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学术界6 (双月刊)   

总第 104期, 2004. 1

ACADEMICS IN CHINA

No. 1 Jan. 2004

作者简介:李强( 1976 ) )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2001级博士研究生。

112清初由于铜荒,顺治帝有意毁佛像、禁铜器,曾就此事询问洪承畴。洪认为销毁佛像还可以,但禁

用铜器万万不可,因其/ 不免为罔民之事。0参见王雷鸣:5历代食货志注释6第五册,5清史稿#食货志6 ,农

业出版社 1991年版。

1225清圣祖录6卷八五。

1325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6第十一册,第 487页,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六河南巡抚田文镜奏。

1425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6第四册,第 567页,雍正三年二月二十六漳州总兵高世定奏。

论雍正时期的铜禁政策

o 李  强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 北京 100872)

1摘要2雍正时期银贱钱贵现象愈发严重 ,这一方面是由于美洲白银继续大量流入

中国;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日本政府限制对清朝铸钱原料铜斤的出口。雍正帝从传统观

念出发, 将银贱钱贵原因归结为民间销毁制钱打造铜器,因而实行铜禁政策。这一政策

在乾隆时期被废除。本文通过对这一政策内容及其产生、废止过程的考察, 进而探讨了

清代货币体制与货币政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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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禁政策, 是指禁止打造、使用黄铜器皿和强制收买现有黄铜器皿的政策。

顺治初年,由于缺铜, 顺治帝曾有意禁用铜器, 后因遭大臣反对而未能实行112;

康熙十八年( 1679) , 康熙帝曾实行铜禁政策, 禁止打造重量在 5斤以上的铜器:

/凡民间必用之铜器,五斤以下者仍许造卖外,其非必用之铜器不许制造,应再行

严禁, 照例治罪0 122。雍正初年, 银贱钱贵现象十分严重。河南/省城纹银一两得

换钱九百三十文,,外州府县村庄一两纹银不过九百一二十文0132; 广西/桂林

府之全州单用桂字钱,每千文换银二两0142。对于这种现象, 雍正帝认为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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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因民间销毁制钱 1 12 打造铜器。他在上谕中指出: /朕向因钱局鼓铸日增而

钱文日见短少, 知其情事有灼然者, 嗣于京城内果屡次拿获销毁之奸民, 而钦差

官员至甘肃地方亦有毁钱为器, 与朕所料若合符契, 则铜器之必当严禁明

矣。0 1 22 在这种认识之下,雍正帝实行了更为严厉的铜禁政策:既禁止打造黄铜

器皿,又强制收买现有黄铜器皿,希望消除销毁制钱现象,解决银贱钱贵的问题。

雍正的铜禁政策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禁止打造、使用黄铜器皿;另一方面

强制收买现有黄铜器皿。

雍正四年( 1726) ,雍正帝颁布禁令,规定/嗣后铸造器皿,除红铜、白铜不禁,

其黄铜除乐器、军器、天平、砝码、戥子不禁外,其余一应器皿,无论大小、轻重,皆

不许仍用黄铜制造。倘有犯者,造卖之人,造违例造禁物律治罪; 买用之人造不

应例议处;失察之官造例议处0 1 32,禁止民间打造黄铜器皿。

同时, 雍正帝剥夺了平民百姓和一般士绅的黄铜器皿使用权: 规定/嗣后京

城内外除三品以上官员准用铜器, 其余俱不得使用黄铜器皿。0 1 42 禁令下达后

效果并不明显, 各地打造铜器之事频有发生。雍正五年( 1727) , 雍正帝发布上

谕,严厉要求各地督抚加大禁铜力度。他认为/民生日用,所需制钱最为紧要0,

/为便民起见,屡颁谕旨严禁销毁制钱, 并令京城及各省督抚驻扎之省城,不准铸

造黄铜器皿,,近闻各处督抚驻扎之省城,铜器店内仍用黄铜铸造者甚多,此明

系各省督抚奉朕谕旨之后,不曾实力奉行,止以告示晓谕掩饰而已0。他同时强

调, /若朕所颁谕旨有不便于民之处, 即当据实敷陈, 请驰其禁, 断不可阳奉阴

违。0 1 52 雍正帝进而将使用黄铜器皿范围缩小到一品官员之家, /从前曾酌意三

品以上许用黄铜,今犹觉滥用者多, 嗣后惟一品官员之家器皿许用黄铜, 余着遍

行禁止。如有藏匿私用不肯交官者,概以违例论0 1 62。

对于红铜器皿的禁与不禁,雍正帝的标准是民间是否通过销毁制钱打造铜

器用来牟利。镶黄旗副督统保明曾请求禁止红铜器皿,据他核算: /制钱千钱重

八斤十二两,除去倭铅,红铜可得四斤六两。所造红铜器皿每一斤共银四钱。是

千钱之红铜造成器皿值银一两七钱有余0。雍正帝要求户部给予答复。户部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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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 /每倾销大制钱一千文可得净铜三斤十两,是每斤倾销之费已用银二钱八九

分,再造成器皿加工大制钱一百五十文,按此计算则销毁制钱发卖, 实无所剩。

况银号等铺倾销银两,每有不能不需红铜之处。若一概禁止,无从购买, 势必至

销毁制钱, 是欲除弊而兹弊矣。0 1 12 根据这一结果, 雍正帝没有禁止红铜器皿,

允许民间自由使用。

在禁止打造黄铜器皿同时,雍正帝强制收购现存的黄铜器皿。雍正帝即位

初年开始实行收缴铜器政策, 但并非强迫收缴,而是自愿缴纳。他发布上谕, /令

近京各省并顺天府及京局监督出示晓谕, 毋论旗、人有愿将旧器废铜运送到局

者,不拘多寡,随到随收。钱法侍郎预向银库领银贮局,每斤给银一钱一分九厘

九毫0。为与禁铜政策相适应,雍正四年( 1726)又颁布了强制收买现存黄铜器皿

的政策,规定: /嗣后京城内外除三品以上官员准用铜器,其余俱不得使用黄铜器

皿,定限三年,令将所有悉行报出当官价收买,,。1 22

雍正帝还规定了统一收购价格和收购品的用途: /每斤给价一钱一分九厘九
毫三丝。官吏不得勒逼克扣。江南、福建、浙江、湖广、广东现在办铜, 六省废铜

交与办铜之官采买。如红铜不敷, 即以此项铜解部,扣六成红铜核算补额。其四

成铅准扣出别给价值,应用脚价照现今铜铅之例, 每斤给算水脚三分, 其不足六

成之铜器,亦准收买,总照成色递减,其价于解部时报明成色,如所报不实, 令承

办官赔补。至江西、广西、贵州三省与江南、湖广、广东接壤,江西废铜归江南,广

西废铜归广东, 贵州废铜归湖广, 着三省上司委官收买。云南现开鼓铸, 所收黄

铜和入红铜扣算成色,入炉鼓铸。直隶、山东等州县收买废铜, 交布政使司汇齐

解部。直隶解送每斤给水脚银一分, 山东每斤给水脚银一分五厘。山西、河南、

陕西、四川所收废铜,暂存本省。俟一、二年后,视所收多寡,或本省开铸,或作和

解送,具题解0 1 32。由上可见,雍正帝具体规定了三个方面:一是黄铜器皿的收

购价格比照废铜价格;二是黄铜器皿的成色按铜六铅四, 如成色不足, 则降低收

购价格;三是收购的黄铜器皿用途不同, 有的留在本省鼓铸, 有的运送到京城宝

泉、宝源两局鼓铸。

雍正六年( 1728) ,为避免引起民众过激反应, 使收铜政策更具操作性, 雍正

帝下旨对所收铜器的具体类型做出了进一步规定: /朕屡降谕旨禁用铜器皿者,

盖欲杜毁钱制器之弊。至于黄铜器皿中有西洋日晷仪器之类,则造自外国;有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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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香炉、花瓶之类则造自前代,并非近日民间铸成之物,若将此等物件亦令销毁,

实属可惜,民间亦觉甚是滋扰,大非禁用黄铜器皿之本意。0 1 12 他在给各地督抚

的谕旨中也反复强调,收缴铜器要因地制宜, / 相机行之0。雍正十三年( 1735) ,

苏州常熟县属幅寺僧人将寺内一口重三百余斤的黄铜大饭锅上缴。江南总督赵

弘恩认为所缴铜锅/系丛林广接僧众炊鬻之所必需, , ,饬令仍旧留存给僧领

用0。1 22 对于这一决定,雍正十分赞赏,认为其办理得很好。

收铜过程中,各地官府逐渐将重点区域放在铜器店和当铺等铜器相对集中

之地, 要求这些店铺将黄铜器皿交官。规定: / 凡有典当铜器者, 不必另本人收

赎,即令各典铺自行交官验明生熟成色, 照依官价给发。如当票之中有别项物

件、实在久远铜器、红白铜器同当者,许典铺单取黄铜器皿交官领价若干,当官注

明底册,俟收赎之时照官价扣算,所收之银后不起利。0 13 2 又/严饬各典铺将收

买之黄铜器皿与故衣铺、收荒铺收买之黄铜物件, 俱令交出给价。0 1 42 虽有严苛

定则, 但因利益所驱,各地典铺往往虚委应之,暗地却采取各种办法继续收卖黄

铜器皿。为防止各种以黄铜器皿充作其他铜器情况的发生, 官府随之制定了更

为完备的处罚禁令, 明令/如有将黄铜充作白铜制造器皿者,一并严行禁止。其

已成者,照依生、熟黄铜给价入官, 如仍有犯者,照例治罪0; /各铺古铜器皿,除实

在远代铜器及红铜、白铜打造者不禁外,其有将黄铜装饰,捏称古器货卖者,令各

铺户自行呈首, 定限一年,尽数交官, 照例给价。如限期满, 隐匿不交, 查出照私

卖黄铜器皿例, 加等治罪。地方官不能查访, 别经发觉, 将失察之官照例议

处。0 1 52 然而,在收缴黄铜器皿时,官府并未规定进行应有补偿, 而令当铺/将铜

器当票交官给银取赎,除核算本利与部定价相等者毋庸议外,不足者于当铺所得

利银内减除扣还官价,其有余者,照数给还本主。0 1 62 因此,当铺当然不愿主动

交出黄铜器皿,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收铜的效果。

为收集普通百姓手中的黄铜器皿, 清官府实行了/以铜抵欠0政策。雍正五

年( 1727) ,苏州巡抚陈时夏奏请允许百姓以黄铜器皿抵销正项钱粮。雍正对此

未予批准, 他认为这可能会影响到国家的财政命脉和兵饷问题: / 若一年各省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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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铜,兵饷国用出自何项?0 1 1 2但因国家鼓铸原料匮乏, 无法维系鼓铸, 雍正帝

不得不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即允许百姓用黄铜器皿抵消旧欠钱粮, /议准将各

省未完旧欠钱粮,准其以黄铜器皿抵交,除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四州并无民欠,

西安民欠无多, 其余各省,各该督抚酌量于该省民欠内以二十万为率, 准令欠户

缴纳铜器,扣抵完旧欠之数。0 1 22 值得指出的是,清官府在限度上只是允许以黄

铜器皿作价抵消旧欠钱粮,而非必须。而且, 在抵消完旧欠之后上交的黄铜器

皿,应该按照部定的价值收买,但不可作为正项钱粮交纳。

为得到更多黄铜器皿,雍正帝亦实行黄铜器皿捐纳政策, 捐纳铜器价格为:

熟铜每斤价值一钱一分九厘九毫, 生铜每斤价值九分五厘九毫。且规定,如黄铜

器皿不足,可用银两补足。捐纳者支付所捐黄铜器皿的运输费用为: 每铜百斤旱

路每程加脚费银一钱,水路每程加脚价银三分。1 3 2至于所捐官衔则限于贡监职

衔和封典一类。

分析以上各项规定可看出,雍正帝铜禁政策核心在于防止民间销毁制钱、打

造铜器。他说: /惟严行查拿销毁制钱之人, 并严禁各工匠打造黄铜器皿贩卖。

至民间旧有铜器应交官者,听其自行交官,照部定价值分别收买, 并不许胥役乡

地人等借端生事。0 1 42 铜禁期间,河南总督田文镜建议鼓励奴仆举报其主人私

藏之铜。雍正帝对此表示反对。他在田文镜奏折上批示: /如何使得,开乱端矣。

朕不云乎, 禁贩卖为要。收铜不可过严, 尚恐胥役骚扰, 再开此端还了得。普天

之下皆铜案,万万使不得。0 1 5 2强调收买现存铜器不可过严的同时, 雍正帝对那

些仍打造黄铜器皿者加重处罚,且对有失察之责的官员给予严厉处罚。浙江巡

抚李卫建议:如发现有人打造黄铜器皿售卖, 不仅重罚打造本人, 且本人所在地

方的保长、文武巡查官员也一并处罚。对此, 雍正帝如此回复: /自应如此料理,

还有别法么?0 1 62在雍正帝再三强调下,各地加强了铜禁政策的执行力度, 先后

缴纳大批黄铜器皿。

表 1   雍正年间各地缴纳黄铜器皿斤数示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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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省份 数量 时  间 省份 数量

雍正七年 广东 26 586 余斤 雍正六年 天津 100 000 余斤

雍正五年 河南 62 170斤 雍正六年 江西 85 666斤

雍正六年 广西 720 余斤 雍正五年 山西 50 000斤

缴纳的黄铜器皿中, 地方官员同商人捐献占居大半。如上表所列,天津上缴的十

万余斤黄铜器皿,仅盐课监察御史郑禅宝本人官署内的铜器和养廉银购买所得

就达三万余斤, 其下属赵国麟购买两万斤,另有商人王子德捐献五万斤。另一方

面也意味着收缴黄铜器皿政策在民间收效甚微。

清官府规定,只要收缴黄铜器皿达到一定数量即可开炉鼓铸制钱,搭放本省

兵饷。清官府发放八旗兵饷, 按 1: 1 000的银钱比价,将一成至五成的兵饷以制

钱形式发放,其它则以银两形式发放。但由于收缴铜器远远满足不了鼓铸需要,

这一政策基本没有执行。如当时广东兵饷每年共需银 138. 9万两,按照搭放一

成制钱规定,需净铜 12. 16万余斤。而如上表, 广东一年所收净铜不过 26 586

斤,只占需要量的 21%左右,显然不足开炉鼓铸。何况鼓铸制钱并非容易之事,

它受到技术、成本等因素制约。当时江西试铸,最初生、熟铜各占一半,但铜质不

均匀;然后使用熟六生四鼓铸,铸出钱文又不清楚;最后使用熟铜七分,生铜三分

鼓铸,铸出钱文才符合标准。但成本太高,每串铜钱需用毛铜九斤十两六钱二分

九厘, 再加上鼓铸损耗,共需毛铜十四两六钱二分六厘,换算成银两是一两八分

九厘四毫七丝。以此原料价值再加每串两钱七分五厘的手工费用,每鼓铸一串

制钱共需成本一两三钱六分四厘左右。这样,清官府搭放兵饷时,一两白银只能

兑换制钱一串, 形成亏本状况,最后只得放弃。

由上可见, 尽管雍正帝再三强调令行禁止, 但其铜禁政策并未得到彻底执

行。/铜禁之严,莫如宪庙, 其时政事, 无不令行禁止者, 而铜禁竟不能行。0 1 12

这种局面的形成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

首先,禁用铜器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不满。黄铜器皿在清代已被广泛使用,

成为民众日常生活必需之物: /已成铜器未肯即为交官者,缘系家家平素原有数

件,虽贫穷小民亦不无零星微物。0 1 22 除此之外,有些官员为讲面子、论排场,明

知故犯。铜禁期间, 有监生违反铜禁规定,户部准备革退其监生。雍正帝认为处

罚太轻。他在谕旨中指示: /贾伦身为监生, 明知严禁之事, 辄敢故意犯法, 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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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恶, 不与铜匠等贪利糊口者比。部议止将贾伦革退监生, 其枷责之罪照例折

赎,甚属背缪,著另议具奏。0 1 12 雍正帝强制收买士、民广泛使用的铜器必定会

造成/其情有所不便而易生藏匿之心,往往延迟而不交,交纳而不尽, 缓之则互相

观望,急之则百弊丛生0的情况;另一方面,当时以打造铜器为业谋生之人非常之

多, /普天之下业此者不下数万户, 籍此以衣食者不下数十万人。0 1 22 禁止打造

黄铜器皿必然会导致一批人无处谋生, 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其次, 铜禁政策不完善。雍正只禁黄铜器皿, 不禁红铜器皿, 认为民间销毁

制钱打造红铜器皿无利可图。但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是。制钱销毁之后稍微加入

一点红铜, 打造出来的器皿呈红色, 外表与红铜器皿无异,可以当作红铜器皿售

卖获利。一位官员曾这样描述: /臣任督抚监督时, 眼见匠役等将不合式之钱重

新熔铸,掺入红铜少许, 仍然红色而分两又无甚耗, 因知打造铜器者销毁尤

甚。0 1 32

第三,铜器收购价格不合理。清官府制定的黄铜器皿收购价格是:熟铜每斤

一钱一分九厘九毫三丝, 生铜每斤九分五厘九毫, 成色按铜六铅四。按照这一价

格,收购 100斤黄铜最多需要 11. 99两纹银, 再加上旱路每百斤脚价银 3两,每

100斤铜送到京城需要 14. 99两。将此价格同云南收铜和采买洋铜的价格相比

较,就会发现这一收购价格十分不合理。

表二   铜价比较表

价格( 100 斤) 脚价银( 100 斤) 合  计

收买铜器 11. 99两 3 两 14. 99 两

采办洋铜 12. 5 两 3 两 15. 5两

云南办铜 9. 2 两 3 两 12. 2两

  如上可知, 清官府收购黄铜器皿价格低于采买洋铜价格, 高于云南办铜价

格。众所周知, 清官府在云南实行/放本收铜0的政策,其价格是剥削性的, 基本

上低于成本。收买铜器的价格同云南办铜价格之间比较,并未反映出其时铜价

水平。我倒认为,相对于云南办铜而言,采办洋铜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

铜料的实际价格。同时, 清官府的收购价格仅仅是原材料价格,没有包含工费,

如果加上工费等项, 绝不止于清官府所规定的价格。另一方面, 由于铜器成色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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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万别,确定所收黄铜器皿成色又是一重要因素。黄铜器皿有打铜、铸铜之分,

打铜使用六分黄铜, 铸铜则在六分以下,两种铜器的价格并不相同。而清官府并

未对此做出详尽规定,只要求各地在鼓铸时不至亏损即可。/生铜、熟铜自有一
定价值,此不待宣谕者,在尔等督抚只以铸钱时成色不致亏损就是了0。1 12 可

见,清官府收买铜器价格是一种剥削性价格, 是行政强制下的超经济掠夺。对这

一问题,苏州巡抚陈时夏在奏折中已有所反映: /其打成铜器,如洗脸盆、烟袋之

类,原有八九成铜色,小户人家置买一二铜器, 俱系好铜, 市价每斤两钱有零,视

为珍重之物。0 1 22 虽然官府一再强调各地收铜时不准随意减价克扣, /收铜之州

县官不得丝毫扣减, 亦不得以重秤收兑,令其亏折0 1 32, 地方官却总是在收购铜

器时想尽办法克扣减价。雍正十三年( 1735) ,江南苏州按察史郭朝鼎在奏折中

提道, /下江幅员辽阔,民间黄铜器物自必广有, 乃雍正五年收买至今, 仅得生熟

铜一百四十万斤。奴才细察其故, 皆缘从前收缴之际, 上下胥役汇缘作奸。民间

交纳净铜十斤, 到厂只算九斤, 而铜秤每斤又重三钱, 价银则系市色市等八折给

发,似此层层短扣,仅得半价归家, 以至小民视为畏途, 坚意藏匿。0 1 4 2

乾隆元年( 1736) ,云南铜矿开始兴盛,滇铜运京数量大大增加,清官府鼓铸

制钱不再无米下锅。乾隆帝/罢黄铜器皿之禁0 1 5 2,且将从前触犯铜禁之人予以

豁免。/从前发遣人犯内有因干犯铜禁获罪者,今铜禁已驰,此等人犯尚在配所,

应加恩开释,著该部查明行文各该处所释放回籍0。1 62

对雍正年间收购的黄铜器皿,乾隆皇帝要求各省/将所收黄铜器皿, 悉照原

发官价发卖民间。毋庸搭运解京。0 1 72 雍正时期, 清官府以废铜价格收购黄铜

器皿,规定熟铜每斤一钱一分九厘九毫三丝, 生铜每斤九分五厘九毫。但发卖之

时,各地督抚根据自己所辖地区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同政策。

有的省份将铜器分为废铜和完整铜器两种,分别依据市价酌减售卖。如陕

西巡抚硕色奏报: /陕省原报收贮废铜共一十四万余斤,向以废铜折减止算净铜

七万五千余斤, 共只用官价银八千余两。今以废铜十四万余斤之废铜照原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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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计每斤只卖五六分,即敷原价八千余两。是不惟成器之价太贱,即废铜之价

亦以市价悬殊。,,今若将成器与废铜同价, 谁不舍废铜而争买成器。臣请将

收贮铜斤派委贤员经理监卖, 分别废铜、成器,仿照市价稍微酌减,则当此铜器久

禁之后又比市价少减,铺户必争买废铜,士民必争买成器以利己。除补还原官价

外,余剩银两据实报解以充地方公用。0 1 12

至于没有收到完整黄铜器皿的省份则依原定价格售卖。如湖北省/宝武局

采买铜斤,原系照依部定价值生铜折净,每斤给银一钱一分九厘。与陕省铜价仅

只五、六分不同。现今变价只可照依原价估定成色发售, 并无原存完好铜器

,,0 1 22

除发卖民间外, 也有个别省份的收购铜器用作鼓铸。如福建将收买的黄铜

器皿运到台湾开炉鼓铸。/台湾钱价高昂,奏请将福州省城从前收买民间黄铜器

皿存剩生熟铜器,开局鼓铸运赴台地搭配月饷,,现在库平纹银每两只可换钱

八百一十文。若办铜鼓铸每工本一两约可得钱八百八十文。0 1 32 小规模的开炉

鼓铸,其目的是为解决异地钱价一时增昂,而并非常规意义上的开炉鼓铸。

至若卖铜器所得剩余银两,乾隆帝要求各地督抚扣除原来官价之后留作地

方公用: /发卖废铜之各该督抚将发卖价银扣还原价之外,所有余剩或买补社仓

谷石接济民食, 抑或随时酌量, 另为便民需用。各就本省情形作何筹办, 有益民

生之处,悉心妥议具奏。0 1 4 2各地实际情况也基本如此。如广西/将卖获铜价羡
余银四百四十四两二钱三分一厘内, 除支给永宁河修河银一百两。俟工竣之日

即照报工部核销外, 其余银三百四十四两二钱三分一厘。准其发给金川、灵州、

武宣等州县买谷贮仓以借粜。照社仓谷石之例,春借秋还, 还加一分利息。如遇

歉收之年,钦遵上谕, 止收正谷, 不另加息。0 1 52 至此, 雍正的铜禁政策彻底结

束,清代铜禁也告一段落 1 62。

雍正时期, 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发展, 货币需求量随着经济发展相应增

加。清代实行白银、制钱两种金属货币同时流通的货币制度: 白银为称量货币,

允许民间自由铸造;制钱为计量货币,政府独揽鼓铸大权。16到 18世纪, 白银

大量流入中国, 仅通过阿卡普尔科 ) ) ) 马尼拉 ) ) ) 中国这一海上贸易渠道,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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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就有 120余万两 1 12。按照清1: 1 000的银钱比价,至少需有 1 200 000串制

钱方能维持其平衡。而雍正时期制钱铸造数目最多的年份( 1731)也不过 1 048

759 串而已。另一方面,清官府固守 1: 1 000的银钱比价,限制了制钱名义价值

的提升。从某种意义上说,清代制钱属名目货币。虽然其本身为金属货币,具有

作为/铜0的实际价值,但作为法定货币, 其价值是人为规定、以/文0(即枚)计量

的名义价值,并非/ 铜0的实际价值。依据按照货币供求规律, 在白银增加情况

下,不改变银钱两者之间比价,惟有增加制钱供给数量才能保持两者均衡。增加

制钱投放量必须相应增加币材(铜)数量,此时的清官府却无能为力。清朝缺铜,

铸钱原料一向倚重进口日铜,然自康熙五十年( 1711)始, 日本限制铜的出口,加

重了各地采办铜斤的困难: /湖南、湖北以采买维艰,每逾定限, 而江苏则办新不

足,旧欠兹多0。1 22 云南铜矿也刚刚起步,无法解决鼓铸制钱的燃眉之急。原材

料匮乏使清官府无法大量增加制钱的投放量, 这就必然导致银贱钱贵。银贱钱

贵,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白银大量输入; 一方面是铸钱原料不足, 不能鼓铸与之相

适应的制钱而造成的结果。

雍正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者说,没有从经济发展造成的货币金融格局发生变

化的新形势考虑问题,而是不自觉地以银、钱不变为前提,从传统观念出发,将销

毁制钱的个别事例, 视为社会上的普遍现象, 得出银贱钱贵是民间销毁制钱所造

成的这一结论, 并据此实行了严厉的铜禁政策。

雍正的铜禁政策不仅没有解决银贱钱贵的问题, 反倒助长了销毁制钱打造

铜器之风, 加剧了银贱钱贵。清官府一味强制收买黄铜器皿, 导致铜器价格提

升,销毁制钱打造铜器更加有利可图,更多的人开始私自打造铜器以获取高额利

润。雍正十三年( 1735)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偏图在奏折中指出: /康熙五十八年以

前所用之钱内, 尚掺有顺治年间之钱,现今使用之钱内,几百枚中,不见康熙年间

钱一二枚。顺治十八年铸造之钱, 直至康熙四五十年仍有, 而康熙六十一年铸造

之钱, 近二三年间即将用完,,无私卖铜者, 而打烟袋卖之铺子里,却挂有成百

上千之烟袋出卖,每个铺子有数人,每日不歇息打制,伊之铜竟然不断。0 1 32

雍正时期铜禁政策的失败,根源在于清朝不完善的货币体制以及作为最高

统治者的雍正帝本人滞后的经济思想和对策。当然,与之同时, 雍正帝也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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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进行解决银贱钱贵问题的探索。雍正元年( 1723) ,为增加云南铜矿产铜量,

雍正帝革除了云南收铜弊端, 规定: /凡有官买,悉照市秤市价,出入画一;其额抽

税铜,亦令公平抽纳,不许抑勒商民。至所产之铜,除抽税及官买供本省鼓铸外,

有余, 听民间自行贩卖流通,毋得禁遏。0这样一来,云南铜产量很快增加。雍正

五年( 1727) ,云南铜产量达到每年 300多万斤,开始替代湖南、湖北, 江苏原来采

办的运京洋铜/应将滇省余铜,令该督动盐务银六万两收买。委员以一百万余斤

运至汉口,以备湖南、湖北采办之用; 以一百万余斤运至镇江, 以备江苏采办之

用。0 1 12 乾隆初年,云南铜产量达到每年 1 000多万斤,除每年向北京宝泉、宝

源两局运送 400多万斤之外,还可供各省铸局采买。/乾隆初, 岁发铜本银百万

两,四、五年间岁出六、七百万或八九百万, 最多乃至千二、三百万。户、工两局,

暨江南、江西、浙江、福、陕西、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九路,岁需九百余万,悉取给

焉。0 1 22 随着铜料的日渐充足,京局和各地铸局的铸钱数量也相继增加,造成了

银钱攀比上升, 从而打破清初银根紧缩、经济萧条的局面,货币充裕, 经济发展,

最终为康乾盛世攀上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的巅峰奠定了雄厚的资金基础。
1 参 考 文 献 2

112军机处录副奏折[ Z] . 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22户部钞档[ Z]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

132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Z] .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142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 Z]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152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Z] . 光绪朝刻本.

162清实录[ Z] .北京: 中华书局.

172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Z] . 合肥:黄山书社. 1998.

182清朝文献通考[ Z] .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6.

192清经世文编[ Z] .北京:中华书局. 1992.

1102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 M ] . 北京:农业出版社. 1991.

1112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 M ] .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1122清史稿[ M ] .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1责任编辑:翁  飞2

)128)

学术界 2004. 1#学科前沿

1 1 2

1 2 2 5清史稿6卷一二四。

道光5云南铜志6卷七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