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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因传世文献资料的缺乏, 秦代黄金与钱币的兑换率, 长期以来未有明确的说法;张家山汉墓竹简的发

现,为我们研究秦代黄金与钱币的兑换率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资料。通过传世文献和简牍资料等, 就秦代黄

金与钱币的兑换率等问题进行分析, 可初步推测出秦代黄金与钱币的兑换率基本上是 1: 5000, 即一斤黄金兑换

5000枚标准 /半两0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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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秦代黄金与钱币的兑换率, 因未有明确记载而不详, 史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也较少。本文拟在有关

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资料为研究对象, 就秦代黄金与钱币的兑换率等问题作一初步探

讨和蠡测,殷请海内方家指教。

秦代实行金、钱并行的货币制度, /秦兼天下, 币为二等: 黄金以溢为名, 上币; 铜钱质如周钱, 文曰 -半

两 . ,重如其文0¹ , 即以黄金为上币, /半两0钱为下币, 并且钱币的重量为半两 ( 12铢 )。在秦简中有 /金、钱 0
连称的律文,如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 5秦律十八种#司空 6中有 /官有金钱者自为买脂胶, 毋 (无 )金钱者乃月

为言脂、胶, 期践 0º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释为 /钱财0, 并非实指黄金与钱币; 5法律答问 6中有 /府中公

金钱私貣用之,与盗同法0»
,此处 /金钱0也当释为 /钱财 0, 非实指。云梦龙岗秦简中有一 /盗同法有驾其罪

如守县 t 金钱0¼
残简, 该 /金钱0当与5法律答问 6中的 /金钱 0同义。秦代货币法5金布律6虽然规定了黄金

作为货币之一, /钱十一当一布。其出入钱以当金、布以律。金布 0½ , 即黄金、钱币、布均可作为当时的法定

货币,规定了钱币与布之间的兑换比率是 1: 11(一布可兑换 11枚标准 /半两 0钱币 ) ,但却没有规定黄金与钱

币的兑换率。从以上传世文献和出土秦简资料中, 我们均无法推测和考证秦代黄金与钱币的兑换率。但张

家山汉墓出土的 5算数书6,却为我们推测秦代的金钱兑换率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为了便于推敲问题,在探讨秦代金钱兑换率之前,我们先将秦汉时期的衡制对比一下:其衡制都是 24铢

为一两、16两为一斤、30斤为一钧、4钧为一石; 5史记#平准书6中 /马一匹则百金 0下注: 5集解6瓒曰 /秦以

一溢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0¾
, 5汉书#食货志 6云秦代 /黄金以溢 (镒 )名,为上币0,孟康注曰: /二十两为

溢 (镒 ) 0¿ ,即秦代以一镒 ( 20两 )黄金为 /一金 0,而汉代却以一斤 ( 16两 )黄金为 /一金 0。

(一 ) 5九章算术6卷六中的算术题:

    今有人持金十二斤出关, 关税之, 十分而取一。今关取金二斤, 偿钱五千, 问金一斤值钱几何? 答

曰:六千二百五十。
À

5九章算术6虽成书于汉代,然其中的算术题基本上反映了战国秦代时期的物价
Á
。算术题的雏形当来源于

现实生活,具有很高的参考性。若按该算术题的形成为战国秦代来推测,那么, 秦代时期一斤黄金当可兑换

成 6250枚秦 /半两 0钱, 即秦代的金钱兑换率有可能是 1: 6250。在西汉初期,一斤黄金兑换 6250枚当时的西

汉钱币是很少见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吕后时期的八铢钱也是如此; 因此,这个兑换率当是形成于战国

秦代, 在汉代仍然将其作为算术题应用于数学算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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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张家山汉墓竹简 5算数书6中有一算术题,明确提到了黄金的价格:

    金贾 (价 )两三百一十五钱。今有一朱 (铢 ) ,问得钱几何? 曰:得十三钱八分=钱>一。术曰:直 (置 )

一两朱 (铢 )数以为法, 以钱数为实,实如法得一钱。廿四朱 (铢 )一两,三百八十四朱 (铢 )一斤, 万一千

五百廿朱 (铢 )一钧,四万六千八十朱 (铢 )一石。
Â

从算术题后面的衡制推算, 该题中一斤黄金当可兑换 315 @ 16= 5040枚钱币。张家山汉简 5算数书6中的算

术题所反映的年代,彭浩先生认为其中的大部分算题的形成年代至迟不会晚过秦代, 有的甚至更早
�lv

;邢义田

先生也认同彭先生的观点, 并认为5算数书 6中的算题并非是凭空假设,而是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
�lw
。西汉建

国初期,钱币多为榆荚钱 (约重 3铢 ) ,一斤黄金不可能兑换数量如此之少的钱币; 八铢钱虽铸行于吕后二年,

但该算术题不可能在吕后二年形成后马上作为算术题而广泛流传。因此,该算术题的形成年代应早于吕后

二年,至少当不晚于秦代末期。若以该算术题的内容推算,其所反映的秦代金钱兑换率当是 1: 5040。因张家

山汉墓的年代与秦代相去未远,所以,我们可以由该算术题推测, 秦代的 /一金0 ( 1镒 = 20两 )当可兑换 315

@ 20= 6300枚秦代 /半两0钱,与 5九章算术 6卷六算术题中的一斤黄金值 6250枚钱币比较近似。

由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大胆推测: 因汉代 /以一斤为一金 0,即 /一金 0为重一斤的黄金, 其物价有时也用

/一金0表示,如5东方朔传6载 /酆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 0�lx; 为适应当代 (汉代 )社会的习俗, 在实际

辗转传抄算术题的过程中,有可能将秦代时期算术题中的 /一金 0改为 /一斤 0, 既而变成了 5九章算术 6卷六

上述算术题中的 /十二斤0、/二斤 0、/一斤 0。若此假设成立, 我们可将算术题中 /十二斤0、/二斤 0、/一斤 0

的 /斤0还原成 /金 0,则该算术题即当变为:

    今有人持金十二 /金0出关, 关税之,十分而取一。今关取金二 /金 0,偿钱五千, 问金一 /金0值钱几

何? 答曰:六千二百五十。

若此,根据秦代衡制, /一金 0当为重一镒 (即 20两 )的黄金,可以兑换 6250枚秦代 /半两 0钱; 那么, 一两 ( 24

铢 )黄金当可以兑换 6250 A20= 312. 5枚秦代 /半两 0钱; 若再换算为 /斤制 0,则一斤 ( 16两 )黄金可以兑换

312. 5 @ 16= 5000枚的秦代 /半两 0钱。如果用黄金的价值来计算, 其价值可以兑换为同等价值的铜 (钱币 )

材,若每枚秦代 /半两 0钱为标准秦 /半两 0钱 (重 12铢 ) , 则一斤黄金当可兑换成同等价值的 12 @ 5000=

60000铢的铜 (钱币 )材。

秦代法律允许衡制单位有误差, 如睡虎地秦简中 5效律 6规定: /斤不正, 三朱 (铢 ) =以 >上, 黄金衡羸

(纍 )不正,半朱 (铢 )以上0�ly
, 即规定重量为一斤 ( 384铢 )的物品,其上下的误差不得超过 3铢; 而黄金衡羸,

重量为一斤黄金的误差不得超过半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如果以钱币重量来计算,则一斤黄金所兑换成同

等价值的铜 (钱币 )材重量时,法律所允许的误差当小于 60000 A384 @ 3= 468. 75铢;若每枚秦 /半两0钱币重

12铢,那么重 468. 75铢的铜 (钱币 )材可折合 468. 75 A12= 39. 0625枚秦代标准 /半两0钱。由上述秦代法
律可推知,秦代一斤黄金当可兑换 5000 ? 39枚秦 /半两0钱 (重 12铢 ) ,那么一斤黄金当是可以兑换 5039枚

钱币, 与张家山汉简5算数书6中所得出的一斤黄金兑换 5040枚钱币仅差 1枚钱币! 这难道是巧合吗? 如果

不是,那么, 我们根据 5九章算术 6和张家山汉简 5算数书6中的两个算术题对比分析和推测, 1: 5000的兑换率

当是秦代的 /法定 0兑换率 ) ) ) 即一斤黄金可以兑换 5000枚秦代标准 /半两 0钱币 (重 12铢 )作为市场交易

的参考兑换率。

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金钱兑换率当是围绕 1: 5000上下浮动的, 有时甚至还会发生很大的变动。从出

土的秦代钱币实物来看,秦 /半两 0钱实际重量多在 2. 5- 3. 35克,约合秦代衡制 5- 6铢
�lz

,距标准秦 /半两 0

钱 ( 12铢 )的重量相差一半。若用这种重量轻一半的秦 /半两 0钱兑换黄金, 5000枚秦 /半两 0钱是不可能兑

换到一斤黄金的,很可能需用 10000多枚钱币才能兑换到一斤黄金。由5秦律十八种#金布律 6中 /钱善与不
善,杂实之, ,百姓市用钱, 美恶杂之, 勿敢异 0�l{可推知, 当时法律允许劣币 (恶钱 )良币 (美钱 )同为 /行

钱 0,即允许轻重不一的钱币同标准 /半两 0钱币一样作为法定货币在市场上流通。若再考虑西汉前期所铸造

的各种汉 /半两0钱轻重不一,一斤黄金当兑换 10000多枚汉 /半两 0钱才是比较现实的;至汉武帝时期铸行

五铢钱后,一斤黄金兑换 10000枚五铢钱就很可能成为社会约定习俗,汉代金钱兑换率 1: 10000很可能就是

来源于此。西汉初期的法律多继承了秦代法律,故张家山汉简 5二年律令 #金布律 6中对黄金与钱币兑换的
规定也就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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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罚、赎、责 (债 ) ,当入金, 欲以平贾 (价 )入钱, 及当受购、偿而毋金, 及当出金钱县官而欲以除其

罚、赎、责 (债 ) ,及为人除者,皆许之。各以其二千石官治所县十月金平贾 (价 )予钱,为除。
�l|

即以每年十月的二千石官 (即郡或国 )治所的平均价来计算黄金与铜钱币的兑换率, 并没有规定确切而详细

的兑换率,反映了实际金钱兑换率是各郡国根据钱币质量与实际情况而上下浮动的。

假如我们的上述推测是正确的, 那么,根据这一金钱兑换率,在秦代物价中的反映又是如何呢? 下面, 我

们以秦简中记载的物价为参考,就秦代金钱兑换率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推测。睡虎地秦墓竹简等多用钱币表

示物价,如5秦律十八种#司空律6规定 /公食当责者, 石卅钱 0�l} ,即 1石粟值 30枚秦 /半两0钱。 5商君书 #

去强篇 6云 /金一两生于竟内,粟十二石死于竟外。粟十二石生于竟内,金一两死于竟外0�l~
,即秦国用 12石

粟的高价去换取国外的一两黄金。5商君书6的成书年代大约在战国时期,若以战国时期的物价来衡量, 一两

黄金在当时秦国内的市场上,实际上是买不到 12石粟的,即一两黄金所能买到的粟是低于 12石的。如果以

秦律规定的每石粟值 30枚秦 /半两0钱计算,那么一斤黄金当等同于价值 30 @ 12 @ 16= 5760枚 /半两0钱的

粟,即一斤黄金可兑换 5760枚 /半两0钱; 与上述一斤黄金兑换 5000枚秦代标准 /半两 0钱存在着很大的差

距,也表明了在实际交易中并非是以 1: 5000的兑换率来交易的。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距,我们还当考虑上

述计算方式的条件:一是一两黄金买不到 12石粟, 二是每石粟值 30枚秦 /半两 0钱,此 /半两0钱是否是标准

秦 /半两 0钱? 从睡虎地5秦律十八种 #金布律 6中 /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 0�mu来看, 睡虎地秦简中的

/石卅钱 0中的 /钱 0,其重量很可能是低于半两 ( 12铢 )的,当是非标准秦 /半两0钱。那么,通过5商君书 #去

强篇6得出的一斤黄金兑换 5760枚秦 /半两 0钱币 (非标准钱币 )当是根据钱币的质量和重量来衡量的, 应合

于常理。

根据以上我们的推测,秦代的金钱兑换率当是 1: 5000, 即将一斤黄金兑换 5000枚秦代标准 /半两0钱作

为 /法定 0兑换率供人们参考;但在进行实际交易时,人们当是根据钱币的质量和重量来进行兑换或交易的。

当然, 关于秦代金钱兑换率的推测是否正确, 还需要大量的资料来考证, 尤其需要更多的出土简牍资料来验

证其真实性。容日后有更多的简牍资料时,我们再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

[注释 ]

¹ ¿ �lx班固: 5汉书6,北京: 中华书局, 1962年版,第 1152页, 第 1152页,第 2849页。

º » ½ �ly�l{ �l} �mu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5睡虎地秦墓竹简6,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年版, 第 50页, 第 101页, 第 36

页, 第 70页,第 35页,第 53页, 第 35页。

¼刘信芳、梁柱: 5云梦龙岗秦简6,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7年,第 21页。

¾司马迁: 5史记6,北京: 中华书局, 1959年版,第 1418页。

À 5九章算术6,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版 ,第 57页。

Á [日本 ]堀毅: 5秦汉法制史论考6,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88年版,第 296页。

Â �l|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5张家山汉墓竹简6 (二四七号墓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255页, 第 190页。

�lv彭浩: 5中国最早的数学著作3算数书46, 5文物6, 2000年第 9期。

�lw邢义田: 5张家山3二年律令4行钱行金补证6, 简帛网 http: / /www. bsm. org. cn / showa rtic le. php? c lass= 2& page= 3( 2005

- 11- 14).

�lz丘光明: 5中国古代度量衡6,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

�l~商鞅: 5商君书6,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版,第 9页。

[责任编辑: 翁惠明 ]

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