i t y
,

m aj o r i n g

In t h e e v e n i n g o f Q i n g

m a l e
,

D o e t o r a l e a n d i d a t e ,

S e h o o l o f H u tn
a n i t i e s ,

W u h
a n

t h e r e e e n t C h i n e s e h i s t o r y
.

A b s t r a e t
:

r e g i o n s
.

T h e y

D y n a s t y
,

V a r l O U S f o r e i g n e u r r e n e y l a r g e l y e i r e u l a t e d i n e h i n e s e

h a d a P r o P o r t i o n o f o v e r 3 0 p e r e e n t o f a l l e u r r e n e y s u p p l y i n Q i n g D y n a s t y ’ s

s t a g e
.

T h e i r p e r v a t i o n o f t e n h a d e l o s e e o n t a e t w i t h

a d a p t e d t o r e f o r m o f C h i n e s e e u r r e n e y s y s t e m
, a n d

a g g r e s s i o n ,

b u t u l t im a t e r e a s o n 15 t h a r

f i ,
i a l

t h
e y

W e r e

e u r r e n e y d o m i n i o n i d e a
.

F o r e ig n e u r r e n e y ’ 5 e i r e u l a t i o n h a d

i n i t i a t i v e l y a e e e p t e d b y C h i n e s e s h o r t o f

a n i m p o r t a n t e f f e e t o n e a r l y m o d e r n i z a t io n

o f C h i n e s e e u r r e n e y s y s t e m
.

T o a g r e a t e x t e n t
,

i t b r o u g h t o u t l a t e
Q i n g D y n a s t y

’ 5 e u r r e n e y s y s t e m

r e f o r m
.

K e y w o r d s :

Q i n g D y n a s t y ; f o r e i g n e u r r e n e y ; e i r e u l a t io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