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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千唐代
“

飞钱
”

的性质问题

．李家寿

近阅我国扣从上所转载的补上区中央经
济新闻＞＞ 1993 年 8 月11月辽载的（＜钱币史

活» ＊ 其中说： “ 中国的纸币流通始于唐代，

吁时使用青铜制造的铜钱做为货币。 但由于

这种铜钱的面值小， 即使做小买卖也需要大

甩的铜钱， 给商业贸易（因动带来很大不便。

并且这种钱必须使用马车运输， 途中经常遗

到强盗的抢朸。 鉴于这种弊端， 做为铜伪币

的拧代物， 一 种纸做的叫做 ｀ 飞钱 ＇ 的票证

开始在中国商人中间流通。 在商品交易过程

中， 由j吁玄种飞钱相当于和它等额的铜伪货

币， 1隽悄方便， 不为盗贼所注，它， 因此使用

起来比较安全。 这就是报早的纸币。 ”

韩国（＜钱币史枯＞＞的作占认为肘代的

“飞伐 ” 就足讹界上 “ 肢早的纸币 ” 。 而中

压彴各种货币史的书籍中均称 “ 飞钱” 为唐

代 一 种让兑方式。 ＜＜ 辞海＞＞ “ 飞枚” 条也称

“启宋时咄 一 押汇兑方式。 " (1989 年版，

如 125 页）中国最早的纸币是宋初的 “交子”

（参见笔名在＜＜财经侦兖» 1993 年第 12 如上

拭马的（（中因最早纸币－－ “父子 ” 产生的

如月及共午代l） 一 文。 要升怕这个问题， 首

先以认识内代飞 ＇及的性质。

册＜勹听唐书、 食货志匹I>＞记载： “时曲

贾至京师， 委钱识道进奏院及诏军、i打仗、

货家， 以径装趋四方， 合券及取之， 号飞

伈。 “ 飞伐又称 “ 忙拻 ＇＇ ， 如店代(< !kl i舌

录：S>: “打上浔产千外得饥数百缗＼按： 一

千义为 一 经）惧以川途之对赍也， 祈所知纳

钱丁公歙， 而持牒以归， 世所谓便换者。 ”

«唐会头 泉货＞＞中亦载有： “ 元和六年（公
元811年）......茶商等公私使讼见4飞 ＇＇ 釭许。

从上述记牧中代们可月1 ：店代各泊（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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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 相当千现在的省， 但地域比省为大，

如唐代的江南东道， 辖境相当今江苏南部和

浙江、福建两省）的地方政府在京师长安均设

有办事处， 叫 “进奏院” ， 专门与中央政府

联络， 因此需要很多的钱用。 而各地各道的

商人们在长安出售货物后如果不愿携现钱回

家， 可将钱交给他所居住的道驻京的进奏

院， 由进奏院发行一 张票券， 叫 “ 文牒” 或

“公据 ＇， ， 并一分为两半， 半张交商人， 另

半张由进奏院寄回本道的有关机关。 当商人

返回家乡， 到道的有关机关， 两张半券合起

来核对无讹， 即可领回货款。 至千进奏院在

长安收下商人的钱， 正好供其用来作为该地

方政府向中央缴纳赋税和联络、 进贡、 馈赠

及日常开支之用。 就这样， 商人和进奏院两

方都免除了在运输钱财过程中的运费、 劳累

和风险。 这种汇兑方式相当方便， 就象钱飞

来飞去 一 样， 所以当时人们便称之为飞钱或

使换了。 最初经营这种汇兑业务的有各地方

政府驻长安的进奏院和各军、 各使驻京机关

以及户部、 度支、 盐铁三司等政府机构。 后

来驻京的富商们为了自已经商方便和牟取利

制， 使利用他们在各地的联号或各种交易往

来， 也办理起这种飞钱的汇兑业务。

唐代产生这种飞钱的汇兑方式原因很

多； 一是店代的面品生产与商业有较大的发

展， 促使货币经济也发达起来。 但唐代继承

了魏晋南北朝以来货币流通方面的遗产，

“钱帛兼行” ， 即钱帛本位一直是唐代法定

的货币流通制度。 以绢帛为货币或辅助货币

升非它作为货币有什么优越性， 而是由于钱

币个足， 不衬己而为之。 二是唐德宗建中初

（公元 780 仆－）实行税法改革， 以 “两税认',



代替 “租庸调法” ， 采用以钱定税，扩大了

货币流通的范围， 增加了对货币的需要， 但

流通中的货币并未增加， 于是出现了 “ 钱

荒” 。 三是由于钱荒， 流通中货币不足， 中

央和各地州县均禁钱出境， 结果妨害了正常

的商业和商品流通。 四是唐代商业较为发

达， 当时大宗交易的商品有绫绢、 茶叶、 竹

木、 羊马、 米粟等。 以新兴的茶业为例， 由

千唐代的饮茶之风已普及南北， 人们饮茶已

成习惯， 如＜＜封氏闻见记» “ 饮茶篇” 中说：
“ 自邹、 鲁、 沧、 棣、 至京邑城市， 多开店

铺， 煎茶卖之， 不问道俗， 投钱取饮” 。 而

北方及西北并不产茶， 千是京师商人盂要大

噩现钱去南方贩茶， 而川蜀和东南的茶商来

京师售货后也需要将钱带回去， 但山于各地

因钱荒而禁钱出战， 在这种悄况下飞钱这种

汇兑事业也就在这种需要下应运而生了。

唐代的飞钱汇兑方式， 一般都是平价礼

兑，不收汇费或手续费。曾经 一度每1000钱要

收汇费100文。山千茼人们都抵制不汇， 故后

来仍实行平价汇兑的办法。 在汇兑过程中，

也发生过地方政府托故占留汇款， 刁难商

人， 使商入不敢再汇。 为此， 唐政府曾于咸

通八年（公元867年）十月下令各州府不许

留难，

上面我们已讨论f唐代产生飞钱的原因

和飞钱方式， 那么飞钱究竟是不是纸币呢？

如果不是， 那么它与纸币有什么区别呢？对

第 一个问题，我们从唐代飞钱产生和运行的

方式看， 是 一种异地兑现的欢券， 很役现代

邮局汇钱的方法， 只不过那时尚没有邮局罢

了， 所以我们谈唐代的飞钱坠一种汇兑的方

式， “公牒” 或 “公据 ” 仅是 一种汇票， 合

券取钱， 并不是纸币。 对第二个问题， 纸币

是一种异时兑换的票券， 而且匕在一 定时期

内可以代替货币进行流通， 起货币流通手段

的职能。 而唐代的飞钱， 从现有材料来看，

无论是文字资料还是实物资料， 均不能证朋

它曾经进入过流通， 在向品父换中起过货币

的流通手段的职能。 而宋代的交子与飞钱不

同， 它最初由商人发行， 可兑现， 也可流通

转让。 后由政府发行， 且有现金准备， 三年

兑现 一 次， 换发新交子， 称为 “一界” 。 在

这三年中可替代货币， 起流通手段的职能。

由此可见， 唐代的飞钱仅是 一 种汇兑方式，

中国真正的最早纸币是宋代的交子．

中国最早的纸币一一交子产生之前， 已

经有几次应用了纸币的原则， 如西汉的汉武

帝（公元前140一前33年）时发行的皮币和唐

宪宗（公元806一820年）时的飞钱都有 一 种

纸币的性质， 是纸币的泣觞， 们！［本身还说

不上是直正意义上的纸币。 汉代门皮币， 以

皇家上林苑中的自鹿， 以其皮为币材， 长宽

各 一尺， 上面画有彩绘， 作钱四十万。 币材

与币值相差悬殊， 似近代大额虚假纸币。 该

币流通时间极短， 流通范田更小， 仅用于王

侯、 宗室的朝觐聘享时作礼品。 所以离贞正

意义上的纸币距离尚远。 皮币和飞钱虽然不

是纸币，但础是纸币交千的前辈，总由它们发

展衍化而来的， 所以＜＜宋史。食货志下三»

说： “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

说纸币产生于唐代， 不但有今人， 甚至

还有古人和老外。 他们不但说， 长至还拿出

了实物， 如清代有些钱谐上就目五所谓 “ 大

唐宝钞” 的原件。 西人耿泣铅在（<中国的纸

币＞＞ 一 书中也把大唐宝钞加以衫儿， 以致 一

些现代的中国学者也信以为哀。 4此， 专治

中国货币史的署名专家、 已故的论估威枚投

曾在扎笘什3《中国货币；：：：〉〉中）巨汀1: “这些

钞京的纯屈虚构， 只要五双伽时 [ I 一；甫仇创便

知。 顶上钉 ｀ 伪迼必斩， 省捕省义佷七百五

十两 ＇ 。 唐代并不用银， 而且宋朝都还没钉

用宝钞的名称。 这种虹造事义， 大饷比古奴

阰所为。 ”

行义至此， 关于纸币 J-行起禄十中国｝h

代的说法的讨论， 大概用以行 一段落了．

．见《参考，肖'J.〉〉1!193:j:12片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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