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史话
“飞钱”的 产生与消亡

翁礼华

唐 朝宪 宗 时 期（公 元 806—820

年），由于佛教鼎盛，铜多用于铸佛像，

社会流通的铜钱日益减少，出现铜币

升值、物价下跌的“钱重货轻”现象（现

代金融业称此种现象为通货紧缩），各

州县迫于当地的货币流通需要，只好

禁止携带铜钱出境。同时，为了解决笨

重的金属货币不便于长途携运且不安

全的问题，以及适应商业资金周转、

划拨快捷的客观需要，出现了代客户

做异地汇兑的业务，称为“飞钱”。“飞

钱”的存取办法是：商人到长安，把经

商所得的钱币存放在各道节度使、观

察使驻京办事机构——诸道进奏院（相

当于现代各省、市、自治区驻京办事

处）或者富裕的文武官僚家中，然后取

出一种牒券，这种牒券分为两半，一半

由寄钱的商人收存，一半由收取钱币的

进奏院或私家寄往本道或外地相关机

构或人家，商人便可以轻装上路，到

了取款地点，合券核对无误，即可如

数取回自己的钱款。显然，“飞钱”就是

我国最早出现的一种汇兑方法。
“飞钱”自产生之后，就因其安全

与方便深受商人、旅客所喜爱，故又

被唐人称为“便换”。唐后期，朝廷为

适应经济发展的历史性需要，指令中

央政府设置在地方上的财税征管机构

如度支巡院、盐铁巡院开展为商人“便

换”的附营业务。这些商人主要是奔波

于南北方之间从事大宗茶叶交易的茶

商，所以，在唐宪宗年间的官方文书特

别提到“茶商等公私便换”。由此可见，

“飞钱”之所以在唐后期出现并被政府

推广，其深层原因乃在于贸易的发展。

至于国家财税机构，则是我国最早从

事官方金融汇兑业务的“国家银行”。

北宋初期的主币是铜钱，为了方便

商人，政府“取唐朝故事，许民入钱京

师，于诸州便换”。开始是由中央财政

部门兼营，到开宝三年（公元 970年），

宋太祖鉴于经手官吏私自扣减换钱数

量（即提取手续费过高，系古代的一种

乱收费表现形式），引起商人不满，下

令专设“便钱务”作为专门经营“便换”

活动的机构，“令商人入钱者，诣务陈

牒，即日辇至左藏库（国家金库），给以

券”。又通告商人一旦持券来，必须立

即如数付钱，不得耽搁。宋真宗天禧

末年（公元 1021年）的汇兑额达300万

贯之巨。受唐代“飞钱”的启发，宋代

在盐、茶专卖中普遍使用“交引”之类

的有价证券。以盐为例，当商人要向政

府批发盐去经销时，或者直接在京师

缴纳现钱称为“交引”或“交钞”的文券，

再持文券到产盐地取盐，或者按照官

方规定“入中”，即把粮草等物品运送

指定地点（通常是边境军事要塞），由

政府以较为优惠的价格发给“盐引”（亦

称盐钞）作为凭证，商人再持“盐引”到

产盐地换取等价的盐。总之，商人是在

一地缴纳钱物，而在另一地领取等价

的盐茶的，这种“盐引”或者“茶引”也

是异地汇兑的一种形式。同时，宋代也

开始使用纸币——会子、交子。纸币和

交引不仅携带便利，而且兼有汇票的

作用，所以便钱务原有的功能就逐步

被这些有价证券所取代，“便钱务”这

一机构在北宋中期的文献中就不再出

现，大概被取消了。

由于宋代以降社会上大量使用盐

引、茶引之类的有价证券，而这些被

通称为交引的有价证券的持有者并非

一定要经营盐、茶的销售，其中不少人

还是希望将交引兑换成货币，而自唐宋

以来，流通的法定货币又常常是两种以

上币材不同的货币，如唐代是铜钱和

绢帛兼行，宋代是铜钱和纸币（交子、

会子）并用。交引的流通和货币的多样

性，使中国自宋代开始逐渐出现经营

货币兑换业务的店铺，并迅速从兼营

走向专业化的道路。

宋代有一种“兑便铺”，便是专业

经营纸币与铜钱相互兑换的店铺。经

营者赚取的是两种货币兑换时的差价。

当时还出现了以盐引、茶引为经营对象

的“交引铺”。《 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

开封南通街区交引铺的盛况 ：“南通一

巷，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

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

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交引铺以现钱

收购盐茶钞引，而后根据市场行情涨

跌适时转售给专营商人，赚取买卖差

价。其赢利方式其实和经营“兑便铺”

者如出一辙。

从唐宋开始，金银逐渐具有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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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些职能，但其在流通中居次要地

位。到了明代中后期，纸币不再流通，

白银才和铜钱一起成了主要货币，尤

其是万历九年（公元 1581年）张居正实

行“一条鞭法”以后，政府强制用银缴

纳税收，银两的货币地位更是日益提

高和巩固。但是，当时进入流通的白

银既没有官方统一规定的形状，也没

有标明法定的价值，它是以自然形态

进行流通的秤量货币。当人们拿出若

干银子进行交易时，它们的货币价值

并不能一目了然，而是既要称其重量，

又要评定其含银量，通过这两个标准

的综合评价才能计算出它实际的货币

价值。这就更需要社会上有专门的银

钱兑换机构。因此，被称为钱肆、钱

桌、钱店、钱铺、兑店、钱米铺等经营

货币兑换业务的店铺就应运而生。笔

者认为，明代这种专门经营货币兑换

的店铺也许就是清钱庄、票号的前身。

上海钱庄的起源据说是在乾隆初

年，有一个绍兴人在上海南市设栈经

营煤炭，有了剩余资金，便用于兑换

银钱，并放款于邻近商店，收取利息。

由于获利甚丰，宁波一带的商人也纷

纷参与钱业经营，遂成了宁绍帮，此人

亦成为钱庄之鼻祖。

山西票号形成据说在道光初年，

山西平遥人雷履泰受雇于天津一家店

名为日昌的颜料店，由于要经常深入到

四川等交通不便的省区采购铜绿等原

材料，携带大量银两极为不便，而且包

括人身安全在内的风险亦很大，于是

雷履泰始创兑法。这种用汇票清算远

地账目的办法起初在重庆、汉口、天津

等地与日昌往来的商号试行，成效甚

著；第二步以天津日昌颜料店为后盾，

兼营汇票，替人汇兑；第三步在道光

十一年（公元 1831年），北京日昌颜料

店改为日昌票庄，专营汇兑。由于汇兑

凭票兑银，所以叫做“票号”，山西祁县、

太谷、平遥三县经商人士仿效日昌，纷

纷开设票号，遂形成了钱业的山西帮。

和其他行业一样，在钱庄业较为

发达的地区，出于团结同行，保护同行

业的利益，协调内外的矛盾冲突，以及

方便营业、垄断市场等一系列目的，在

其发展的某时期也成立了同 业 组织。

中国钱庄最早出现的同业组织为广州

的忠信堂。据说乾隆三 十四 年（公元

1769 年）入会银号已有 36家，到同治

十二年（公元 1873 年）增至 68家，到

1930 年则多达 120 家。各地钱业早期

同行组织的命名，多数用“公所”或“会

馆”，广东、广西等地称“堂”，湖南多

以“公庙”命名，北京亦有以“祠”命名。

至于会馆馆址的确定有两种选择：一

种是依托财神庙（殿），如汉口钱业公

所设在汉口财神庙内；另一种是另建

会址，但在会馆内也修建财神殿，如

湖州钱业公会会馆就属于这一类。

萌芽于明朝后期，发展于清朝初

期，鼎盛于清后期和民国前期的钱庄、

票号，随着国民政府实行统一货币政

策，于 1933 年 3月 1日 颁 发《 废 两 改

元令》，1935 年 11 月 3 日颁行“法币政

策”，1948 年 8月19日强制发行“金圆

券”，旧式钱业迅速走向衰落，赚取银

钱兑换差价已成为历史陈迹。20 世纪

50 年代初，伴随着庆贺“公 私合营”

的锣鼓鞭炮声，旧式钱庄、票号终于

汇入了现代银行业，最终完成了它的

历史任务。

（作者为中国财税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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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盱眙：

技能培训助失地农民“失地不失业”

江苏省盱眙县在促进就业上向弱势群

体倾斜，为帮助失地农民实现失地不失业，

政 府拨 出 100 余万元 用于辖区内 9000 余名

失地农民再 就业劳动实用技能培 训。图为

工作人员向失地农民 宣传政 府扶持失地农

民再就业政 策。

（闻齐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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