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控制台 会员登陆 免费注册 最后更新 高级搜索 返回首页 我要投稿 退出登陆 联系我们

当前在线: 248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古今通论 

 古代通论 

 世界史论 

 当代三农 

 现实问题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先秦通论 

 原始经济 

 文明起源 

 夏商西周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汉唐通论 

 战国秦汉 
 秦国秦代 

 西汉东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宋元通论 

 唐宋通论 

 北宋南宋 

 辽金西夏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明清通论 

 明代通论 

 明中后期 

 清代通论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近代通论 

 清代晚期 

 民国通论 

 民国初年 

 国民政府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近世通论 

 现代通论 

 前十七年 

 文革时期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学科发展 

 专题述评 

 年度述评 

 学人学术 

 学者小档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论著评介 / 古代史著 / 市场、金融、商品经济 / 《两宋货币史》目录、后记 

《两宋货币史》目录、后记

2004-10-24    汪圣铎    旧版文章    点击: 904

《两宋货币史》目录、后记 

《两宋货币史》目录、后记 

作者：汪圣铎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7-8 22:37:28发布)  阅读267次 

    

目录 

绪论 
第一节 宋代货币运行的社会环境 
第二节 宋代货币运行的经济环境 
第三节 宋代货币与财政的关系 
第四节 宋代货币的特点 
第五节 宋代货币运行的外部环境 

第一编 铸币管理 

第一章 铸币管理机构的巩固及职能 
第一节 官僚体系与铸钱 
第二节 提点坑冶铸钱司 
第三节 其他坑冶铸钱官司 
第四节 发运司及路州县与坑冶铸钱事 

第二章 钱监的设置与分布 
第一节 铜钱监的设置与分布 
第二节 铁钱监的设置与分布 
第三节 关于钱监的一些疑难问题 

第三章 钱监的管理 
第一节 钱监的规模与结构 
第二节 钱监的管理 

第四章 铜禁（附铅、锡禁） 
第一节 铜禁的内容 
第二节 铜禁的贯彻……………………………………151 
第三节 铅、锡禁………………………………………171 

第五章钱禁………………………………………………175 
第一节 禁止铜钱外流…………………………………175 
第二节 禁止毁钱和限制储藏…………………………199 
第三节 钱禁的效果及评价……………………………209 
第四节 关于铜钱争夺战………………………………218 



理论方法 

 史观史法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第六章 钱荒现象及官方对策 ………………………………227 
第一节 钱荒的表现……………………………………227 
第二节 钱荒的成因……………………………………237 

第七章 铸钱用料、钱文及钱陌 ……………………………253 
第一节 铸钱用料、成重及盈亏………………………253 
第二节 钱 文…………………………………………266 
第三节 钱 陌…………………………………………271 

第二编 铜钱 

第一章 铜铅锡的供给………………………………………287 
第一节 原铜的供给……………………………………287 
第二节 铜坑冶的管理、课税和矿铜生产 ……………300 
第三节 胆铜生产………………………………………307 
第四节 铅锡的供给……………………………………318 
第二章 北宋前期和中期的铜钱铸行 ………………………325 
第一节 北宋前期的铜钱铸行…………………………325 
第二节 铜钱铸行最多、铜钱监数量最多的时期 
……………………………………………338 
第三章 宋徽宗时期的铜钱…………………………………353 
第一节 当十钱首次推向全宋…………………………353 
第二节 推广当十钱的后果及官方对策 ………………359 
第三节 当十钱再贬值…………………………………374 
第四节 当十钱的形制及宋徽宗在位时期的铸钱院监 
…………………………………………380 
第四章 南宋铜钱……………………………………………387 
第一节 南宋铜钱的新环境……………………………387 
第二节 南宋铜钱的铸行………………………………392 
第五章 铜钱的购买力 ………………………………………416 
第一节 物价的复杂性…………………………………416 
第二节 铜钱自身价值的变化…………………………429 
第三节 北宋时期铜钱购买力的变化…………………432 
第四节 南宋时期铜钱购买力的变化…………………440 
第五节 宋代铜钱购买力与前代比较…………………456 

下 册 

第三编 铁钱和特殊货币区 
第一章 原铁供给、江南福建铁钱及北宋后期铁钱………463 
第一节 铸钱用铁的供给………………………………463 
第二节 宋初江南、福建铁钱 ………………………471 
第三节 宋徽宗时期的铁钱……………………………476 
第二章 四川铁钱及四川货币区 ……………………………486 
第一节 北宋前期的四川铁钱…………………………486 
第二节 北宋中后期的四川铁钱 ………………………499 
第三节 南宋时期的四川铁钱…………………………506 
第四节 四川铁钱的购买力 ……………………………516 
第三章 陕西河东铁钱及陕西河东货币区 …………………527 
第一节 陕西钱法的剧变………………………………528 
第二节 宋神宗哲宗时期的陕西铁钱…………………542 
第三节 宋徽宗即位以后的陕西铁钱 …………………559 
第四节 河东区钱法及河东铁钱………………………570 
第四章 南宋江北铁钱………………………………………580 
第一节 宋孝宗时期的淮南铁钱………………………580 



第二节 宋光宗以后的淮南铁钱………………………590 
第三节 京湖铁钱………………………………………603 

第四编 纸币 

第一章 交子、钱引和川会…………………………………610 
第一节 交子的产生……………………………………610 
第二节 交子沿革及被钱引取代………………………619 
第三节 南宋前期的钱引 ………………………………637 
第四节 南宋后期的钱引和川会………………………647 
第二章 会 子………………………………………………654 
第一节 会子的创行……………………………………654 
第二节会子的界……………………”………………．663 
第三节 会子的法偿地位………………………………678 
第四节会价…………………………………………693 
第五节 会子的称提(上)………………………………701 
第六节 会子的称提(下)………………………………716 
第三章 淮交、湖会、关子及其他 …………………………731 
第一节淮南交子………………………………………731 
第二节湖北会子………………………………………742 
第三节关子…………………………………………753 
第四节 几种影啊较小的纸币 …………………………760 
第四章 纸币的管理与形制 …………………………………769 
第一节 纸币的一般管理与形制 ………………………769 
第二节 纸币防伪问题…………………………………783 
附 录 第七十至七十九界钱引用印图案等情况表……791 

第五编金银 

第一章 金银的供给…………………………………………794 
第一节 黄金的开采和冶炼……………………………794 
第二节 白银的供给……………………………………809 
第二章 金银的货币职能 ……………………………………825 
第一节 金银在贸易中发挥的作用 ……………………826 
第二节 赋税中的金银及金银的法偿地位 ……………847 
第三节 金银用于官方支出 ……………………………863 
第四节 金银用于民间支付和储藏手段 ………………878 
第三章 金银形制、购买力、金银禁及金银的地位 ………892 
第一节 金银的计量与形制 ……………………………892 
第二节 金银的购买力及与其他货币的比价 …………911 
第三节金银禁…………………………………………928 
第四节 金银在宋代的地位……………………………938 

参考文献 ………………………………………………………947 
著作及论文………………………………………………947 
作者相关著作和文章……………………………………955 
征引文献(古籍) …………………………………………958 

后 记…………………………………………………………971 

后 记 

当本书与读者见面时，笔者不知为什么忽然想到了耳边常常听到的一句话：你那样认真地

研究历史究竟有什么用?是呵，笔者自从走上历史研究这条路，就一直视历史研究为毕生的
事业，为了历史研究耗去了大半生，为了历史研究，笔者放弃了许多本该享有的东西，这



些努力究竟是不是无效劳动?本书又凝结了笔者的心血，它是不是无用之物呢?是不是又一

次创造了“负价值”?在今天这史学人见人厌的时代，这或许真是个问题呢!但笔者却是个
顽固得可以的人，总期望自己的历史研究成果对世人有些用处。 

当本书与读者见面时，笔者想向读者做的一个说明是：本书采取写细、写实的做法，绝不
是作者故意堆积史料，而是作者想向一些流行的认识挑战，不如此不足以加强说服力。笔
者希望读者能在大量史事分析的背后，注意到笔者许多与流行观点颇有差异的观点。本书
初稿字数较多，作者在精简过程中，将原稿的“代币”编和一些内容与正文重复较多的表
格删除，其中包括便钱、有价证券、绢币的货币职能等，作者拟将这些部分中的精华改写
成论文发表。笔者感到遗憾的是，笔者一直希望能掌握较大量宋代铜、铁钱的重量、成分
等的资料，限于条件，此愿望迄今未能很好实现，这可能影响本书某些论述的精确性，有
待将来弥补。 

当本书与读者见面时，笔者不能忘怀的是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帮助过作者的人们。在大约10
年的漫长时间里，几乎全部的业余时间都用于做同一件事，如果没有人援助和鼓励，是很
难想像的。其中尤为不能让我忘怀的是沈志华先生，他的慷慨援助是我能克服重重困难的
主要助动力之一。此外，还有阮芳纪、邓小南、张希清、李昌宪、宋杰、张彤等诸多先生
的帮助。感谢我自己所在的河北大学及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领导的关怀和同事们的帮
助。当然，还要感谢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的资助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同志的辛勤劳动，使
本书得以出版面世。 

最后，笔者想到了自己的“欠账单”：由于写书，欠下了大量的“亲情账”、“人情
账”。笔者眼前又浮现出，当一次有人听到我一年探望父母的次数竟只有四五次时的那种

惊讶神情一兰当时我心中的内疚久久无法去除。该有多少应尽的义务没有尽呢!或许本书的

出版能多少消减一点我的罪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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