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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和 生

评马端临的货币 思 和L，心

《中国经祈思想史徇编〉〉l:.有这么 一 句话， “在
中国历史l鱼， 能分析各封建工朝的财政货币收入而
考虑到货币购买力变动因素的思想家马端临还是第
一人” 。 马端临， 约公元1254一 1322年， 著有《文
献迪考》。他发现南宋沼兴时代一个州的盐利收入
常较店代全国的盐利收入还多， 说这一是因为 “盐
值比店代则愈贵 ” ，二是同为 “ 缗钱比唐代则愈
轻 ＂ 。说马端临是分析收入时考虑货币变动因素的
第一人， 系指他对上述原因分析的第二点而言。

本文想说明两点： 一是元代货币制度极复杂、
极混乱。 马端临的 “盐质比唐代则愈贵” 、 “缗钱
比唐代则愈轻” 的思想与当时复杂而混乱的货币制
度好有一比， 前者确是收获，后者是一片肥沃的土
地， 若仔细耕耘， 或许收获可更多，二是《管子〉）
中的轻重思想比之 “ 缗钱比唐代则愈轻” 的思想，
不仅更精采， 而且更属千 “ 源头发端 ＇＇ ，尽管《管
子〉）非一人一时之作。

马端临诞生前约五十年， 白银是当时社会的一

般通货，据（（元代社会经济史稿〉�, 1197年， “承
安宝货 ” 的铸造，是白银正式成为法货的开端。虽
则当时金也是通货，但不以金为主，黄金市场作为
富朵之家的贮藏手段， 有时用于国家的对外贸易，
另外就是帝王闪裳赐。中统元年，印制元宝钞。据
«元经济史稿〉〉， 有元 ”一代” , “印行中统钞以
银为本”， 说明元初钞币尚有银作保证。印制中统
元宝钞， 是1260年的事，1197年， 白银正式成为法
货。 马端临生于1254年。说明马端临生活的时代，
是纸币流通的时代。

不仅如此。元的纸币流通， 是当时世上的一大
新鲜事。沾名的探险家马可 ， 波罗到中国时惊叹
“臣民位置虽高， 不敢拒绝使用， （指纸币）盖托

用者罪至死也......各人皆乐用此币。盖大汗国（指
元国境之内）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费
用，以购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
别 ” ， 乃可·波罗乃见多识广之人， 他尚且作如此
说， µJ见元的纸币流通， 是当时世上一新鲜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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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马可·波罗不知，在南宋时，即有关子、会子，
北宋有交子、钱引，再往前，唐有飞钱，只是飞钱
有汇票的性质。从钱到南北宋的 “诸子＂、钱引， 再
到钞币，有一个从局部到全局的发展过程。因此，
马端临不仅是生活在纸币流通的时代， 而且是生活
在纸币在中国刚刚开始全面流通的时代。

还不仅千此。元太祖时，各被征服地区自行发
行纸币， 不得出境。南宋也有自己的货币。忽必烈
定国， 将制钞权专属千朝廷。 元代前后共发五种纸
币：中统元宝宝钞，中统统钞， 至元钞， 至大银
钞， 至正交钞。至正交钞发行千至正十年前后，即
1350年前后。 均端临活到1322年。在马端临一生
中， 有四种纸币钞流行。这四种纸钞只是由掌握制
钞权的朝廷发行，还不包括占山为王、自立国号的
各路豪杰发的纸币， 也不包括一些地方自行发行的
纸币。统统算起来， 不仅纸币种类多， 且同时并存
的也不少， 四种 “ 中央纸币 ” 就有同时流通的现
象， 如至大钞和至元钞就曾 ”相权而行 ” 。另外，还
于纸币流通时，恢复铜钱的使用。这可说是十分
复杂的币制。武宗死前， 甚至三种 “ 中央纸币 ”

“相权而行“ ，发行两年即罢废的也有。 如此复
杂的局面， 当然与 一开始以白银作钞本的情祝不
同。因此， 马端临不仅是生活在纸币流通的时代，
也不仅是生活在纸币在中国刚刚开始全面流通的时
代，而且是生活在一个币制十分复杂、多种钞币并
存的时代。

仍未至于此。 一开始的悄况， 也就是印 “ 中统
元宝” 时，据（（新元史·食货志））云， ＂......日夜
战兢，如棒破爸，唯恐失坠 ＇＇ ， 遗憾的是这个 “ 破
爸 ” 捧了二十年左右便不耐烦， 也可能还不象（（元
经济史稿））上说的 “ 币值稳定只限 “ 元 ” 初二十
年“ ， 大约只有十多年的光蚁。本人这么说的根据
是至元十三年(1276年）忽必烈便动用准备金。这
便是《继通考））上所说的 1 “银悉敛面归之上，而
陡藉钞为流转之资，此网利愚民之隐痐，钞所以日虚
日轻，今法所以屡变而不胜其弊也。”据（＜元史·刘



宝传》 “…… 用权旧钞，只是改换名目， 无金银作

本称提...… ” 这个 “ 作本称提” 的问题当是币值相

对稳定的关键。至元二十四年的至元通行宝钞恐怕

就属千 “用权旧钞， 只是改换名目 ” 的性质。发行

至元钞时， 中统钞尚通行， 币值只是原价值的五分

之一， 可见物价至少上涨五倍。这时 “用权旧钞，

改换名目 ” 是改变 “ 旧钞 “ 信誉的自然结果。难怪

著名书法家赵孟兆页 “说二十几年间（当指至元年

间）钞值相差几十倍。（（（元史〉〉卷一 七二（（赵孟

兆页传》玉浑的话更添佐证， “一切度支， 虽万千

锭， 一 于新印料钞内支发， 可谓有出而无入也。

其无本钞数， 民间既多而易得， 物因踊贵而难买。”

这种 “通货膨胀“ 严重阶段， 甚至纸张也 ”麻恶易

败， 难以创换” , ＇｀钞贱物贵， 无所于授 ” 。 由

此， 可以说， 马端临的时代， 不仅是纸币流通的时

代， “通货膨胀” 的时代。

生活在这种特殊时代的马端临对宋唐盐利的州

入和国家岁入其衡量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就属千

很自然的事了。我这里不提 “盐值比唐代则愈贵”

这一点， 因这牵涉到制盐生产力问题， 只谈 “缗钱

比唐代则愈轻” 和他的 “ 发现“ 。

唐代， 究竞唐的那一段时间呢？没有说。 查

旧·新唐史， 随拾一例： 唐大历末（约公元七百年

末）， 经刘晏调理， 全国盐利收入
“
六百余万缗

＂ 。

宋时， 仅东南盐一处（另有其他产盐处）就是 “ 四

百万缗 ＇， 。问题在于这个 “ 缗” 字。另外， 肃宗乾

元在前， 代宗大历在后，天宝、至德年间（均在乾

元前）， 盐价每斗十钱（先不管什么钱）， 乾元前

后， 盐值暴涨， 增加十倍。故乾元的岁盐入比天宝

的岁盐入即使多十倍， 也不见得盐的量也多十倍。

因此大历年的 “六百余万缗 ” 已有价格波动的可能

因素。
“六百余万缗” 和 “四百余万缗 ＇， ， 此缗彼缗

如何折算， 我不清楚，如经折算 ， 孰多孰少也说明

不了什么问题。我从另 一角度来考虑马端临提出的

问题。

史称， 与大历年接近的宪宗元和年间， 曾有敕

令曰， “以钱重债轻｀出内库钱五十万贯（宋时一

缗一千贯， 唐时我不清楚）， 令两市收市布帛， 每

端匹估加十之一” 。说明元和年间，钱很值钱。 又

有史证，严禁私自过量存钱 （食货志）。

但宋绍兴时的情况不同。绍兴三十年 “ 户部侍

郎钱端礼被旨造会子” ， 可推测绍兴年间（三十年

前）关子通行。据王富鸣《食货志〉〉云， 关子初有

汇票性质， 后因政府强行配发， 不能兑现，价值日

跌。绍兴六年 ， 有臣僚言 1 “…...有司寝失本意，

改为交子，官无本钱， 民何以信？ ” 说明绍兴年

间，至少三十年前， 钱轻。会子问世后， 规定 “三

年立为一界”, “随界造新换旧” 。我理解 ＇｀
随界

造新换旧 ” 就是隔三年平准 一次，来一次准备金的

大检查。可是皇帝的事难说， 曾有逾 ＇｀界” 两届不

动的情况，即九年不造新换旧，换言之， 九年里未

检查会子与准备金的 “ 匹配“ 情况， 这不能不影响

会子的轻重问题。还有准备金显然也有些 “ 捉襟见

肘 ＂ ， 因史云， 平准时甚至拿出牒度 、 官职证书等

来凑数， 虽说明当朝有准备金意识， 但也说明会子

数屈有滥印的可能。

在上述情况下， 以轻币衡址绍兴时的一 州的盐

利和以重币衡遣唐全国的盐利，即使被衡撬物同衡

同呈， 出现州入比之国入 “多 ” 几十倍完全可能。

这里当然抽象掉制盐生产力提高因素。因此， 不用

说 “一 个州的盐利收入“ 较之 “ 唐代全国的盐利收

入多若干倍云， 就是以中统钞（不管以银为本还

是以丝为本）来权衡从庚申至甲子五年前后的收

入， 也是甲子的收入要比庚申的 “多 “ 五倍以上。

只是七百年前的古人能意识到币值的相对变化对权

衡的影响， 是够伟大的。这里有两点可作推测，且p

要么是名义上如中统钞以丝为本或以金银为本， 但

暗中利用制钞权滥印滥发， 至元二十四年中统钞的

贬值便是例子， 要么元中央早在至元十三年便不再
“战战兢兢” 而是 “ 破爸破摔＇， ， 忽必烈动用准备

金以及后来命各路余银悉运京师等， 均是导致无金

银作本称提的事情， 也就是早就不在乎什么 “本 ”

不 “本” 的问题。 马端临若深挖此类社会经济现

象， 发现的恐怕远不止” 缗钱值愈低 ”
、 “盐值愈

高 ” 这一点。也可能他会发现李嘉困不曾发现的问

题或李嘉图以后才发现的问题。这里，一则不可苛求

千古人， 二则也为马先生扼腕叹息。

关于马端临是考察国入时将货币购买力变动因
素加以考虑的第一人的说法， 我想也许和他是第一

个将货币购买力变动因素（朦朦胧胧的相对价值变
动理论）应用千实践的第 一人这一 说法等价，但和
他是揭示币值或 “价值” 相对运动的 “源头发端 ＇，
人不等价。 记得（（管子〉〉中曾有关于 “ 轻重 ” 的说
法。（（管子〉〉非一人一时之作， 巳被专门家定论，
但管仲辅佐齐王， 是纪元前事， 尽管«管子〉〉非一
时之作， 但总归在公元1254年前。 其中关于 “轻、

重 ” 的论述是与货币购买力变动的思想一脉相通
的。（（管子〉〉（（国蓄〉〉中云， “凡轻重之大利， 以
重时轻， 门贱泄贵， 万物之满虚随（下转第31页）

- 55-



2. 选择浦东、 浦西若干实力较强的企业作为核心层 ， 在此基础上 ， 组建上海堕料制
品集团公司。 企业集团是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 一 种
新的经济组织。 其组织形式灵活多样， 有较广泛的适用性。 鉴于塑料加工的生产技术特点
和原有的基础与条件， 要组建一个以某种产品为龙头的跨部门、跨地区的大型企业集团 ， 至
少在目前并不具有现实性。 但是先在本地区和本系统内组建一个包括核心层、紧密层、半紧
密层等联合水平不同的覆盖本系统大部分企业的集团公司， 还是有必要的， 并且可行的。 在
企业集团中 ， 核心层是集团的灵魂， 是企业集团生命力与凝聚力之所在。 因此， 应当注意在
自愿的基础上选择在行业内有较大经济实力的若干大型企业作为核心层成员。 核心层成员企
业， 开始时数量不宜过多 ， 主要看其经济实力。 为实现幻东西联动”

， 参加核心层的企业不
仅要有浦西的，还应有浦东的。

3. 积极进行股份制企业试点 ， 筹建上海塑料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推行股份制， 是我国
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向， 也是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最重要的条件和形式。 推行股份制的目的， 是
试图找到一 种适合中国特色的企业组织制度， 这种企业组织制度既符合公有制的要求 ， 也适
应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要求。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股份制， 很可能是未来
中国企业制度的典型模式。 在上海塑料加工行业筹建一家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行业内 一 家大
型企业， 从而成为行业的骨千和中坚， 是很有必要的。 这既是企业改革、行业改组进一 步发
展的必然趋势 ， 也是上海扩大股份制企业改革试点范围的客观要求。 至千具体的操作， 可以
有两种思路 一 是在上海塑料制品（集团）公司的基础上， 不失时机地将其改造为股份制企
业，二是另辟蹊径 ， 选择或串联若干大型企业， 按有关规定， 作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
进而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当然股份制企业形式， 除股份有限公司外，还有有限责任公司，为使
试点的形式多样化 ， 在上海塑料加工行业， 组建若千家有限责任公司 ， 也不是不可考虑的。

4. 大力发展股份合作制企业， 为全面推进上海塑料加工行业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寻找新
路。 如前所述 ， 塑料加工行业中小型企业多， 集体所有制企业多， 如何把它们组织起来， 加
入到现代化大生产体系中去， 看来发展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很有前途的一条新路。 所谓股份合
作制企业， 是集股份制与合作制的特征与性质于一身的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 集体企业
改制股份制， 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明确产权关系， 进而恢复集体企业财产共有、按份共有的产
权特征 ， 建立合股经营、 民主管理的运行机制。 并且， 在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基础上， 还可以
发展层次更高， 范围更广的经济体系， 以及组建更高级的股份制企业。

（上接第55页）时，准平而不变 ， 衡绝则重现飞真乃

精采之句，虽不绝后，实属空前。 又说 “凡五谷者，

万物之主也， 谷贵则万物必贱， 谷贱则万物必贵，

两者为敌， 则不俱平。“谷虽非币，但在此处将谷抽

象为 一般等价物， 又有何不可。不管（（管子〉〉作者

意识到此与否，后人作此联想，已是极自然的事。唐

和南宋对各自的盐利以不同的衡物作衡， 以不同的

货币称提， 多几十倍或少几十倍实属 “ 昆明池水并

不深＂ 的事。前文巳述，即便以同一衡物， 如中统钞

作衡， 中统元年的中统钞和至元年中的中统钞称提

出的同 一 州或同 一 国的岁入也是不同的，后者至少

比前者多出五倍。 以库兹涅兹和克莱因的眼光看，

这当然属千不值一顾的 “ 昆明池水” ，但以近古时

代的马端临先生看， 这实在是 “胜于富春江” 了。

在学术上， 马端临当是库兹涅兹和克莱因大师的大

师。但云中有云， 天外有天，在«国蓄〉〉中， 我们

可见 “相对价值” 运动的轻重观， 在《乘马〉〉中，

我们甚至可看到现代统计的雏型， 而这些均发生千

纪元前， 不禁令人晞嘘感叹。请看｀ “地之不可食，

山之无木者，百而当一。...... "实在地， 这和指数

法统计曲异而功同。

综上所述， 马端临若至今仍在， 当会笑而相

让 “第一人” 之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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