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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清代东钱作为一种极具特点的地域性货币，最早来源于明末“行钱之地”所

用的旧小实钱，其行用范围包含直隶东部 ２６县、奉天全境、吉林大部分地区、黑龙江、蒙古
以及山西部分地区。东钱称谓在民间形成较早，而官方称为“小数钱”。经过不断发展，东

钱最终确立了制钱１６５文左右兑换小数钱 １０００文的比价定制或惯例。从货币性质角度
看，东钱的表现形式多样，短陌形式的虚拟钱法、纸券形式的官私凭帖、纸币钱票等不仅并

存行用，还存在所谓制钱形式的“东钱”，需要仔细甄别和区分。

关键词：清代　东钱　地域货币　短陌　小数钱

［作者简介］　赵士第，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长春，１３００２４，邮箱：７０９１４５０６５＠ｑｑｃｏｍ。邱永志，江西财经大

学经济学院讲师，南昌，３３００１３。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转向‘白银时代’：元明货币流通体制的转型”（批准号：２０１９Ｔ１２０５６２）、中国博

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转向‘白银时代’：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的形成”（批准号：２０１８Ｍ６４０６０３）的阶段性成果。向给本

文提出宝贵修改意见的罗冬阳教授、彭凯翔教授、燕红忠教授及匿名审稿专家致谢。

①　参见彭凯翔《从交易到市场：传统中国民间经济脉络试探》，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７９—１９５页。

一、引言

众所周知，清代延续并发展了明中叶以来以银为核心记账体系的银钱货币结构，银钱各自具

有相对独立但不乏联系的流通领域，且各自具有多样化而富有结构性的流通特点。在国家力量

逐渐加强、市场需求不断扩大等背景下，铜钱流通历经两汉、唐宋繁荣阶段以及元明低谷后，在清

代又一次兴盛开来。清廷几近在全国范围内开炉铸钱，并以政府力量保障制钱的流通，铜政之严

密发达、制钱管理之严格、制钱投放量在康乾时期的猛增等俱体现了钱法复苏。不过，对于广阔

的疆域、日益扩大的市场而言，本身受币材制约的低值小额制钱供应量与市场需求的矛盾始终存

在。制钱供需矛盾的宏观背景使得中国铜钱独特的短陌流通方式再度大行其道，加之各地市场

上历代旧钱、私钱一直存在，与制钱形成补充或替代关系，更是衍生出有别于短陌的虚拟本位流

通方式，不仅呈现了清代货币史的复杂面向，更为我们理解清代市场和地域经济的特点提供

助益。

进而言之，清代一些制钱供给不足的地区开始以制钱为依托形成类似短陌的虚拟钱法，一直延

续至民国时期，地方政府财政收支、预算、核算等均受其影响。清初，北方制钱供给严重不足，民间为

了满足市场需求，便根据地区内的货币量，自发形成区域内行用的钱法，仅京师周边就出现了“京钱”

“宣钱”“东钱”“津钱”“滦钱”“保钱”等各色名目的地域货币形式，以弥补钱量短缺时货币的流动性

不足。清代铜钱体系的复兴及其在地域流通中呈现的稳态结构，反映着货币流通过程中深层的运行

机理，也展现了独具特点的货币结构嵌入并维持地域市场的过程。①故对于地域货币的考辨与探明，

诸如对颇具典型特征的“东钱”进行再考辨，便具有长足意义，对研究东北乃至华北区域的货币流通、

市场结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价值不言而喻。

目前学界对清代东钱的研究，无论是对其行用区域还是对其性质皆有不同的看法。就行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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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佐佐木正哉认为，东钱票来源于营口，在奉天也流通。① 山本进认为主要分布在奉天、吉林、黑

龙江、直隶北部（承德府、永平府、遵化州、宣化府）及京师周边（顺天府）。② 程鹏则认为，东钱流通于

直隶承德府部分、永平府、遵化州、顺天府、蒙古卓索图盟、奉天全省、伊通州、长春、长岭、农安等地。③

任玉雪、武洋则认为东钱是以奉天为中心，影响到直隶、吉林、蒙古等地。④ 就性质而言，则争议更多。

佐佐木正哉认为，东钱是以银为本位发行的一种钱票。⑤ 金古（ＦＨＨＫｉｎｇ）指出东北各都市流通的
钱为短陌。⑥ 山本进认为东钱是一种短陌钱。⑦ 黄鉴晖认为东钱是一种虚拟本位币，每吊为制钱 ３３０
文。⑧ 黄冕堂认为，东钱是一种流通于东北地区的小钱。⑨ 程鹏、石涛皆认为东钱表现形式不断变

化，且短陌、钱票、铸币有着先后顺序。瑏瑠 任玉雪、武洋则指出，东钱最早是小数钱，并首次系统梳理了

乾隆以降小数钱与制钱和银两的比价。瑏瑡 李真真同样认为东钱的存在形式多样、复杂。瑏瑢 上述研究

虽有借鉴意义，但有些问题尚需继续探讨，如东钱行用范围和行用区域出现的先后顺序、东钱的性质

以及东钱的来源等。本文将结合地方志、官方政书、上谕档、奏折等史料，以及民间交易契约文书、碑

刻资料，重新审视上述问题。倘有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教。

二、东钱的行用区域

东钱主要流通于东北、华北、蒙古等地方，但关于其具体的行用区域，文献描述与学者研究俱不

一致。《铁岭县志》载：“东钱乃关东单行之钱也……不行于他处，独行于京东永平府属及关东各地，

故曰东钱。”瑏瑣光绪《畿辅通志》载：“通州以东至山海关，以一百六十六为一千，名曰东钱。”瑏瑤光绪《滦

州志》载：“其用虚数始于宣化，终于奉省，西稍赢而东愈缩。”瑏瑥上述所载皆有差异且地域模糊，难辨

东钱具体行用区域。笔者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对之进行重新考订。

首先，黑龙江地区是否为东钱行用区域。《黑龙江省志》中提到黑龙江为“中钱”流通区，即 ５００
制钱合１吊市钱，瑏瑦不存在东钱流通。但据《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载，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黑
龙江将军寿山在辖区内调查时有如下记录：“胥皆使用小钱，有东钱、南钱各名目。”瑏瑧这说明东钱在

官方的津贴、薪酬中有所使用。又如《呼兰府志》载：“管带一员、帮带二员、哨官四、哨长五、什长二

十、正兵一百八十名，……每月津贴东钱一千八百八十八吊……”瑏瑨《巴彦州志辑略》载：“光绪三十一

年捕盗营每月津贴东钱一百二十吊。”瑏瑩由此看来，虽然黑龙江地区在清代使用 ５００文为 １吊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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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但其金属铸币主要来源于辽、吉及关内地区，①贸易过程中也会用到奉天、吉林等地的钱法，故而

黑龙江有些区域行用东钱亦在情理之中。

其次，山西亦有东钱使用痕迹，但已有的对东钱行用区域的探讨皆未言及山西。笔者查阅山西

民间文书与碑刻，东钱使用可见一斑。如大同府阳高县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德庆永钱铺入股信息：“金恒
德堂入佃资本小数钱（笔者注：东钱，下同）三千吊作为财股一份，桂积善堂入佃资本小数钱一千五百

吊作为财股五厘，阎古庆堂入佃资本小数钱三千吊作为财股一份。”②又如，大同府浑源县，光绪六年

《修缮千佛寺捐资芳名碑》中“捐产小数钱一百千文”；③平定州寿阳县，光绪二年《移修九江关帝庙碑

记》记载当地乡绅捐助修庙“大有公、大德顺各施东钱二十千文，德新恒、丰隆泰、兴聚成各施东钱拾

五千文，大庆玉、广长顺各施东钱十二千文。”④

最后，程鹏认为蒙古地区通行东钱区域仅为土默特左翼旗、右翼旗、东土默特及卓索图盟鹤鹰河

等处，⑤实则不然。据笔者查阅契约及档案，可进行如下补充：乾隆五年（１７４０）喀喇沁左翼旗有使用
东钱支付地租的契约；⑥哲里木盟及科尔沁左翼后旗嘉庆七年（１８０２）行垦务有使用东钱交租的情
形；⑦敖汉旗有使用东钱捐助的记录；⑧奈曼旗光绪十一年有使用东钱支付地租的记录；⑨归化城土默

特在光绪年间《财政开支清单》中有满钱（制钱）与当地市钱的兑换比价，也与东钱相似，且归化城土

默特文书中也有部分使用“市钱”（东钱）交易租赁土地、房屋的契约留存；瑏瑠昭乌达盟（今赤峰市）光

绪三十三年征收酒税使用东钱；瑏瑡呼伦贝尔盟境内亦有东钱行用的迹象。瑏瑢

为对东钱行用区域有整体了解，笔者将东北、华北、蒙古地区东钱行用区域整理并绘制成表 １至
表３，以及图１。
表 １ 东北地区东钱行用区域

地区

府、厅 州、县
出处

奉天府

盖平 民国《盖平县乡土志·田赋》

辽阳州 民国《辽阳县志》卷２０《财政志》

复州 民国《沈阳县志》卷５《财政》

金州厅
光绪十年九月十六日庆裕等奏报奉省会查各城牲畜税课酌拟章程事，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

史档案馆藏（除特殊说明外，以下清代档案均为该馆所藏），档号０４－０１－３５－０５６４－００４

铁岭 民国《铁岭县志》卷５《教育》

承德 民国《沈阳县志》卷４《教育》

抚顺 宣统《抚顺县志略·岁入岁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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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地区

府、厅 州、县
出处

奉天府

海城 宣统《海城县志·币制》

开原 民国《开原县志》卷５《田赋》

辽中 民国《辽中县志》卷２６《制衡》

本溪 《本溪税务志》编写组编：《本溪税务志·附录》，２００４年印行，第６１９页

锦州府

锦县 民国《锦县志略》卷１２《钱法》

广宁

绥中

光绪十年九月十六日庆裕等奏报奉省会查各城牲畜税课酌拟章程事，朱批奏折，档号０４－０１－

３５－０５６４－００４

义县 民国《义县志》卷７《财赋志》

宁远州 民国《兴城县志》卷７《实业》

锦西厅 民国《锦西县志》卷７《财政》

盘山厅 《奉天通志》卷１４６《税捐》

兴京府

通化 刘福德主编：《通化县志·金融》，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６３７页

怀仁 宣统《怀仁县志》卷４《建置》

辑安 民国《辑安县乡土志·田赋》

临江 《通化县税务志》第１编《税务则例·木水税则》，吉林省通化县税务局１９８４印行，第４９页

长白府
安图

抚松
宣统《长白汇征录》卷６《药品》

海龙府

东平

西丰
民国《海龙县志》卷７《财政》

西安 宣统《西安县志略·财计篇》

柳河 光绪《柳河县乡土志·政绩录》

昌图府

— 宣统《昌图府志·政治》

辽源州 《辽源市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编：《辽源市金融志·制钱》，１９９１年印行，第１５３页

奉化 光绪《奉化县志》卷１０《兵赋》

怀德 民国《续修怀德县志》卷６《商务》

康平 康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康平县志·金融》，东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５２３页

新民府

— 宣统《新民府志》卷４《财赋》

镇安 民国《黑山县志》卷８《货币》

彰武 宣统《彰武县志·货币》

洮南府

靖安

开通

安广

醴泉

镇东

吴笈孙：《督办赴洮南新城齐齐哈尔沿途日记》，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６页

凤凰直隶厅

安东 民国《安东县志》卷４《财政》

宽甸 宽甸县志编纂委员会：《宽甸县志·公德政碑》，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６８０页

岫岩 民国《岫岩县志》卷２《财政》

营口直隶厅 — 民国《奉天通志》卷１４６《税捐》

庄河直隶厅 — 《庄河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庄河县志·货币》，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６４９页

法库直隶厅 — 民国《法库厅乡土志·商务》

辉南直隶厅 — 民国《辉南县志》卷２《杂捐》

—

长春府

伊通州

农安

长岭

长春

光绪《吉林通志》卷４０《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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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地区

府、厅 州、县
出处

吉林府

永吉 民国《永吉县志》卷２１《食货志一》

吉林府
吉林省档案馆编：《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工业》（上），吉林省档案馆１９８４年内部发行，第

５６页

珲春协领
吉林省档案馆、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编：《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案选编》（上），吉林文史出

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９９页

黑龙江副都统辖区
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第

３２７页

呼兰府 民国《呼兰府志》卷８《武事略》

　　说明：此表是在程鹏《清代东钱考》（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２０１１年，第 １９—２８页）研究基础上进行的补充研究，范围包括奉天、吉林、黑龙江

地区。

表 ２ 华北地区东钱行用区域

地区

府、厅 州、县
出处

顺天府

顺义县 民国《顺义县志》卷１１《金融》

密云县
祝庆琪：《刑案汇览续增》卷１９“道光十一年邸抄”，《续修四库全书》第 ８６９册，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１１页

平谷县
北京市平谷区文化委员会编著：《平谷石刻·永远济贫放堂老会碑》，北京燕山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１３６页

三河县 民国《三河县志》卷１５《金融》

蓟州 民国《蓟县志》卷８《故事》

宝坻县 《清续文献通考》卷６《田赋考六·八旗田制》，《续修四库全书》第８１５册，第４８２页

安次县 民国《安次县志》卷２《差徭》

宁河县 《清德宗实录》卷１７５，光绪九年十二月丁巳，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４４４页

香河县
《清代碑税》，政协香河县委员会学习文史工作委员会编：《香河文史资料集存》第 ３辑，１９９１

年印行，第１６５页

昌平州１ 光绪《昌平州志》卷１《建置》

永清县 韦庆远等：《清代的旗地》（中），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０９２页

怀柔县
河北省实业厅视察处编：《河北省工商统计·商业类》“河北省各县钱法一览表”，天津德泰中

外印字馆１９３１年版，第２１０页

东安县
《小惠庄村经济文书》，潘晟藏，转引自李真真《也谈晚清直隶地区东钱性质问题———以河北

小惠庄经济文书为中心》，《中国钱币》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武清县
政协武清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清文史资料选辑》第 ４辑，１９９０年印行，

第１７９页

遵化直隶州

遵化州 乾隆《直隶遵化州志》卷７《赋役》

玉田县 光绪《玉田县志》卷１０《学校》

丰润县 光绪《丰润县志》卷３《仓储》

永平府

迁安县 民国《迁安县志》卷１０《学校》

抚宁县 光绪《抚宁县志》卷５《学校》

临榆县 光绪《临榆县志》卷１０《学校》

滦州 光绪《滦州志》卷１３《赋役》

卢龙县 民国《卢龙县志》卷９《金融》

昌黎县 民国《昌黎县志》卷４《行政志》

乐亭县 《清仁宗实录》卷１８３，嘉庆十二年七月甲寅，第４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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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地区

府、厅 州、县
出处

承德府
建昌 《清宣宗实录》卷３００，道光十七年八月辛亥，第６５９页

承德 《清会典事例》卷１６５《户部·丈量》，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版，第２册第１１０６页

山西省平定州 寿阳县 刘泽民、李玉明主编：《三晋石刻大全·移修九江关帝庙碑记》，第１８８页

山西省大同府
阳高县 《德庆永钱铺入股信息》，郭海主编：《阳高县志》，中国工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７８页

浑源县 刘泽民、李玉明主编：《三晋石刻大全·修缮千佛寺捐资芳名碑》，第６８７页

　　说明：此表是在程鹏《清代东钱考》（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２０１１年，第 ２９—３２页）研究基础上进行的补充研究。关于直隶地区，据河北省实业

厅视察处编《河北省工商统计》（第 ２１０页）统计：“满贯制钱流通区有 ３３处，京钱流通区为 ７９处，东钱流通区 １９处。”而表 ２中统计有 ２６处，二者统计

有所出入可能是由于有些县是多种钱法并用。

注：１昌平地区钱法有多种，参见民国《昌平州志·土地记第三下》。

表 ３ 蒙古地区东钱行用区域

地区 出处

归化城土默特
云广藏：《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第４册（中），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５、１１、３２６、３５８页

东土默特左翼旗、右翼旗 《清宣宗实录》卷８１，道光五年四月甲子，第３０６页

卓索图盟鹞鹰河 《清穆宗实录》卷７１，同治六年二月己亥，第４４０页

喀喇沁左翼旗 伪满地籍整理局：《锦热蒙地调查报告》，第２２６６页

科尔沁左翼后旗 忒莫勒、乌云格日勒编：《哲里木盟十旗调查书》，第５６—５８页

敖汉旗 敖汉旗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敖汉文史资料选辑》第１辑，第１２７页

昭乌达盟 赤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赤峰市志》，第１４７４页

奈曼旗 奈曼旗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奈曼旗文史资料》第３辑，第５３页

呼伦贝尔盟 刘立国编：《呼伦贝尔盟金融志》，第１７页

　　综上考述，就目前资料揭示，东钱行用于清代奉天省全境、吉林大部分地区、黑龙江部分地区、直
隶２６县、山西及蒙古部分地区。从图 １可见，东钱流通区域大多为京师以东，因此东钱的释义应为
“京师以东之钱”，不是“东北之钱”、“东省①之钱”或“关东之钱”。需要说明的是，图 １的山西部分
地区发现东钱行用的资料只有入股文书或捐资碑刻，不见方志税收及赋役的记载，其原因在于捐资

或入股等主体皆为商人。清代晋商手抄本《交易须知》中就有“第十八：使京钱、关东小钱、宣花府三

三钱俗法；第十九：零使关东小钱数目”的记录。② 笔者猜测山西地区行用东钱是晋商在直隶或东北

地区经商受当地市钱影响的缘故，但这并不影响东钱的定义为“京师以东之钱”。

关于东钱行用区域出现的时间顺序，学界亦有不同看法。程鹏依据方志记载，指出东钱最早流

通于直隶地区，《昌黎县志》载：“见在静安西庄河滩地二顷二十七亩，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入官，每年
租东钱四十千。”③《顺义县志》载：“雍乾后，使用东制钱，以九百七十五文做六吊，每吊实合一百六十

二文半，通常以十六文作一百，以三十二文或三十三文作二百，总以六十五文作四百。”④任玉雪、武洋

则通过奏折、题本等认为奉天小数钱（东钱）使用在乾隆初期，且以盛京为中心，辐射到与直隶、内蒙

古、吉林等相邻省份的交界地区。⑤ 同时指出程鹏虽然追溯“东钱”至康雍时期，但所引用方志多为

民国时期修撰，误差极大。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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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清代中期以后，时常将东北地区称为东省。参见刘红军《“东省”到底在哪里》，《红楼梦学刊》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山西省晋商文化基金会编：《交易须知》，三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６页。
民国《昌黎县志》卷４《行政志·公产》。
民国《顺义县志》卷１１《金融》。
任玉雪、武洋：《论清代奉天地区的市钱》，《清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图 １　清代东钱行用区域示意图

说明：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叶鹏依据复旦大学 ＣＨＧＩＳ１８２０相关数据绘制而成。

笔者查阅民间契约发现，东钱在清初直隶地区民间交易中多有呈现，如顺天府永清县在康熙三

十年支付地租，①雍正十年（１７３３）内务府庄头苏尔岱收租，②乐亭县内务府大粮庄头蔡董六乾隆二年
典当旗地。③ 直隶东钱在民间使用的时间较奉天更早，且应是先从直隶东部地区流通，随后传入奉

天，又以奉天为中心影响到蒙古、吉林等地。究其原因，因无直接史料反映，笔者推断因清代关内外

交易频繁，特别是关外的皮毛、人参、粮食等项与关内的商业往来，使得直隶东部接壤山海关的部分

州县钱法在交易中影响奉天，又因奉天清初时制钱缺乏，借鉴直隶这种“东钱”钱法反而可以维持市

场货币需求，因此使东钱在奉天大为流行。随着奉天地区经济活动的逐渐频繁，其东钱体系成为东

钱行用区最为完备者。

三、东钱与小数钱之关系

关于东钱与小数钱的关系，任玉雪、武洋认为：“东钱可能是对小数钱市钱体系的俗称”，并依据

户科题本指出乾隆四年小数钱是奉天地区赋税征收的货币单位。④ 但其并未体现小数钱与制钱的兑

换比例。据载，乾隆五年议准：“庄交纳苇税，向因割苇人交银不便，每银一两征小数钱六千六百文，

合制钱一千一百文。征足易银交库完款，兹应照户部所收奉天牛马税例，以小数钱六千文合制钱一

千文折银一两。”⑤可见，１６文制钱为小数钱１００文，确实与“东钱”相对应。而《清会典事例》记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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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韦庆远等：《清代的旗地》（中），第１０９２页。
孙嘉淦：《孙文定公奏疏》卷４《旗圈民房疏》，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５５辑 ５４１册，文海出版社 １９７３年版，第

２８０页。
韦庆远等：《清代的旗地》（下），第１４９３页。
任玉雪、武洋：《论清代奉天地区的市钱》，《清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清会典事例》卷９６２《盛京工部四·营造》，第１０册第９７８页。



初形成的奉天牛马税定例就是以小数钱为单位的，“凡旗民贸易牛马驼骡，计价一两，收税银三分。

驴每头，收小数钱七百文（以制钱三十三文为一百）”，①任玉雪、武洋认为“苇税的记载更为可信，３３
文制钱为小数钱１００并不符合乾隆时期的情况”。② 但据乾隆三十七年，奉天《裘日修等奏审拟庄头
姚麦子偷典官地情形折》载：“借过伊天德小数钱二百串，折实制钱系六十六串”③，即 ３３文制钱为小
数钱１００文，可见该兑换比例在乾隆中期仍存在。

最直接的证据，宣钱便是“以三百三十三为一千”，所以根据前引奉天牛马税兑换比率，宣钱也应

该是一种小数钱。另外，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谈到：“今京师钱以三十为陌，视梁之季年又少之

矣。”④由于此书写作时间跨度颇大，所述情形既可指明末，又可指清初，但经彭凯翔考证，此情况符合

清初之形势。⑤ 清初制钱缺乏，直到乾隆末期才逐渐好转，所以可以推测直隶地区清初小数钱与制钱

兑换比例有可能与清初奉天牛马税相似，即３０至３３文制钱为小数钱１００文。
可见，小数钱并不完全等于东钱，上文所提宣钱、三折钱等也能被称为小数钱。小数钱与制钱

的兑换比例也会随时间而变化。嘉庆八年朝鲜使臣徐长辅出使清朝，在《蓟山纪程》中载：“用银换

钱之法，随物价而轻重，今年则丁银一两换钱七两，细丝银一两换九两，钱一百六十文为一吊，此关

东钱法也，京城则以十两为一吊，又有京钱、大钱之别，大钱以十两为十两，京钱以五两为一吊。”⑥

可见嘉庆初关东地区确是 １６文制钱为东钱 １００文，并被广泛行用。任文根据乾嘉时期的户科题
本、朱批奏折等得出小数钱与制钱兑换比例为：“至乾隆五年，制钱 １６７文当小数钱 １０００文；至乾
隆五十九年，制钱 １６０文当小数钱 １０００文；在嘉庆五年，制钱 １６５文兑换小数钱 １０００文。”⑦以奉
天为例，可以考察小数钱与制钱的兑换比率：清初是 ３３０文制钱为小数钱 １０００文。到乾隆时期，
制钱１６７文当小数钱１０００文、３３０文制钱当小数钱１０００文、制钱１６０文当小数钱１０００文并存，而
乾隆末嘉庆初开始形成制钱 １６０至 １６５文兑换小数钱 １０００文的定制，并沿用至清末。⑧ 所以就奉
天而言，只有乾隆末到嘉庆开始形成制钱１６０至１６５文兑换小数钱１０００文的定制，才能被认定为是
东钱。

小数钱和东钱两种称谓出现的频率有明显的时代性。在乾隆、嘉庆初期，正式的官方上谕、⑨奏

折、瑏瑠题本等中多称小数钱，而不称东钱。到了嘉庆中期后，官方记录中则多称东钱。瑏瑡 以《清实录》

中的东钱记录而言，共有 ２７处。如嘉庆十二年乐亭县胥吏敛财东钱 ７４００余吊；瑏瑢道光元年（１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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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会典事例》卷２３４《户部八三·关税》，第３册第７５９页。
任玉雪、武洋：《论清代奉天地区的市钱》，《清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５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１８页。
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卷１１《短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６８页。
彭凯翔：《“京钱”考》，《江苏钱币》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徐长辅：《蓟山纪程》，林基中主编：《燕行录全集》第６６卷，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５８１页。
任玉雪、武洋：《论清代奉天地区的市钱》，《清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任玉雪、武洋《论清代奉天地区的市钱》（《清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 ４期）对光绪时期奉天小数钱兑换制钱比率做了统计，皆符

合东钱钱法。

《清穆宗实录》卷７７，同治二年八月己亥，第５７２页，载：“谕内阁、和润、德椿奏、清查仓库亏短各员。”
如嘉庆九年三月十二日盛京将军富俊等奏为会审锦县典史陈青得贿故纵科敛钱文等按律定拟事，朱批奏折，档号 ０４－０１－

０８－０１６３－０５７；嘉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盛京将军富俊等题为查明旗人沈佳文等名下因追入官典价小数钱文无项著追请豁事，户
科题本，档号０２－０１－０４－１８７３９－００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版）中有关奉天农业、财政部分
的奏折。

任玉雪、武洋《论清代奉天地区的市钱》（《清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４期）依据官方档案认为“东钱”最早出现于嘉庆八年。这种
观点值得商榷。从官方文献上看，清代“东钱”最早出现在嘉庆三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帝起居注》第３册“嘉庆三年十二
月十七日”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４０页）记载了提督

1

军统领衙门据建昌县乡长李大彬、牌头迟维的奏报，其中

提到：“呈控乡约葛彦禄、杨秉添等指差科派乡长向众铺户居民出东钱三千五百吊”，并非任文中所言的嘉庆八年。

《清仁宗实录》卷１８３，嘉庆十二年七月甲寅，第４１２页。



及道光五年蒙古地区讹诈东钱；①道光十七年直隶承德府建昌县讹诈东钱；②光绪时期用东钱支出费

用等。③ 可见，有关东钱的官方记录大多是在嘉庆以后，前引康熙时期民间契约文书中已有“东钱”

的称谓，说明该称谓应该是先出现于民间，后来政府征税逐渐习惯了这种民间形成的固定比价，即制

钱１６０至１６５文兑换１０００文小数钱的定制，使官方也多称东钱了。

四、清代东钱的来源

据前文所述，东钱使用记录在直隶明显早于关东地区，非关东首创。关于东钱的来源，学界尚未

进行深入研究但该问题在清代已有反映，如光绪《滦州志》称：东钱“俗传唐代征高丽时，刻扣军粮所

致，理或然欤，不可考矣。”④将东钱追溯至唐代，只能是一种猜测，并无证据。道光时，沈涛在《瑟榭

丛谈》中又将其追溯至明代：“京师用钱以五百为一千，名曰京钱；宣郡以三百三十三为一千，名曰宣

钱；通州以东至山海关以一百六十六为一千，名曰东钱。不知起于何时，相传前明兵饷不足，以故减

短之数，因地而异。”⑤沈涛试图以“前明兵饷不足”做解释，但无果。学者们通过考证也证实其不成

立。⑥ 笔者认为，将东钱钱法的形成追溯至明代的可能性是有的，这与明代的行钱区域有限、铜钱式

微、私钱泛滥等有关。

众所周知，明代的货币逐步转向以白银为主，铜钱流通并不多，甚至是唐宋以来铜钱流通最少的

朝代之一。明代铜钱的流通区块逐步分化为“行钱之地”和“不行钱之地”。“行钱之地”是指流通铜

钱的地带；不行钱之地是指几乎乃至于最后不流通铜钱的地带。“行钱之地”范围远远小于“不行钱

之地”，且“行钱之地”流通的铜钱种类多样、私钱问题突出。⑦ 明人谢肇膌曾言：“京师水衡日铸十余

万钱，所行不过北至卢龙，南至德州，方二千余里耳。”⑧可见在晚明，就北方来说，“行钱之地”范围南

到山东德州，北至卢龙县（永平府）。崇祯时期户部侍郎刘重庆言：“铸通宝，惟东过关宁，北过沿边，

南不越德州，西阻于山东，山东一省或行或不行。”⑨因此，辽东地区也是流通铜钱的。由此可见，明末

北方的“行钱之地”与清代东钱行用区有重合之处。

明代流通的实体铜钱，按照来源可分为三种：第一类是历史上留下来的，多是唐宋时期的“旧

钱”；第二类为明代官方所铸制钱；第三类为民间非法铸造的私钱。由于明代官方所铸制钱相当稀

少，货币政策屡乏后劲，市场力量日益壮大等因素，致使私钱泛滥。瑏瑠 １５世纪中叶以降，明代“行钱之
地”可谓进入了“私钱时代”。瑏瑡 到了天启崇祯年间，由于军事财政压力，官方大搞铜钱贬值政策，加

剧了私钱问题的严重性。瑏瑢 正如茅元仪所言：“私钱之广，百倍于官。”瑏瑣清代的东钱行用区在明末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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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宣宗实录》卷１９，道光元年六月壬辰，第３５６页；《清宣宗实录》卷８１，道光五年四月甲子，第３０６页。
《清宣宗实录》卷３００，道光十七年八月辛亥，第６５９页。
参见《清德宗实录》卷７２，光绪四年四月辛丑，第１１４页；卷１７５，光绪九年十二月丁巳，第４４４页；卷 ５０４，光绪二十八年八月

甲辰，第６５８页；卷５１０，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甲辰，第７２５页等。
光绪《滦州志》卷１８《外编·杂录》。
沈涛：《瑟榭丛谈》卷上，道光二十五年刻本，第１７—１８页。
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６９３页；彭凯翔《“京钱”考》，《江苏钱币》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邱永志：《论明代的行钱之地》，“明清时期的市场学术研讨会”论文，吉林长春，２０１８年。
谢肇膌：《五杂俎》卷１２《物部四》，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４８页。
嵇璜：《续文献通考》卷１１《钱币考·钱法侍郎刘重庆陈钱法五条》，《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７册，第６０ｂ—６１ａ页。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４５３页。
参见邱永志《国家“救市”与货币转型—明中叶国家货币制度领域与民间市场上的白银替代》，《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

６期。
参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ｖｏｎＧｌａｈｎ，Ｆ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ｆＦｏｒｔｕｎｅ：Ｍｏｎｅｙａｎｄ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１０００—１７００），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ａｎｄ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

Ｕｎ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ｐ１７３－１９６；郑永昌：《明末清初的银贵钱贱现象与相关政治经济思想》，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
所１９９４年印行，第４５—１０１页。

茅元仪：《石民四十集》卷７《冒言上·钱法》，《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３８６册，第１４３页。



通的多是私钱，如嵇璜所言：“河以北则纯用杂假钱，河以南则纯用古钱。”①而毗邻北直隶的山东成

为了私钱产出区。顺治时期山东偷铸小钱，牟取暴利，比明末更甚。山东道御史余司仁于顺治十八

年（１６６１）上疏：“禁止私铸及明季废钱，立法甚严，但从前小钱、废钱积聚民间者不可胜数。今止禁搀
和行使，而未讲求收买变通之方。请于京师并直隶各省地方立法收买，俾民无所行使，则私铸废钱自

息。”②山东大量私铸小钱，且向外输出，流通于京师、直隶等地。③ 康熙时期山东私铸小钱则更甚，康

熙四十五年上谕曰：“谕大学士等，山东长山县周村一带俱开炉私铸，巡抚赵世显不禁不捕，乃奏请鼓

铸大钱。若不禁私铸而铸大钱，则大钱重、小钱轻，小民必思射利毁大钱而铸小钱，是大不利于地方

矣。今山东奸民铸小钱者甚多，或地方官图利，与之同事，亦未可知。”④

因为明末清初的白银危机，清初的奉天地区仍使用铜钱作为货币。康熙三十六年十一月，康熙

往盛京拜谒祖陵时曾谕户部：“朕顷谒陵时见用小钱者甚众，所换之数亦多旧钱，及两局之钱使用者

少，此实非益民之事也。今岁田禾大有而米价仍贵，询之土人，皆云钱贱所以米贵。又问小钱从何而

来，皆云由山东来者多。”⑤可见，康熙时期关东地区流行的多为山东小钱。因明末关宁地区就是行钱

区，加之顺治、康熙时期又不断从山东输送小钱，奉天的小钱数量也逐渐增加，直到清中期，小钱依然

在奉天流通。乾隆三十七年，盛京工部侍郎雅德博卿额上奏所言小钱“历久积聚流通使用”，⑥便是

很好的证明。民国时期候树彤通过调查也提到：“三省金融界特征之一为硬币缺乏，盖三省境内，原

无铜银之产，市面流通之少数现货，什九皆远自关内流播而来。”⑦所以清初奉天流通的钱极有可能是

明末、顺治、康熙初期山东铸造的小旧实钱。

小旧实钱的成色差、重量轻，交换价值低。明中期小钱两文、三文、四文当制钱一文使用，到明末

时，则更甚。宋应升提到：“以臣所闻见，诸省直用钱，其银钱相权也。则有以钱五六文当银一分者，

有以钱十文当银一分者，甚有以十五六文、十七八文当银一分者，其新旧杂行也，则有专用青钱、黄钱

者，有兼用杂钱者，甚有用唐宋古钱，至窳烂不成样而亦用之者，淆乱若此，岂圣朝能同九域之文，而

不能同一钱之文。”⑧如果按银１分为制钱１文的话，可见明末小钱二、三、四、五、六、十、十五、十六、
十七、十八文不同的小钱质量只能当制钱 １文来行使。由于明末至清初以来，直隶、辽东多用私钱，
这种使用低钱的习惯在民间交易中流行，后演变为类似于“京钱”“宣钱”“东钱”以少数制钱充当大

数目钱的虚拟钱法。东钱行用区域正是制钱最缺乏区，比起京师附近５００文为１吊、宣化地区３３０文
为１吊，只有１６０至１６６文不等为１吊。这些数目的不同，正如彭凯翔所言“恰与制钱获取的难易、小
钱（私钱）生存空间的大小相符”，⑨这也说明东钱钱法与小旧实钱有对应关系，而前引黄冕堂认为东

钱是一种流通于东北地区的小钱，是有道理可循的。

五、东钱的性质

关于清代东钱的性质，代表性观点包括兑换钱票说、短陌钱说、虚拟本位币说、东北地区通行小

钱说、表现形式多样说等。瑏瑠 这些探讨各有根据，但并不全面，有些并不符合清代各地区各时期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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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璜：《续文献通考》卷１１《钱币考·钱法侍郎刘重庆陈钱法五条》，第６１ａ页。
《清圣祖实录》卷５，顺治十八年十二月癸亥，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００页。
彭凯翔《“京钱”考》（《江苏钱币》２０１３年第２期）一文认为“京钱”与山东小钱有密切联系。
《清圣祖实录》卷２２７，康熙四十五年十月辛亥，第２７６页。
《清圣祖实录》卷１８６，康熙三十六年十一月丙戌，第９８４页。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盛京工部侍郎雅德奏请暂缓收买奉天地方小钱事，朱批奏折，档号０４－０１－３５－１２８２－０２７。
候树彤：《东三省金融概论》，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印行，第３６页。
宋应升：《方玉堂集》文稿卷９《代拟疏稿》，《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１６５册，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０９页。
彭凯翔：《从交易到市场：传统中国民间经济脉络试探》，第１９４页。
持兑换钱票说的有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持短陌钱说的有日本学者山本进和中国学者卫挺生、魏建猷、张宁等；持虚拟本位

币说的代表有黄鉴晖；持清代东北地区小钱说的有黄冕堂；持表现形式多样说的有程鹏、石涛、李真真、任玉雪等。



使用情况，虽都有“东钱”之称，但内在机制却有不同。事实上，前辈学者忽视了不同形式东钱之间的

内在关系及演变逻辑，需再次进行探讨。

（一）虚拟形式的东钱

东钱来源于旧小实钱，随着货币、市场体系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一种虚拟钱法，①并固定下来。前

文所说的“小数钱”是从东钱角度看制钱；而从制钱角度看东钱，则被视为“短陌”，然本质是一样的。

短陌对应足陌，足陌是指每贯十足支付一千文，指实足支付。而短陌是不足百数之钱文当百钱使用。

形成短陌的原因有两种，一是货币紧张，二是民间的使用习惯。② 奉天、直隶东部等地行用东钱，清前

期是由于制钱短缺而为了满足市场不得不用低钱，而清晚期民众甚至政府已经习惯了这种钱法，即

使制钱充足也未废除虚拟东钱。

直隶以及奉天的方志中对于虚拟东钱的记载很清楚。《兴城县志》载：“市面通行向以制钱为本

位。用法以十六枚为一百，以一百六十枚为一吊，亦曰一千。”③《卢龙县志》载：“境内习惯使用九十

六东钱。以前以制钱百六十文为吊，今则以铜元币十六枚为吊。”④《锦西县志》载：“东钱即以一百六

十文为吊之现钱。”⑤清代的笔记、日记以及奏疏中亦反映虚拟钱法及其与制钱兑换的比率。咸同

时期，福格《听雨丛谈》载：“今都中无以三十文为百之说，率以制钱五十文谓之京钱一百，以四十九

文谓之九八钱一百。讲说钱数，自一文至十一文，皆按制钱言；由十一文再加一文，则按京钱言，曰

二十四文，相沿通行，殊不为异。又京城东北抵于山海关之外，皆以制钱十六文为百，以一百六十五

文为一千文，名曰东钱，尤为异矣。”⑥李鸿章曾于光绪十年对直隶钱法有过反映：“惟内有京钱、东

钱、固票、当十钱之别，京钱每千合制钱五百文，东钱每千合制钱一百六十五文，固票每千合制钱二百

文，当十钱每千合制钱一百文。”⑦另外，《清仁宗实录》载，嘉庆十一年，“每张索纸笔费东钱二百，核

制钱三十三文”，⑧可算出制钱１６５文当东钱１０００文；光绪《畿辅通志》中认为制钱 １６６文兑换东钱

１０００文；⑨《顺义县志》载制钱１６２５文兑换东钱１０００文；瑏瑠《滦州志》载１６３文兑换东钱１０００文；瑏瑡

程鹏统计有部分地区为制钱 １６４文兑换东钱 １０００文。瑏瑢 综上可见，制钱 １６５文左右，皆可为东钱

一吊。

东钱兑换制钱的比例各地有所差别。奉天地区东钱换算最为标准，按照东北流传的《东钱文》：

“一成二、二成三、三成五、四成六、五成八、六成十、七成十一、八成十三、九成十四、十成十六、当陌百

文花。”瑏瑣彭凯翔对之解释为：东钱“先按每成制钱二枚计算，再打八折，最后四舍五入”。瑏瑤 这也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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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凯翔认为，京钱、东钱称为短陌钱虽也可以，但应看到其与一般短陌钱有本质区别，因为一般短陌钱的货币本位是相同

的；而京钱、东钱是以某种虚拟的低值货币为本位，流通的却是官方制钱。参见彭凯翔《从交易到市场：传统中国民间经济脉络试

探》，第１８０页。本文采纳上述观点，不称短陌。
傅立民、贺名仑主编：《中国商业文化大辞典》，中国发展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７５２页。
民国《兴城县志》卷７《实业》。
民国《卢龙县志》卷９《金融》。
民国《锦西县志》卷２《人事·商业》。
福格：《听雨丛谈》卷７，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５１页。
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５１《遵停永定交土章程折》，《续修四库全书》第５０７册，第６５３页。
《清仁宗实录》卷１６２，嘉庆十一年六月甲申，第１０１页。
光绪《畿辅通志》卷１０２《经政九·钱币》。
民国《顺义县志》卷１１《金融》。
光绪《滦州志》卷１８《外编·杂录》。
程鹏：《清代东钱考》，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２０１１年，第３７页。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编：《辽宁省志·金融志上》，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１３页。
彭凯翔：《从交易到市场：传统中国民间经济脉络试探》，第１８８页。



了东钱被称为“八二钱、八十钱”的缘故。① 笔者将《东三省私帖调查记》中有关标准东钱钱法的记

载，制于表４。
表 ４ 标准东钱兑制钱对照表 单位：文、个

东钱 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九十 一百 二百 三百 四百 五百 六百 七百 八百 九百 一千

名称 一成 二成 三成 四成 五成 六成 七成 八成 九成 一陌 二陌 三陌 四陌 五陌 六陌 七陌 八陌 九陌 十陌

制钱 二 三 五 六 八 十 十一 十三 十四 十六 三二 四八 六四 八十 九六 一一二一二八一四四一六

　　资料来源：静如：《东三省私帖调查记（二）》，《银行周报》第 １３卷第 ９期（１９２９年）。

可见，所谓“虚拟形式的东钱”是以制钱与东钱的相对存在为前提的，缺少其中任何一方，这一概

念即不能存在。在制钱与东钱的相对存在中，制钱是标准货币、上位货币，东钱则是非标、下位货币。

清中期制钱与东钱的比率固定在１６５文左右兑１０００文，这个兑换比率固定下来后，东钱发展为一种
虚拟货币，它必须通过与制钱兑换才能体现其货币价值，这种情况从清前中期在奉天、直隶等部分地

区一直持续至民国法币改革之前，是贯穿整个清代的，所以如前人所述短陌东钱的实质是以制钱为

本位币的一种虚拟钱法。

（二）私帖形式的东钱

既然虚拟东钱是以制钱为本位币的，但东北地区制钱不足，为维持货币流通，于是私帖应运而

生。私帖是由民间钱庄、银号、当铺、商号、商会等非官方机构或个人发行，并能够在一定区域范围内

流通的信用纸券。一般说来，私帖的流通范围多在发票者所在地，但是也存在跨地区流通的现象。

私帖形式的东钱主要流通在奉天、吉林，直隶原东钱行用区也有流通，这些地区中私帖最早出现在奉

天。关于奉天私帖出现的时间，从史料记载看，道光十六年，盛京将军奕经报告盖平钱票积弊：“禀称

2

得恒记、永记、东来、天德、天兴、五家钱铺，广出虚票。收买银货盈千万，互相磨兑，不付现钱。不

但本地商民窘困，延及帕岩、熊岳、复州、金州等处铺户商民，亦深受其累。”②但实际上，私帖应该在清

初就已出现，且早于乾隆时期。民国《东三省私帖之沿革》中称：“当满洲开发之初，便有此项纸币流

通。”③据此可以推断，东北制钱缺乏时，民间商铺或金融机构便自行发行凭帖维持市场运转，只是此

私帖与东钱兑换制钱的比例是否对应已不得而知。随着东北经济的发展，原有制钱已经不能满足市

场需求，“周转始由当地富商如公议店当铺之属印刷纸币通融市面，名曰凭帖。”④其以制钱为准备

金。但准备金实际上远远低于发行量，即私帖数量 ２０％的金属币就可以应对。⑤ 王凤杰、曲晓范认
为私帖有利可图，加之地方的“保护”、贱金属币效应以及货币保有量不足等原因致使私帖大发，⑥且

皆以当时的市钱（即东钱）为单位。清末时奉天省部分私帖面值，参见表５。
表 ５ 清末奉天省部分私帖面值

地点 面值 出处

奉天
六百文、一吊二百文、一吊八百文、二吊四百

文、三吊文、九吊文、十八吊文

辽阳
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吊文、二

吊文、十吊文、三十五吊文

静如：《东三省私帖调查记（二）》，《银行周报》第 １３卷第 ９期

（１９２９年）

锦西 一吊到二十吊不等 《锦西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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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民国《海城县志》卷７《实业》载：“东钱以铜钱十六文为一百，百六十四文为一吊，曰八二钱。营口以一百六十文为一吊，曰
八十钱。”

道光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盛京将军奕经等奏为查办盖平县钱票积弊并牵涉职官赃款事，军机处录副，档号０３－３９７５－０１８。
《东三省私帖之沿革》，《银行周报》第９卷第１３期（１９２５年）。
民国《兴城县志》卷７《实业》。
戴建兵：《中国钱票》，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版，第４５页。
王凤杰、曲晓范：《清末民初东北私帖述论》，《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刚开始发行的私帖还有一定的信用，其优点也常被称赞。首先，满足了市场需求，“奉省向无鼓
铸，制钱缺乏，由当业刷印纸券，开写钱数，号为凭帖，市面通融胥赖乎。”①其次，较为方便，如锦帖，

“帖到付钱，随时皆可兑现”，②“辽中县以商号凭帖为纸币，纸币之行使处则颇感便利”。③ 再次，信

用度高的私帖流通区域较广，“同时发行之纸币，其通行最远东至沈阳，西至山海关，信用最著，当以

锦帖为首屈一指”。④

综上可知，私帖东钱的本质与短陌东钱大同小异，都是靠和制钱兑换行使价值尺度，但私帖不能

作为一种实体信用纸币进行流通。

（三）制钱形式的“东钱”

东钱是否有铸币形式，及其出现的时间、地点等，学界也有不同看法。前引如山本进等皆认为东

钱只是短陌，而程鹏、石涛、李真真皆认为东钱有铸币形式，是一种金属货币，而不是以制钱为本位作

价值尺度的钱法。关于出现的时间，程鹏、石涛认为光绪二十五年奉天开炉为铸币东钱的开始。⑤ 李

真真认为嘉庆时期小惠庄村文书就已出现铸币东钱，征引《刑案汇览续增》卷 １９“景运保声言不用，
拿下硬取东钱一吊”来证明有铸币存在，同时指出，“在咸丰之后，还出现‘二八东市钱’，这种钱法的

使用是以东钱为本位币的，‘以东钱四百八十三文作一吊’。东钱是实实在在的货币，是作为实货币

出现在流通市场的。”⑥铸币东钱是否脱离东钱钱法？直隶是否有东钱铸币形式？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盛京将军裕禄奏称：“前开写钱票各铺户，因现钱日见缺乏，难于应付”，请开

炉铸钱。⑦ 这是由于私帖信用度低，印发较为便利，缺乏监督，以至于大多民间金融组织以此牟取暴

利。因数量激增，私帖不能兑换对应的制钱。私帖大发，造成物价飞涨，引起恐慌，甚至引发了清廷

对凭帖存废的争论。⑧ 光绪二十五年奉天已开始铸钱，⑨盛京将军增祺奏称：“铸钱文拟以五分为率，

铜铅各半，使销毁者无利可图，然后严其盗铸、贩运之禁。俾与银圆、钱帖相辅周转……天津招至匠

工，开炉试铸，共炉两盘，每日可出东钱一千六百余吊，现已铸出三万余吊，查看钱式，虽不及机器所

造之精，亦无脆薄模糊等弊，试在市面行使，商民尚称便利。”瑏瑠

上述材料证明光绪朝奉天铸钱为五分东钱，直径为 １９９ｍｍ，即光绪通宝制钱。据载，光绪十三
年到光绪二十五年间，各省大力鼓铸一钱、八分、七分、六分、五分不等的小制钱投放市场，使得市面

上的制钱严重变劣。瑏瑡 王宏斌认为，光绪朝的制钱质量变小，实际重量只有五分左右，与雍正、乾隆年

间的一钱二分标准制钱相比，重量下降了 ５０％左右。瑏瑢 全国各钱局的制钱都难达到一钱二分的标
准，部分官局铸钱重量多在七分至八分五厘之间。参见表６。

可见在铜价高昂时期，各省钱局为减少成本只得减轻制钱重量，不过奉天重量最轻，只为五

分，所以奉天铸的五分东钱就是所谓“小制钱”。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奉天官报》公布规定衡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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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锦县志略》卷１２《实业·钱法》。
民国《锦西县志》卷２《人事·商业》。
民国《辽中县志》第４编《商业·币制》。
民国《兴城县志》卷７《实业·钱法》。
程鹏：《清代东钱考》，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２０１１年，第 １４页；石涛：《清代东钱新考》，《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李真真：《也谈晚清直隶地区东钱性质问题———以河北小惠庄经济文书为中心》，《中国钱币》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奏为现钱短绌拟官筹设局并由库储提拨银两作钱票资本事，附片，档号０３－９５３１－０１５。
参见戴建兵《中国钱票》，第２页。
奉天在顺治时期就曾试铸“顺治通宝”但因为铜质差、材料不足而停止，并未流通，姑且不论。

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奏报奉天变通试铸钱文事，朱批奏折，档号０４－０１－３５－１３７５－０４９。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１辑《清政府统治时期》（下），中华书局 １９６４年版，

第５７９—５８３页。
王宏斌：《清代价值尺度：货币比价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６２页。



东钱 １６０枚合价１０００文（１吊），①结合表４可以得出，制钱形式的东钱１６０枚合价１０００文（１吊）东
钱，可见此处的“东钱”与虚拟钱法中的制钱一致，都是１６０枚（文）为１吊市钱，只不过此制钱是奉天所
铸，而非外地所运，所以制钱形式的东钱与虚拟钱法的东钱不能混为一谈。虽名东钱，此处的东钱已非

前述“京师以东之钱”（即虚拟东钱形式），而应该解释为“东省所铸之钱”（即光绪朝制钱实体）。

表 ６ １８８７—１９００年间各省铸造制钱重量情况一览表

年份 机构 重量 年份 机构 重量

１８８７ 宝福局 八分五厘 １８９６ 江宁局 七分

１８８７ 宝吉局 八分 １８９８ 宝川局 八分

１８９０ 宝广局 八分 １８９８ 机器局 七分

１８９５ 机器局 八分 １８９９ 宝苏局 七分

１８９６ 制造局 七分 １９００ 宝晋局 七分四厘

　　资料来源：据王宏斌《清代价值尺度 －货币比价研究》（第 ３５６页）相关内容统计。

关于直隶地区有无铸币东钱，尚未见直接材料。民国《顺义县志》载：“咸丰三年之后，……一时

私铸鹅眼薄砂层山掺使，时禁时开，白河东岸村镇遂演出一种二八东市钱，以东钱八百四十三文作一

吊，实合一百三十七文。”②其中，二八东市钱其实就是一种地方私铸的恶劣小钱，跟铸币东钱无关，

“以东钱八百四十三文作一吊”仍是在实行短陌钱法；再如“拿下硬取东钱一吊”这一所谓证据，应该

指１６０文制钱串在一起为东钱一吊，还是指虚拟东钱，而非铸币。清末小说《儿女英雄传》中也有类
似说法，“吃了他一顿素饭，临走我拿了两挂儿东钱，合六百六十六个京钱。”③可见其是在行使价值

尺度。另外，小惠庄清代属东安县，也不存在铸币东钱，贺葆真在光绪二十八年游历直隶时曾言：“自

入正定境，其用钱即以实数计，……东安、武清等处以百七十有五为一千，曰东钱，而制钱、京钱又于

每百文往往损其一二，递减至三四不止，而以九九、九八、九六、九四等为。”④可见东安行用的铸币东

钱还是以制钱为依托的一种虚拟钱法。

综上可见，所谓铸币东钱不过是东省铸的制钱而已，是在奉天现钱不足情况下，为满足市场需

求，开炉铸制钱，维持市场流通，可以说虚拟东钱没有变成铸币。

（四）官帖形式的东钱

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致使交通堵塞，奉天的制钱难于从他处取得，出现前所未有的钱荒。盛京

将军裕禄奏称：“前开写钱票各铺户，因现钱日见缺乏，难以应付，均不敢开写钱票，以致市面愈形壅

滞，贫民日用异常艰窘。”为此，以盛京户部所存官银为准备金，开设官局开写零星小票，方便市场流

通，⑤即最早的华丰官帖。经统计，发行官帖东钱共计一千二百一十三万八千。⑥ 光绪二十二年，盛

京将军依克唐阿整顿钱法，裁撤官帖局，收回库款银８万余两，⑦但此时私帖又滥发，为此依克唐阿设
立华盛官钱局，继承并改革了华丰官帖，即华盛官帖。到光绪三十一年，盛京将军增祺验收华盛官帖

３７５６５万吊，收回官帖３２４２９万吊，余５１３６万吊的商业贷款未还，致使华盛官帖停用。⑧ 此外还有
存在时间较短、影响力较小的辽阳卫襄官帖、公议商局官帖等。⑨ 上述所言皆是官方钱局发行，以制

钱为本位，以东钱为计价单位，区别于私人商号的凭帖，可称之为官帖形式的东钱。

·３８·

清代“东钱”问题再探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奉天财政厅：《奉天官报》，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民国《顺义县志》卷１１《金融》。
文康：《儿女英雄传》第７回《探地穴辛勤怜弱女　摘鬼脸谈笑馘淫娃》，光绪四年京都聚珍堂活字印本，第１４５页。
贺葆真：《贺葆真日记·日记十三》，《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１辑，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７９页。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奏为现钱短绌拟官筹设局并由库储提拨银两作钱票资本事，附片，档号０３－９５３１－０１５。
《依克唐阿奏设华盛官钱局并开帖行使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１１辑，中华书局 １９８４年版，第

２１９页。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编：《辽宁省志·金融志》，第１２９页。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五日盛京将军增祺奏陈奉天清理官钱局帖情形事，朱批奏折，档号０４－０１－３５－１３７７－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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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官银号钱票形式的东钱

即使奉天发行官帖及铸钱，仍难以遏制私帖滥发。因此清政府试图以钱票收回官帖、代替私帖，

光绪三十一年盛京将军赵尔巽为抵制外币和私帖，统一币制，以银为本位、以吊为单位发行的流通实

体信用纸币，由奉天官银号发行，上海石印局印制，面值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五、

二十、二十五、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一百吊不等，直到民国十三年（１９２４）被收缴禁止流通，①

这便是纸钞东钱票。纸钞东钱票是以银为本位，以市钱（东钱）为单位，其出现时间最晚。在笔者看

来，纸钞东钱票不同于官帖和私帖。② 官、私帖是凭帖兑换制钱来行使，可以定义为现代意义上的汇

票和支票。但纸钞东钱票可以直接行使货币支付的职能，不需要进行兑换。纸钞东钱票是在市场上

东省铸钱不足的情况下发行的纸币，从而代铸币行使流通功能，是名副其实的纸币，是有政府保障的

信用货币，已不再像私帖或官帖一样依托兑换制钱行使货币职能。

综上可知，东钱起初与直隶、东北明末清初的小旧实钱相对应，后来依托制钱为本位，形成一种

虚拟钱法。在东北制钱量难以满足的情况下，东钱私帖开始出现，为遏制私帖滥发，政府又发行官帖

加以遏制。为增加现钱供应量，奉天开炉铸钱，所以又出现了制钱形式的“东钱”。赵尔巽为了统一

币制，发行东钱票纸币，回归银本位。可见，从清初到清末，虚拟东钱这种市钱的计算方法没有消失，

也没有被取代，清代东钱表现形式多样，性质并不唯一。

六、结语

在清代，由明代中后叶发展而来的银钱货币结构，在政府力量上升与市场经济扩大的背景下具

有了不同以往的流通特点。黑田明伸认为，１６至 １７世纪初是白银渗透上层的过程，１７世纪后半叶
是白银渗透下层的过程，并形成“一体性高而不稳定”之特征；１８世纪后期是铜钱渗透下层的过程，
形成“一体性低而稳定”的特点。③ 更进一步，彭凯翔从流通实态角度对货币的多样性及其内在运行

机制进行揭橥：表面上，地域市场上虽存在着铜钱短陌、虚实相参以及多种货币并用的“紊乱”现象，

但是比价不一的短陌钱法以及虚拟货币制度却能够通过自发改变比价关系达到以虚御实的效果，不

仅节约交易成本，也形成了一种富有弹性的货币结构，适时地应对经济波动与货币供给不足等问题，

维持着市场秩序的某种稳定状态。④ 而东钱恰恰是清代行用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域货币，反映了

地方市场内生货币的供给能力及其与国家货币体制的融洽。

东钱的来源可追溯至原明代“行钱之地”使用小旧实钱，在清初制钱缺乏的情况下，尤其奉天地

区多使用遗留下来的小钱，而清代东钱最早也是与之相关联。东钱是民间的一种称谓，在官方则将

类似此种的低钱称为“小数钱”，后在清中期逐渐固定成制钱 １６５文左右为 １吊的定制后，官方受民
间的影响也称“东钱”。东钱表现形式多样，从小旧实钱脱钩后，成为一种以制钱为本位的虚拟钱法，

且成为东钱行用区的习惯；在制钱缺乏难以维持市场的情况下，民间金融机构印刷凭帖，这便是私帖

形式的东钱；为弥补市场制钱不足，光绪时期官方发行官帖，是为官帖形式的东钱；奉天宝奉局开炉

铸造五分光绪通宝制钱，是为制钱形式的“东钱”；赵尔巽统治奉天时为统一币制、遏制私帖，设置奉

天官银号，以银为本位发行了东钱票纸币，与铸币一同行使流通功能，这便是纸币形式的东钱。早期

在制钱缺乏的情形下，民间自发形成虚拟东钱习惯，同时又出现了私帖这一载体弥补现钱不足。官

府为补充现钱而铸制钱和行官帖，但并未取代私帖。最后为了遏制私帖的滥发，发行钱票回归银本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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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涛《清代东钱新考》（《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３期）曾指出东钱票分为私帖和官帖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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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无论官民，都是为了维护东钱这一市钱体系，方便地域市场上的流通和民间交易。直到民国时

期这种“东钱”地域习惯钱法也没有被消除，所以东钱是从小钱脱钩之后，虚拟东钱、东钱私、官帖、东

钱票并存发展，从虚到实没有被互相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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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英国工业化时期土地流动与经营的新视角

郭爱民教授的新作《多视角透析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土地流动与经营》已由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出版。

该书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多重视角，全面考察了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土地流动和经营问题，是作者研究

工业化时期英国土地问题近十余年的成果，读后颇有启示。

全书由四个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作者介绍了国际和国内学者关于工业化时期英国土地问题的动态研

究状况，肯定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突出贡献，进一步发掘出前人研究有待发展之处，确立了本书的切入点。在

第二部分，作者选择圈地运动、资本与市场、社会心态、血亲关系四个专题，解读了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土地流动。

在第三部分，作者选择自耕农、土地代理制、租佃关系、份田运动四个专题，讨论了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土地经营。

在第四部分，作者选择工业化时期前后两阶段，量化了常年下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并利用经济结构转变数学表

达式，分析了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土地流动与经营、产业分工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该书结合西方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在社会心态与土地流动、血亲关系与土地流动、土地代理制、份田运动等

问题的研究上，填补了国内学界的空白。同时，在圈地运动、自耕农、租佃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方面，向国内学界的传

统论断提出了挑战。比如，关于自耕农问题，国内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到 １９世纪晚期，英国自耕农基本消失了。

该书采用分段研究的方法，通过详实的史料表明，１６６０—１７８０年，自耕农在数量上呈现衰退状态；１７８０—１８３２年，

自耕农数量激增；１９世纪中期至晚期，自耕农数量稳定增长；并通过量化自耕农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和社会劳动生

产劳动效率动态数量的方法，比较前者低于还是高于后者，进一步分析自耕农动态变化和数量增加的根本原因。

在研究的过程中，该书运用了社会心理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模型分析法、计量等方法，拓展了历史学的研

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是国内学界进行欧洲经济史研究和教学的必备参考书目，且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也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魏明孔）

·５８·

清代“东钱”问题再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