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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后期的伪银流通与国家应对
*

t  黄阿明

  内容提要  明代中后期的伪银流通, 是货币白银化过程中生发出来的一种正常的货币经

济现象,国家却应对失效。伪银流通,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阻碍了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良

性发展,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货币白银化的功能。

关键词  明代中后期  伪银流通  国家应对  失效
作者黄阿明,历史学博士,苏州科技大学历史系讲师。 (苏州  215009)

  明代货币白银化是近年中外史家关注的热点

论题, 西学东来, 国内史界积极回应。在某种意义

上,中外史家主要注目于货币白银化之积极贡献,

忽视其负面存在, 如货币白银化于赋税征收之负

面影响、伪银泛滥等。鉴于史界对明代中后期的

伪银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够
¹
, 本文拟就此作一专

门讨论,希望有助于全面认识明代货币白银化的

历史意义。

一、伪银的界定、名目和来源

货币的真伪问题,与货币的品质、成色等都是

金属货币时代人们必然要考虑的。这些直接影响

到货币的价格尺度、物价变动与市场秩序,古典经

济学家约翰 #罗说: /白银与白银的价值也是不

同的, 因为白银的成色有高有低0º
。货币造假是

经济社会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 尤其是在铸币体

系下, 货币的成色、轻量和品质控制、检验在操作

上都存在实际的困难, 货币发行者与使用者皆有

可能造假。英国学者乔恩说,所谓货币造假, 即制

造具有貌似 /真实 0的铭记, 但是其重量或 (更普

遍的是 )纯度都大为降低的假币。一般说来, 这

种硬币由价值不高的金属制成表面镀上一层

银。
»
乔氏这里主要是就西欧中世纪流行的银币

而言的。本质上, 西欧中世纪的银币与明代中国

的银两存在相通之处, 因此本文借用乔氏的这一

界定。若具体到明代中国的银两造假, 则情况要

复杂得多。

中国古代的白银伪造可追溯到五代末
¼
, 金

元时期亦间有之;然则像明代中后期的伪银空前

流行,在中国货币经济史上却属罕见。这也是明

代货币白银化产生的诸多面相中的一种。明代的

货币白银化发端于正统天顺时期, 著于成弘之际,

成于万历, 然而伪银流通也随之蔓延开来, 正如

5续文献通考6作者所云: /自银旣盛行,与钱互相

流转,假银与低银足为市易之害。0
½

何谓伪银,明代文献没有明确界定,但根据记

载可划定何类白银属于伪银。明初曹昭撰有 5格

古要论6一书, 后来舒敏、王佐对其加以增补。此

书对明代流通的白银成色、伪银有所描述、分类。

依据品质成色,曹昭对明代前期的上等白银作出

排序, /金花银第一, 细花松纹第二 (九七八 ) , 粗

丝松纹第三, 两头丝曰粗丝第四 (俱八五 ) , 细丝

松纹脸白光第五 (九七 ) 0。又云: /银出闽浙、两

广、云南、贵州、交阯等处山中,足色成锭者面有金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0的阶段性成果,项目代号: 09CZS006。

91



黄阿明:明代中后期的伪银流通与国家应对

花,次者绿花,又次者黑花, 故谓之花银、蜂窝, 中

有倒滴而光泽, 火烧色不改者;又次之松纹、假金

花,以密陀僧为之;若面有黑斑而不光泽者必有黑

铅在内,有八成色, 谓之狗蚤班; 九成色者, 火烧

后,死白,边灰色, 谓之吹松纹; 雪白者有九六成

色。0¾曹昭说明了明代中国银产地的分布、各色

上等白银的成色、名目情况,但是曹氏主要就八成

以上的白银而论, 八成以下的白银情况则付诸阙

如。这是因为伪银问题是明中期以后才出现的社

会问题。后来舒敏、王佐增补的部分填补了曹氏

内容的不足。

  金花银是足色,直砍到底,两头有丝者曰

粗丝,亦好。有八五成色, 脸欠白,一头有丝,

明白而无锅者;又次之有八成色,四五条线丝

者。但七八成者, 砍得二三分即断。又有印

丝者,只五六成色, 最低擦得甘草黄,但泻锭

子只要有丝、面平而无锅者好。好者出炉白,

次者灰色,又次者出炉便黑, 和铅多者, 一砍

即碎,俗曰湿。有五六成色, 擦则不红, 和铜

多者,砍则难断,一烧即红;至低者烧红打得

粉碎。古谚云: 烧得黑尤使得, 烧得好是块

铜。伪银有鼎银,一烧则烟起,去了水银却有

六分好银。其余假银宜于细辨验,好银性软,

插铜则硬,擦之则红。凡假银只用磨擦、一烧

即见。又有做得好者,烧四出火。
¿

增补部分,精确描述了八成以下白银的区分、

辨别, 据此可知五六成色银子尚可归入低银, 五六

成色以下则就是属于伪银范畴。

明代文献对流通白银的品质成色、名目种类、

伪银铸造记述最翔实的,当是万历年间张应俞的

5江湖奇闻  杜骗新书 6, 自足色元宝、诸色丝银

而下以至各种低银、伪银倾造一一详述。张氏本

意在于教人辨认白银真假,以免普通商贾百姓上

当受骗,造成损失。今人才可通过张氏记载洞悉

明代中后期社会的白银行用与流通实相。张应俞

认为七成以下的银子属于伪银, 不可使用, 他说:

/凡四民交易,止可用七程以至细丝, 更低者不可

用也。0À
这一界定与5格古要论6作者的认识虽有

小异, 但基本认识范围相同。综合以上,可以认为

六成色以下的白银属于伪银性质, 是不可用于流

通的。根据张氏记载, 还可以知道倾造的伪银中

搀有大量的铅、铁、锡一类贱金属。这与宋应星所

说的唯有本色铜才可入银,倭铅、矾等气与银不相

合
Á
的说法有所出入。

明代中后期的伪银种类繁多, 名目各异。比

如,大同地区有瀼灰、挤插、瓜发、添过、街红、长道

鬼等名目,与茴香花银混同流通, 愚弄良善
Â
。江

南地区有撺铜、吊铁、灌铅、淡底、三 t 炼、熟诸色,

又有纸盖、鼎银、吊铜、傥边、渗铜、灌铅、闹银、参

梅、摇丝、神仙之类
�lv
。张应俞论列的伪银名目,

有鼎银、赤脚汞银、吊铜、铁碎鏪、钞仔铜、漂白鏪、

江山白、华光桥、倒插铅, 还有各类饼银如焦心饼、

倒茅饼、铁线饼、神仙饼, 糁铜饼等, 以致张氏慨

叹: /其余奇巧假银数十样, 非言语笔舌所能形

容! 0�lw

明代中后期社会中流通的伪银来源, 主要有

以下几种情况。

专门从事伪银制造者。大约正统时期, 明代

京师地区就出现了不少伪银制造专业户, 专门从

事伪银制造,贩卖出售, 进入货币流通领域
�lx
。这

种擅长伪银制造者俗称 /神仙 0�ly。
银匠倾造伪银。明代的伪银, 尤其是赋税中

出现的伪银不少是出自银匠之手。弘治年间, 苏

州城西银匠陈生倾煎假银诱惑商贾之子, 造成一

门三口人亡家破
�lz
。明清小说对银匠制造伪银多

有反映,如 5幻影 6描绘苏州银匠给徽商打造金银

首饰时造伪,小说写道, /银匠看了, 又是异乡人,

便弄手脚,空心簪子足足灌了一钱密陀僧 0�l{。密

陀僧,灌铅灰块的俗称。在江南地区银匠倾造伪

银是一种普遍现象,民歌云:

  倾银的分明是活强盗。他恨不得一火筒

夺去了你的银色, 你如何不识机落他圈套。

他把炭火儿簇一会, 瓦盖儿揭几遭。撒上一

把硝儿也,贼把银子儿偷去了。
�l|

这则民谣生动揭露了江南地区银匠暗窃白银

和制造伪银的伎俩。对此银匠伪造白银, 时人感

慨: /近世人情滋伪, 银匠巧作色银, 或九成或八

成,甚而七成。巧者互相抵算, 愚者因而受欺, 纹

银之罕睹也久矣。此不可不严为禁也! 0�l}

精通黄白术之人炼制伪银,骗人财物,手段多

样。沈周在笔记中指出这种利用黄白之术骗人钱

财的伎俩, 当世愚人受此骗术至老不悟。他说:

/予尝闻人多为炉火所惑甚于酒色, 为丹客者初

见人则大言以愚之, 遂谈神仙秘术点铅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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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婪愚鲁之徒, 无不为其所惑。大则倾家废

产,虽死不悟。0又说: /贪愚之人被其玩弄, 迨老

不悟。0�l~
嘉靖中,黄盛曾论及吴中社会风气时说,

吴下好谈神仙之术, /然声色消汩之,卒皆无成0,

其中最下者, /造黄白伪金, 谓之茅银 0, 欺惑民
众

�mu
。

随着明代手工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各色手工

业者也会伪造金属手工品, 银器是其中一类。明

代笔记这方面的记载颇多。周晖深感南都数十年

间风俗陵夷, 痛心地说: /最不可伪者, 金也。二

十年来,金丝有银心者,金箔有银里者。工人日巧

一日, 物价日贱一日, 人情日薄一日, 可慨也

夫。0�mv嘉善锡工黄元吉擅于制造茶具, 所造茶具

颜色, /与银无辨0�mw
。黄元吉这样的技艺完全具

备制造伪银的本领, 制造与否又是另一回事。但

并非所有的手工制造者皆如黄氏, 有的正是利用

自己的精湛技艺制造伪银。如成化年间苏州上塘

煅工陈常, 善于铸泻, /每得人白银, 必入铅铜之

类,造伪而还之0,前后侵财不赀。当地人识其所
制,称之曰 /陈常银0, 人人恶之, 唯恐误得

�mx
。

由上可见,明代中后期社会流通的伪银来源

多途, 涉及层面广泛。

二、明代中后期的伪银流通与危害

明代中后期,社会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商品种

类、流量较之前期大为增加,商品与货币流通的速

度亦随之加快。在社会经济的发达情况下, 商业

领域的各样造假现象层出不穷, 社会中的欺诈行

为激增,在全国范围内, 政治、经济中心的两京地

区为甚,其次莫过于江南地区的苏州
�my
, 导致明代

中后期的社会情状异彩纷陈。

在明代中后期的社会主体发生蜕变的环境

下,大量的伪银进入流通领域。明代的伪银制造

奇巧精致,与真银无异。明人姜南说: /今世之造

假银者,或以铁, 或以铜, 或以铅、锡为质,外裹以

银皮, 不复辨其真伪也。0�mz普通商贾民人往往难
以辨识伪银,从而蒙骗受损,这在明代各类文献中

多有记载。例如, 张应俞 5江湖奇闻  杜骗新书 6

就记载多起商贾蒙受地方棍痞假银之祸害者,如

布商孙滔被棍徒以假鏪银掉包换走本资、钱天广

在山东冒州被棍徒用漂白鏪银买去所鬻之布
�m{
等

等。买卖过程中,买主与卖主在交易中都会掺杂

伪银假银支付。由于商业领域内大量的伪银参与

市场流通,明清以来甚至出现了专门从事辨别白

银成色与真假的技术人员
�m|
。

典当业规模的扩大, 钱铺兑换业的兴起,是明

代社会经济和商品货币经济发达的突出表现之

一。明代中后期典当行、专业钱铺的兴盛是与非

法经营、违背职业道德一起发展的,以伪银放当是

其重要手段之一。万历时,松江李绍文曾对明代

典当行业职业道德、经营手段的转变有一整体的

概括性描述。他说: /昔年典当中当出者, 分文皆

纹银。今亦有不足色者, 且用层色搭头矣。细丝

之外,巧立名色, 有吃敲、青丝、水丝、水工、茶花、

橘汁、披白、飞白、紫盖、火盖、串盖、紫搭、三针、钓

铜、钓铁、掺砂、掺铜、竹叶煎饼、吹灰煎饼,虽不足

色,勉强可用。近日有以药煮铜, 名曰兑头, 俨然

细丝,而下炉即化为乌有。0�m}
针对明代社会上典

当铺行使用这种低假伪银放当与人的做法, 乌程

姚舜牧痛斥此等行为是甚无人心
�m~
。典当行、钱

铺以伪银放当,是明代中后期社会的一种普遍现

象,小说中有不少这样的情节。

明代中后期, 从事商业贸易中介的牙行牙人

也往往以低劣伪银假银诈骗买卖双方, 致人遭损。

如嘉定地区,每岁绵花入市, 牙行多聚, 无赖打行

以为羽翼,其狡猾者多用赝银, /溷杂贸易, 欺侮

愚讷 0�nu ;崇德县丝竹牙侩多以伪银愚弄乡民
�nv
; 山

西平阳府的牙行商人, /倾造低假, 鼓弄乡愚。一

入其手,竟归乌有,贩夫小民, 含泪去耳 0�nw。明代
中后期牙行牙人使用低劣假银、伪银, 恶名声昭

著,劣迹斑斑, 这一点甚至连外国商人都一清二

楚,因此他们在与牙行牙人进行交易时格外警惕

小心。刊于 16世纪初的朝鲜教科书 5老乞大谚

解6, 记载朝鲜商人王某与中国牙行商人之间交

易过程中,数次提醒对方不要给自己低假伪银的

场面。
�nx
从中可窥明代中后期牙行牙人在商业交

易中介过程中伪银使用之普遍。

甚至在灾伤之年,国家用于赈济的专项款银

中都会出现伪银。因此赈灾时, 负责发放银两的

赈济官员都要事先告示于民, 赈银中一旦发现伪

银听民赴官陈诉,究问主持官员侵渔之罪
�ny
。

伪银充斥市场,直接的受害者还是中下层的

普通小民百姓。普通百姓家辛劳收获, 贸之于市,

易得伪银,遂无生理。陈良谟记载,湖州一民家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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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粮银数两,其夫被收押在监,家无余财,妻子将

家中仅有一猪出售换银偿官救夫, 孰料鬻猪易得

之银为假银, 情急抱子赴水
�nz
。此事亦被铺演成

小说故事
�n{
。山西一村翁市布换到伪银, 欲寻短

见,为人所救得免
�n|
。目睹当世伪银泛滥, 为祸匪

浅,姚舜牧有一段鞭挞低假伪银流行的话: /纹银

使用, 此是正理, 是王法。乃今之世习为低假成色

曰逼火、曰铅丝、曰吊铜、曰摆锡者, 种种名色, 无

不为之。邪村人货卖一物,皆用是成色与之, 其完

官赎当, 又须倾过而后可。小民其何以堪之。

, ,低假之银, 害民不小。0�n}
明代中后期社会伪

银泛滥成灾,人情浇漓, 小民百姓对此深恶痛绝,

范濂议论说: /行使假银, 民间大害, 而莫如近年

为甚。盖昔之假银可辨,今则不可辨矣;昔之行使

者尚少,今则在在有之矣; 昔犹潜踪灭迹,今则肆

然无忌矣。甚至投靠势豪, 广开兑店, 地方不敢

举,官府不能禁, 此万姓之所切齿也。0
�n~

明代中后期社会上伪银泛滥,国家赋税征银

致使国家成为重要的受害对象。顾炎武说: /今
日上下皆用银, 而民间巧诈滋甚,非直绐市人,且

或用以欺官长。0�ou
国家赋课收到伪银, 早在景泰

年间便已出现。景泰初, 在赏赐给也先使者的赏

银中竟掺入了三两伪银,以致也先遣人来廷质问,

明廷甚是尴尬
�ov
。正德时期,刘瑾擅政, 以伪银为

借口迫使户部尚书韩文辞官的例子便充分说明了

这一点
�ow
。嘉靖年间, 另一位户部尚书王杲以赋

税中收入低劣伪银而科道官员弹劾下狱的例子,

说明了同样的问题
�ox
。明代国家赋税中出现的低

假伪银,往往是地方政府赋税征收人员在赋税征

收过程中有意混入的。海瑞曾目击县衙里的吏胥

将低假白银作为足色纹银登记入册
�oy
, 左光斗曾

破获一起地方吏胥与衙役通同作弊, 在征收入库

的银锭中搀入伪银, 分肥国课的案件
�oz
。明代国

家赋税中收入伪银假银, 国课受侵, 是经常的情

况。明代赋税征银中曾经出现过数万两银锭为假

银的情况。正德以后京师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谚

语: /金祭酒,铜司业。0典出陆深讽刺京官皂隶银

色黑如铜
�o{
。

理论上,大量的伪银参与流通,还会造成货币

市场价格与物价波动,限于笔者掌握材料不足,难

以展开论述,兹存而不论。

明代中后期,伪银泛滥之极,明代学者在家训

中或讲学时屡屡以伪银为例, 诠释为学做人之道。

例如,万历时姚舜牧在家训中写道: /吾家世用纹
银,不识煎销匠,却亦自得便宜。用低银及串水米

者,自损阴德不小, 当切以为戒。0�o|
无独有偶, 袁

宏道在家书中训诫子弟两事最重, 一要择地,二要

出学钱,并特别告诫 /银中不可夹铜,货中不可夹

布0, /此尤第一紧要事 0�o}。明末清初, 学者丘颛

伯、陆陇其等人皆以伪银设喻讲理学心性。丘颛

伯说: /人以非理加我, 我以非理报之, 施报虽有

不同,其为理一也。譬如假银, 人用之于我, 我仍

用之于人,虽非自作,其为用假银一也。不若得而

投之水。0�o~
陆陇其更是明确地说: /湖南讲曰: -狂

狷譬如低银,虽夹杂铜、铅,还可煎成真色;乡原譬

如假银,虽成色好看,落火尽是精铜。. 0�pu据上所

述,不难推想明代中后期的伪银泛滥至何种地步。

三、明代国家的应对及其失效分析

明代初期,国家制度与货币立法的对象是宝

钞与铜钱,不论是在制度层面, 还是立法领域, 金

银都是属于禁止流通的贵金属。因此, 5大明律 6

对伪造金银并无专款规定, 而是在私铸铜钱之后

附带规定: /若伪造金银者, 杖一百, 徒三年。为

从及知情买使者,各减一等。0�pv
从立法角度来说,

洪武时期对伪造金银、使用伪造金银的量刑判罚

还是不轻的。另外, 5大明律 6还对 /起解金银足
色0作出明确规定: /凡收受诸色课程,变卖物货,

起解金银, 须要足色。如成色不及分数, 提调官

吏、人匠, 各笞四十,着落均赔还官。0�pw正统以前,

在金银属于非法货币的情况下, 5大明律 6这两款

规定等同虚文,并未发挥实际作用。

随着明代货币白银化进程的展开, 伪银问题

凸显出来,明代统治者审理此类案件时,判处也因

人因事而异。正统二年, 都督佥事李谦弹劾杨洪

私役军士、藏匿无藉棍徒烧炼伪银,明英宗以杨洪

素有军功而予以宽宥,不加追究
�px
。正统十一年,

顺天府大兴知县马聪言京城内外有造诸色伪银以

绐人者,被骗贫民 /往往窘忿致死 0, 奏请朝廷将

伪造白银者发边充军
�py
。成化二年, 南直隶、淮安

等地发生灾伤, 朝廷差御史赍银前往买粮救济。

地方州县官员竟有全无恤民之心者, /专务剋落

之计,却将前项假以煎销, 却插和铅铜在内, 每户

给与一二钱者, 或三五钱, 各项前去有粮处所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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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及至彼验得前银不勘使用 0, 灾民有 /忍饿空

回,有死于道路者 0, 不少人家无粮接济, /两不全
生 0。事发, 明宪宗震怒,诏敕将作弊官员发配充

军
�pz
。弘治四年, 山西地方一起白银伪造案,明孝

宗据都察院奏请将伪造假银及知情人等各枷号一

个月, 再发配充军
�p{
。通过上述案件的判决,可以

看出明代统治者在处理伪银案宗时并不完全依据

5大明律 6。就量刑轻重程度而论,判决结果实际

上要比 5大明律6规定的更重一等。

通常,制度对现实的反应总是表现出一定的

滞后性。明初制订 5大明律 6时, 对伪造金银没有

制订专门条款, 这本身就是明代法律体系缺失的

体现。明代中期以来, 伪银流通成为社会问题。

有司处置伪银案件, 主要是援引相关案例作为判

决的参考。万历年间重修 5问刑条例6, 刑部尚书

舒化等人仅是对 5大明律 6所作规定稍加增订:

/伪造假银及知情买使之人, 俱问罪, 于本地方,

枷号一个月发落。0�p|
从这一增订条款来看, 舒化

等并未完全立足于社会现实以及参考此前伪银案

件的判决情况制订出切实可行的 /私铸伪银条

例 0;而且在法理层面与实际操作方面, 较之 5大

明律6的规定以及此前相关案件的量刑处理还要
轻。也就是说,伪银流通日益猖獗,国家对伪银的

法律惩罚规定反而有所减轻。因此明代国家应对

伪银泛滥的措施失效是可以预见的。

5大明律6对起解课程金银成色不合分数虽

然有明确量刑, 但对金银成色未作确切规定。正

统以后赋税开始大规模征银, 金花银是国家赋税

征银银色的既定标准, 不过现实中各地赋税征银

时一般默认九五成色以上的白银为足色金花银。

然而国家赋课收到伪银不断出现。经过较长时期

的争议后,直到嘉靖八年国家才对地方起解赋税

银课提出明确要求
�p}
。但是, 这一规定的有效性

只能下达至县, 县级以下就鞭长莫及了。为了保

证赋税,地方官员大多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做法,禁

革伪银假银,尤其是整编银匠是他们施政不可或

缺的内容。万历末毛万汇出任福安知县,到任伊

始即颁布5为禁约事十款6,第三款5禁低假 6云:

  本县照得:新任交盘库藏,查出玄字贰号

易谷价银陆百壹十余两,并无分毫足色, 悉皆

扦铅搀铜八成、九成。低假零碎, 不可究诘。

目击心骇,深为可恨。夫官帑钱粮,犹且秽杂

之甚,况民间交易,其害又可胜言? ,,彼夫

穷乡细民,肩挑小货, 误接入手, 以致衣食无

措者有之,但有口不能自陈耳。本县兴言及

此,不觉为之怆然。随经给示, 严行禁革。

,,所有银匠, 俱限各具花名呈递,以便编立

字号,发铸火印。凡来倾煎者, 不论在官在

民,一钱一两俱要足色印记。每月朔望,银匠

赴县查比。其士民铺户人等, 原存低假银两,

俱要倾煎足色, 不得藉口,以致阻扰。,,自

本县禁革以后, 敢有故违者,定将行使之人并

银匠,一并枷责,决不轻贷。
�p~

毛氏态度明确, 严禁福安行使低假伪银,并将

境内所有银匠收编于官府统一管理。明季朱国寿

先后出任陕西蒲城、四川内江等县知县,也颁示过

内容相似的禁例。朱氏指出钱粮起解照数并非难

事,但银匠不为提防不免疏漏
�qu
; 朱氏在内江时,

兴利除弊,禁革假银,编审银匠。朱国寿的行为逻

辑很简单,他说: /今本县撤去私炉, 限定官炉, 令

银匠朔望打卯投结, 如有使假银, 即追造银匠役,

按律治罪,仍令照数赔偿。惟贸易尽是纹银,则民

赖以生,赋赖以完,而钱法亦借以行,市价不欺, 而

风淳俗美可立见矣。0�qv。姚舜牧甚至极力建言地
方各府州县严格编审银匠姓名,防止银匠倾煎伪

银,一旦发现予以痛惩
�qw
。

中国传统社会,地方吏治清明与否的关键在

于牧民之官是否得人。尽管不乏毛万汇、朱国寿

这样的牧民之官,但敷衍塞责、曚昽应付的地方官

员毕竟要多。问题在于, 明代地方赋税征收程序

无法实现制度统一, 具体操作时地方官吏便可上

下措手,国家赋税银课收入频频出现灌铅挂锡的

低假伪银便不足为怪了
�qx
。

概而言之,明代国家在应对伪银流通方面缺

乏强有力的货币政策和法律惩治措施, 明代文献

没有记载国家在消除伪银流通方面采取过行之有

效的应对措施。与应对伪钞伪钱问题相比, 明代

国家货币政策与法律制度在应对伪银流通方面软

弱无力,乏善可陈。

明代国家应对失效, 社会诉求转而借助天人

感应的作用和道德功能。这一点在文献上可以获

得有力的证明。比如, 5都公谈纂6载银匠陈某以

伪银致人家破人亡, 震雷霹其于家, 尸首五分
�qy
;

5客座新闻 6记载镇江某素以伪造假银诓人, 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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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遭雷火所击而死
�qz
。除了借助天人感应的力量

惩罚伪造假银者这种方式之外, 上天还对伪银行

使者予以儆告
�q{
。文献中这类故事的存在与表现

方式, 透射出当世之人对伪银制造者和使用者的

愿望与价值取向, 同时无奈之情尽显无余。毋庸

置疑, 这一方式的脆弱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综上所述,明代中后期的伪银流通,是货币白

银化进程中自然生发出的货币经济现象。这一现

象的存在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阻碍了社会商

品货币经济的健康发展,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明代

货币白银化应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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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宋人笔记研究述论

t  宫云维

  内容提要  20世纪以来的宋人笔记研究, 经历了一个从不受重视到受重视,从少数知名

学者为主到众多学者和出版机构争相介入, 从选题的无序到有组织、有计划的过程, 并出现了

5梦溪笔谈校证6、5历代笔记概述 6等一批颇具典范意义的研究成果,令人欣喜。但在整理的

数量、质量以及检索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的问题, 还远不能满足唐宋文史研究的需要。加

大整理和研究宋人笔记的力度, 编撰 5宋人笔记类编6,建设更加完整的宋人笔记数据库,加强

宋人笔记研究的理论建构等,是宋人笔记研究的必然出路。

关键词  宋人笔记

作者宫云维,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杭州  310018)

  在历代的笔记类作品中, 宋人笔记是比较独

特的。明人 5五朝小说 6序言说 /唯宋则出士大夫

手,非公余纂录,即林下闲谭, 所述皆平生父兄师

友相与谈说, 或履历见闻, 疑误考证。故一语一

笑,想见先辈风流。其事可补正史之亡,裨掌故之

阙 0,大抵道出了宋人笔记的特点和价值。历代

也都有学者从中检阅史事,以作为学术研究之资。

近年来更是有不少学者撰文肯定其价值。
¹
但在

经学垄断学术的年代, 宋人笔记同其它朝代的笔

记一样被视为浅薄不合义理的 /小道 0,只是人们

茶余饭后聊以消闲的谈资, 并不能登学术研究之

大堂。在传统的目录学家那里, 笔记也只是被当

作 /小说0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摇摆于子史之间, 未

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20世纪以来,随着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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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私铸铜钱6, 中国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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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 e researched the rura l cred it market structure, fo rma l credit and farm productiv ity w ith the

data go t from 2008 Rural Cred itM arket Survey o fCh ina. Thema in purpose ofmost forma l loans farmers got is

for the financing of farm production, w hich is consisten tw ith our government. s rura l finance po licy. W e then

invest igated the perform ance ofDeve lopment F inance stra tegy, and found that fo rma l loan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large farms. L ittle a ffect o f form al loan appeared for sma ll farm production in our data.

K eyw ords: Forma lC red i,t P lanting Sca le, Farm Productiv ity

Population Aging and E lderly Care in Zhejiang Province ( 68)

ZhangM injie ( Co llege of Public Adm in istra tion, Zhe 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Fac ing the ag ing and / all elderly people are to be prov ided fo r and en joy proper care0, th is

art icle rev iew s the chang ing process of popu lation ag ing in Zhejiang Prov ince, ana lyzes elderly care practic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art icle a lso po inted out that the current e lderly support system is transformed from

sole model to synthesis mode,l and the key content o f care is to transform from low support leve l to higher so-

cia lw elfare leve.l

K eyw ords: Ag ing, E lderly C are System, Soc ial Secur ity, Zhejiang

The Vertical D ivision of Labor and Pr inc ip les of Inter- personalC o- ordinations ( 75)

X ieM in ( Jiangx i F inancia l and Econom ic Un iversity, N anchang 330013)

Abstract: The div ision o f labors observed through labor too ls can be named as horizontal div ision of la-

bors, w hile the div ision of labors observed through the inter- personal co- ord ination behav iors under the con-

dit ion of horizontal d iv ision o f labors can be named as vertical div ision o f labo rs. Therefore, the socia l division

of labo r can be looked as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these tw o dim ensions of horizonta l and vertica l div ision of

labors. The vertica l div ision of labors connects the interpersonal- in terests w ith the inter- personal co- ord-i

nation behav iors, pro fessional inter- personal co- ord inationers, specific supporting know ledge system and

the ir professiona l eth ics have also deve loped. The anc ien t Chinese people summarized it asW e i- Wu- W e.i

Itmeans the inter- personal co- ordination behaviors should enhance and guaran tee the ind iv idua ls. freedom

and the grow th o f thew ealth resu lt ing from the horizonta l d iv ision of labo rs.

K eyw ords: V ert ical D iv ision of Labors, Inter- Personal In terests, R elative Co llectiv ity, W ei- Wu-

W e i

On P olitical AdjustmentM echanism of Social Sound Operation and ItsOptim ization ( 82)

Wan B in and Dong Sh itao ( Schoo l ofM arx ism, Zhe 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Abstract: The basicmeaning o f politica l adjustmen tmechan ism w as to h ighlight the po lit ical and public

nature and its goa l is to achieve social harmony and sound opera tion o f the community. The po lit ical adjus-t

ment mechan ism is essential for the overall structure o f soc ie ty, nam ely, po lit ica,l econom ic and soc ial ( nar-

row ) system to run w e l.l F rom a polit ica lma in reason perspective, law s and po licies are them ain reason o f the

ex ternal ad justment mechan ism, morality and relig ion are the interna l ad justment mechanisms, and compro-

m ise and to lerance is the adjustment mechan ism betw een the main rat iona.l To ach ieve sound operation of the

community needs to optim ize the structure and basic form of po lit icalmechanism.

K eyw ords: H armon ious Society, Social Benign Operat ion, Politica lAdjustmen tM echan ism

False Silver C irculation and the Country D ealing w ith in theM id and LateM ing Dynasty ( 91)

H uang Am ing (H istory Departmen,t Suzhou Science and Techno logy Institute, Suzhou 215009)

Abstract: False silver c ircu la tion in them id and lateM ing Dynasty is one k ind of norma lmoney economy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 f silver becom ing currency, but the coun try actua lly failed in dealing w ith i.t The

false silver c ircu lation, has ra ided the normal market order, hindered the soc iety commodity money economy

ben ign deve lopmen,t and also reduced the currency silver funct ion in som ew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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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ywords: TheM id and LateM ing Dynasty, False Silver Circu lation, the Country Dea ling w ith, Expiration

The R eview on the Research to the N otes Compiled by the

Song D ynasty People since the 20th C entury ( 97)

GongYunw ei ( Schoo l o fHum anities, Zhe jiang GongshangU niversity , Hang zhou 310018)

Abstract: S ince the 20 th century, research for the no tes compiled by the peop le in Song Dynasty exper-i

ence a variat iona l process, researching attitude from desp ising to recogn it ion, selecting ob jects from out- of-

order to designedly, and com ing forth some nonesuch product ion such as Em enda tion fo rDream Stream E ssays

and Past Dynasties notes Summarization. But these researches don. t meet for the study in literary h istory of

Tang and Song Dynasty because of the insufficiencies in compilation quantity, quality and searches. It. s nec-

essary to increasing the coordinat ion and research for the no tes comp iled by the Song Dynasty peop le, comp-i

ling Compilation for the Notes Compiled by the Song Dynasty Peop le, streng then the bu ild ing o f the study ing

theory fo r the notes compiled by the Song Dynasty peop le.

K eyw ords: Notes Comp iled by the Song Dynasty People

Conceptions of the Self from the P erspective of M etaphor ( 103)

M engH ongdang ( Eng lish Departmen,t School ofHuman ities,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 logy, Y ancheng 224000)

Abstract: Understanding se lf is one of the importan t goals o f human beings, and thus concept ions o f self

have been the key subject o f human it 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rom the perspect ive o fmetaphor, the paper a-t

tempts to explore the soc ia l relations o f human beings, the influence o fw ork and possessions upon the rea liza-

t ion of se lf as w ell as the philosophical them e thatm an is the measure of a ll things.

K eyw ords: Se l,f Concept ion, M etaphor

The / N ihility0 of H istory and the / Non- Rationality0 of C ivilization) On theM arginality

of the Ex istentialism L iterature in the 20 th C entury China( Part One) ( 108)

Yang J ingjian, D ongW aip ing ( L iterature Schoo ,l Hunan N orma l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Abstract: Ex istentia lism literature in fact w as a kind o f cen turia l ideo log ical trend ( phenom enon) in the

process o f China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w hile it alw ays w as at the marg ina l cond ition w hich resulted

from / non- ra tiona l o ffensive0. The non- rational o ffensive or ig inated in the susp icion sp irits and denial con-

sciousnesses o f the ex istentialism. It suspected the / M odern ity0 of the ideals of h istoric evo lut ion and socia l

progress in the literary creation. From Lu Xun. sW eeds a t the beg inning of 20 th century to the new h istoric ism

nove ls in the end of the century, the / nihility0 o f h istory and the / non- rationality0 of the civilization became

a basic creation standpo int of the ex istent ialism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in Ch ina. Because o f unsu itable

for that tim e, it had to be on the edgy, and on the other hand show ed its un ique value orientat ion.

K eyw ords: The 20 th Century Ch ina L iterature, Ex istentialism, Non- Rat iona lO ffensive, M arg inality

The Explainable Extent of the A rchetypes in Folk lore Study

) ) ) U se the AnimalW orship A rchetype in T ibetan Folk lore as An Example ( 114)

Yu Yu ( Fudan U niversity, Shangha i 200433)

Abstract: Th is thesis aim s to analysis the lim itation of the A rchetypes in Chinese M inority fo lk lores.
study. It a lso uses the A rt Anthropo logy as a ma in method, and the anima lw orsh ip arche type in T ibetan fo lk-

lo re as an examp le to indicate that the Ch ineseM inor ity fo lk lore stud ies should not leave the cu ltura l situation

research. It is useless to discuss the essentia l prob lem w ithout know ing the certain cu ltural c ircumstance.

K eyw ords: Expla inable Ex ten,t A rchetypes, An ima lW orship, T ibetan Fo lk 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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