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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研究·

关于宋代货币私铸的几个问题

郑　瑾
(浙江大学 历史系 ,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 ] 私铸是宋代货币经济领域一个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货币私铸的产生 ,固然受利益的驱

动所致 ,但封建政府货币政策的失误 ,也是造成民间私铸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参与私铸的人员涉及当

时社会的各个阶层 ,不仅有普通百姓和铸工 ,也有官员和地方豪强 ,并且多以团伙的形式出现。私铸者

往往掌握较熟练的铸钱技术 ,选择在深山僻谷和大江大湖之上 ,或者直接在官冶附近铸造 ,使官府防不

胜防。他们利用从国家矿冶中偷采来的铜料 ,或销毁铜钱、铜器 ,将所得之铜作为部分原料 ,再混以铅锡

等杂质加以铸造 ,因此质量低劣。私铸的盛行 ,使流通中劣钱泛滥 ,造成了货币贬值和社会经济混乱。

[关键词 ] 宋代 ; 货币 ; 私铸

[中图分类号 ] K244 ; F820. 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 1008 - 942X(2007) 01 - 0056 - 08

Some Problems of Private Minting in the Song Dynasty

ZH EN G Jin

( Dep artment of H istory , Zhej i an g U ni versi t y , H angz hou 310028 , Chi na)

Abstract : The minting of counterfeit currency remained an inext ricable p roblem in t he economic

realm of ancient China , In t he Song Dynasty , t he social need for currencies increased day by day

due to t he rapid develop ment of economy. However , as t he government failed to mint enough

coins , t here was a lack of currencies in circulation , resulting in t he especially noticeable p roblem

of illegal p rivate minting.

Though the counterfeiters were p rofit2driven , t he Song government’s monetary impolicy wa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caused t he rampancy of p rivate minting. Those involved came f rom

various social classes , including plain folk , minting craft smen , local powers , and even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imperial family members. The plain folk made fake coins to lessen t heir

living pressure , while t he wealt hy and p rivileged aimed to seek more ill2got ten profit s.

Though underground activities , most of t he large2scale illegal p rivate minting practices were

operated by gangs , wit h many cont rolled by local powers. Besides p rivate minting , these gangs

also commit ted many ot her crimes.

The minting gangs usually employed sop histicated minting techniques. To facilitate t 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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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ng and minting activities and to prevent their illicit doings f rom being disclosed , t he minters

of ten chose to work in deep mountains with few people , or on big rivers f rom where t hey could

easily abscond. Some located t heir workshop s right beside mint s of local aut horities in order to

steal copper more easily. They used copper , which t hey stole f rom collective resources and gained

by melting coins and copper wares as part of raw material , and t hen minted counterfeit coins wit h

a mixt ure of many imp urities like lead and tin.

The privately minted coins were made to a maximum of resemblance to t he genuine ones , so

t hey could be used in circulation wit hout being easily identified. However , as the counterfeiters

were motivated to seek maximum profit s wit h minimum cost s , many problems emerged during

t he process. Raw materials were not ext racted caref ully , leaving a lot of imp urities inside ;

minting molds were not exquisite enough ; and t he coins were not cautiously burnished after being

made. Moreover , in order to avoid being caught by t he government , t he minters had to finish the

work as quickly as t hey could. As a result , most of t he p rivately minted coins were t hin and

light , with a rough surface. Low quality became t he hallmark of such coins.

The overflow of counterfeit coins led to t he prevalence of low2quality currency used in

circulation , t hus causing currency devaluation and chaos of social economy.

Key words : t he Song Dynasty ; currency ; p rivate minting

货币作伪是我国古代经济领域的一个痼疾 ,它始终阻挠着历代中央政府货币政策的顺利执行 ,

而在商品货币经济迅猛发展的宋代 ,由于钱荒严重 ,市面上缺乏足够的货币流通 ,使私铸问题显得

尤为突出。铜钱和铁钱的私铸、纸币的伪作 ,在社会上普遍存在 ,且愈演愈烈 ,扰乱了正常的货币经

济秩序 ,并直接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基于私铸在宋代货币流通中的严重影响 ,学者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也颇为重视。如余晖先

生的《论北宋末期的私钱》(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1 年第 1 期) ,对北宋末期

私钱泛滥的根源作了探讨 ,并简要论述了私钱流通的危害及其所以难禁的原因。又如俞兆鹏先生

在《略论宋徽宗时期的通货膨胀》(载《史学月刊》1990 年第 2 期) 一文中 ,认为当时民间的私铸主要

表现为私铸当十钱和以药擦染夹锡钱 ,私铸的盛行源于通货膨胀 ,同时它又进一步恶化了通货膨胀

的程度 ,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王律友先生的《浅析宋代的人为剪凿钱》(载《安庆钱币》1991 年第 1

期) ,则涉及到私铸中的剪凿法钱问题。另外 ,日本学者宫泽知之在《宋代中国的国家与经济 ———财

政 ·市场 ·货币》(创文社 1998 年版)中 ,专设《唐宋时期铜钱的私铸》一章 ,讨论了唐宋时期私铸问

题对当时铜钱的社会信用的威胁 ,并通过考察私铸发生的结构 ,比较了唐宋时期铜钱货币经济的原

貌。而关于宋代铁钱的私铸问题 ,在此书中也专门作了具体的分析。除此之外 ,他在有关中国古代

货币经济方面的论文中也较多地涉及到对私铸的研究 ①。

不过 ,综观上述学者的研究 ,多侧重于探讨私铸产生的原因及危害、私钱的泛滥恶况以及政府

相应的预防控制措施等方面的问题 ,而对于私钱铸造的具体手段、参与人员、组织形式等情况 ,尚未

有比较充分的研究。货币作伪为封建国家所严厉禁止 ,只能在私下偷偷进行 ,因此不可能为一般人

所知晓 ,文献中也不会有着意的记载 ,因此 ,本文拟通过对宋代朝廷的相关诏令和一些零星史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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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宋代陕西、河东的铁钱流通》(载《东洋史研究》第 51 卷第 4 号)一文 ,主要是以陕西、河东两地铁钱的私铸问题为中心 ,

探求其发生发展的情况 ,从而考察整个宋代的货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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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加以分析研究 ,以约略窥见当时私铸情况之一斑。

一、参与私铸的成员

提到私钱、伪钞等 ,人们习惯性地会将之与“小民”、“亡赖恶子”等联系起来 ,似乎作伪一般都是

社会下层人物的行为。事实上 ,货币作伪涉及到社会诸多方面 ,私铸者不仅有平民百姓 ,也常出于

豪绅官僚之家。一宗私铸案件所涉及的人员颇为广泛 ,往往少则二三人 ,多则几十甚至数千人 ,从

普通平民到所谓的“奸豪”团伙 ,从贪官污吏以至“不逞宗室”,几乎包罗了社会的各个阶层。

“游民无赖之徒”固然是私铸的主要成员 ,但他们的私铸行为多与宋朝廷货币政策的失误有关。

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穷苦百姓 ,既饱受地主富室的欺压剥夺 ,又常常成为政府掠夺式经济政策的牺

牲品。北宋政府为了摆脱财政危机 ,惯用的手段就是发行名不副实的大钱 ,以加紧对百姓的搜刮 ,

每当大钱由于通货膨胀等问题而无法推行的时候 ,则往往一贬了之 ,使百姓手中的大钱骤然贬值 ,

“民出不意 ,荡产失业 ,多自经死”[1 ]卷三三○,10621 。特别在河东、陕西一带 ,民间流行的多是铁钱 ,而富

人则大多收藏铜钱 ,所以一旦铁钱贬值 ,对平民造成的伤害更大。在这种情况下 ,就有部分百姓从

事私铸活动 ,以减少自己的损失。有时民间的私铸 ,甚至可以说是由政府的行为所直接导致的。如

宋神宗熙宁间 (1068 - 1077)韶州岑水 (今广东翁源县北)铜冶大发 ,官府从采铜之民手中买铜 ,但由

于采铜过多 ,官府本金有限 ,逐渐无本钱可买 ,因此常常“止给空文 ,积逋巨万”,矿工们“无所取资”,

只能“群聚私铸 ,与江西盐盗合”[2 ]卷一九七 ,4783 。

不少专业的铸钱工匠也参与了私铸活动。中国古代铸造技术落后 ,因此铸钱往往要征用大量

工匠 ,大型钱监甚至雇有上千工匠。如北宋真宗朝时 ,江、池、饶、建四州钱监“凡役兵三千八百

人”[3 ]355 ;南宋时 ,钱监规模大多小于北宋 ,故工匠数量相应减少 ,但也有数百人之多 ①。工匠人数众

多 ,如疏于管理 ,则盗铸私贩等也会成为官府的大患。特别在某个钱监停铸之时 ,一些铸钱工匠从

官府制币机构中散出后 ,就会利用原有的技术进行各种私铸活动。即使留在官方制币机构中的一

些官吏和工匠 ,也经常参与私铸活动。他们多采用减轻重量的方法多铸铜钱 ,或是利用职权之便 ,

盗窃铜料 ,私铸小钱 ,然后按低于面值的价格出售给民间 ,再用得到的铜钱多铸私钱。

平民的私铸往往是由于生活所迫 ,而那些豪绅富室犯禁私铸 ,则是为了谋取不义之财。徽宗朝

曾任御史的沈畸在论及私铸时就说 :“往往鼓铸不独闾巷细民 ,而多出于富民士大夫之家。”[ 4 ]668 可

见富室大户以至官吏权要等也多有涉及私铸。因此政府虽三令五申严私铸之禁 ,而盗贩者往往能

够通过托事权要而“度越关津 ,拒捍搜索”[1 ]卷一八 ○,4390 。朝廷经常申斥淮南、两浙和福建的官吏旷

职 ,“纵奸弗戢”[5 ]668 ,放任私铸盛行。其实 ,这些地方官之所以姑息纵奸 ,置而不问 ,固然有私铸隐

蔽分散难以禁绝的原因 ,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些官员本身就“怀私观望”,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北宋徽宗崇宁间 (1102 - 1106) ,苏州有一桩著名的私铸案。蔡京上台后 ,实行“新法”,于是“更

钱法 ,以一当十”,大力推行当十大钱。当十大钱铸利丰厚 ,故“小民嗜利 ,亡命犯法者纷纷”。当时

枢密使章 　之子章纟延居苏州 ,章氏与蔡京有隙。“或得私铸钱数巨罂 ,京风言者诬纟延与州人郁宝

所铸。诏遣李孝寿、张茂直、沈畸、萧服更往鞫之 ,连系数百人。”[ 1 ]卷三二八 ,10591这起案件 ,株连甚广 ,入

狱者逾千 ,其中毫无证据而被捕者达七百余人 ,也牵连了相当数量的官员 ,成为宋代影响最大的私

铸钱案。章案是否冤假 ,当时就有争议 ,但不论其冤与不冤 ,都说明当时在大钱重利的诱惑下 ,不独

“小民嗜利”,有些官府要员的亲属甚至官员本身也参与邀利活动。

85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37 卷

①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三载 ,绍兴二年 (1132 )建州丰国监“旧有役兵五百”。又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二的

记载 ,孝宗乾道六年 (1170)将饶州永平监“尽数取拨兵匠三百一十四人前去舒州同安监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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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铸虽是一项秘密活动 ,但规模稍大者多以集团的方式进行 ,而且很多是由地方豪民操纵。这

些人经常聚集在一起 ,组成团伙 ,“或小窃、私铸及兴贩私商违禁之物 ⋯⋯摇足即入贼党 ⋯⋯”①违

法犯罪 ,无所不至 ,作乱一方 ,使地方官吏不敢轻易处置。北宋名臣梅尧臣《送施屯田提点铜场兼相

度岭外盐入虔吉》一诗 ,就真实地刻画出私铸者为非作歹的行径。诗云 :“江西采铜山未竭 ,南越熬

波海将结。主人贪利不畏刑 ,白日持兵逾盗窃。铜私铸器盐夺商 ,死共吏争蛇斗穴。奸豪乘势倚蛮

陬 ,劫掠聚徒成蚁垤。今虽驱剪岭下平 ,尚恐根存更生孽。因择健才通便民 ,付职与权将有设。秋

香亭上共为宾 ,却作主人殊少悦。徂东走北十五年 ,只有山川看不别。”[ 6 ]136该诗意思是说 ,由于当

地发现了铜矿 ,“奸豪”们纷纷聚众私铸 ,同时又贩卖私盐 ,公然白日持兵盗窃 ,骚扰地方 ,成为当地

的一大祸害。南宋淳熙年间 (1174 - 1189) ,太平州 (今安徽当涂) 黄池镇与宣城县一带就有不法之

徒聚众进行私铸。据洪迈《夷坚志》载 :“十里间有聚落 ,皆亡赖恶子及不逞宗室 ,啸集屠牛杀狗 ,酿

私酒 ,铸毛钱 ,造楮币。凡违禁害人之事 ,靡所不有。”[7 ]531又福州车盂场远在深山之中 ,去州县两百

余里 ,“私铸之民相聚为盗 ,吏民无敢呵者”[8 ]232 。以上足见两宋时期参与私铸人员之多和情况之

复杂。

二、私铸的选址

官铸都由朝廷直接掌握 ,钱币铸成后 ,就运往各地 ,在使用中还要把伪劣钱币收缴回炉 ,重新熔

铸 ,因此 ,仅运输一项 ,任务就非常艰巨 ,故官府钱监必然要设在交通便利、统治力量比较雄厚的地

区。民间的私铸 ,对于地理位置也有一定的选择。为了采矿铸造的便利 ,以及便于铸后的淘洗加

工 ,更为了掩盖违禁铸钱的行径 ,私铸者往往选取既不容易被发现 ,又便于铸造的地方 ,如深山僻

谷、沟深坡陡、人迹罕至之处 ,或是大江大湖中的船上 ,使官府难以查获。北宋仁宗时著名思想家李

觏对此早有揭露。他说 :“窃观人间或销法钱 ,淆杂他巧 ,以为恶钱。其作必于重湖大江、穷山深谷 ,

风涛所阻 ,猛兽所在 ,人不得见 ,吏不得呵 ,是法令无由而胜也。”[ 9 ]145

有坑冶的地区大抵都是山区 ,山路崎岖 ,交通不便 ,如江淮、两浙、福建一带多丘陵山峰 ,“坑冶

散布九路 ,多在山谷险绝中 ,使者罕到”[ 10 ]527 。提点坑冶铸钱官“惮江湖岭海之艰 ,率家居可否

事”[11 ]259 ,使坑冶之事几乎全凭矿卒承办。由于距离矿源近 ,又天高皇帝远 ,政府官员罕有至者 ,故

而大量游民便聚集在这些地方进行私铸活动。北宋熙宁十年 (1077) 八月 ,权御史中丞邓润甫曾说

闽粤之地 ,“山林险阻 ,连亘数十里 ,无赖桀黠轻死冒利之人 ,比于他路为多 ,大抵以贩盐、铸钱为业 ,

故能结连党与 ,动以千数”[12 ]卷二八四 ,6958 。

私铸的另一个选址是大江和大湖之中。这是因为钱币铸好后要进行淘洗磨错等后续加工 ,使

之变得光洁易使 ,水域宽阔的江、湖便成为最好的加工场所 ,加之那里烟波浩渺 ,私铸船 　流转不

定 ,使官兵难以发现 ,即使发现了也难以缉拿。因此早在唐高宗时 ,就有关于“私铸犯法日蕃 ,有以

舟筏铸江中者 ⋯⋯仪凤中濒江民多私铸钱为业”[12 ]90的记载。到武则天时 ,江淮以南一带 ,盗铸者

“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 ,波涛险峻 ,人迹罕到 ,州县莫能禁约”[13 ]2096 。入宋以后 ,类似情况也很

多。南宋学者王明清在《挥麈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大观丁亥 ,家祖守九江 ,夜登庾楼 ,远望大江

中灯焰明灭 ,坐客以为渔火。家祖曰 :‘不然 ,是必为奸者。’遣吏往捕之 ,顷刻而至 ,乃舟中私铸钱。

其模如火甲状 ,每出炉则就水中蘸而取之焉。”[ 14 ]253

另外 ,还有一些私铸场所就在官府钱监之旁 ,便于就地取材。众所周知 ,宋代实行铜禁政策 ,禁

止民间私自采铜 ,一般的民众很难弄到铸钱的铜料 ,因此往往在官冶附近私设炉灶 ,买通官冶之人

95第 1 期 郑瑾 : 关于宋代货币私铸的几个问题

① 详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四 ,神宗熙宁十年八月戊子条 ,引权发遣两浙转运副使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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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漏出矿料以进行私铸。如江南西路兴国军 (今江西兴国)大冶县之富民监在北宋时是一重要的铜

钱监 ,南宋以后 ,该军之兴国监又是供应淮南铁钱区的著名铁钱监 ,由于官府长期在此设监铸钱 ,因

此“沔鄂之间 ,私铸聚众至数千人 ,巢穴深阻 ,浸成盗夺”[15 ]378 ,兴国大冶县更是成为“私铸窟穴 ,奸

盗云集”[16 ]752 。南宋时期的叶适在讲到两淮铁钱时也曾说 :“江、黄之间 ,山泽相杂 ,素号僻左 ,本极

贫虚 ,属因淮南行铁以来 ,暨乎蕲口置监 ,而后阴仰官炉之羡 ,不胜伪冶之烦 ,浸用骄奢 ,无复绳

矩。”[ 17 ]25

根据文献记载 ,宋代私铸最严重的地区当属江淮、两浙和陕西地区。地处长江中下游的江淮、

两浙地区私铸历史十分悠久 ,早在西汉武帝末年 ,就有“会更五铢钱 ,民多私铸钱 ,楚地尤甚”[18 ]582

的记载。宋代的情况也同样如此。由于社会经济一直较为发达 ,又是南北交通枢纽、货物集散之

地 ,商贾云集 ,贸易兴盛 ,对货币的需求量相当大 ,故“钱荒”问题在江淮、两浙一带比较严重 ,这里的

私铸和恶钱流通也就极盛。此外 ,江淮地区又是全国著名的产铜区之一 ,北宋时最著名的四大钱监

中的三监 ,即饶州 (今江西波阳)永平、池州 (今安徽铜陵) 永丰、江州 (今江西九江) 广宁都位于这一

区域。铜冶业的发达 ,既可为官府钱监提供原料 ,也可为私铸者提供原料。北宋末年 ,蔡京当政 ,由

于货币政策混乱不堪 ,两浙、江淮地区铜钱的私铸活动也就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以致私钱盈

积 ,散流民间 ,延袤江淮 ,充满畿甸”[19 ]306 。进入南宋 ,两淮的私铸铁钱也开始泛滥 ,特别是淳熙十

五年 (1188)后 ,官铸钱日益粗恶 ,更使“私铸铁钱散漫江淮”[20 ]20 。陕西的私铸 ,则是以铸造大铁钱

为主。北宋仁宗朝前期 ,由于多次对西夏用兵 ,朝廷在陕西、江南等地大肆设监铸造大、小铁钱。由

于当十大钱币值过高 ,利润十分丰厚 ,后虽改为当三、当二 ,但铸大铁钱仍有利可图 ,这就促使民间

纷纷进行私铸。到神宗朝初年 ,陕西的私钱进一步泛滥 ,从官库中支出的都是大小铜钱和官铸的大

铁钱 ,而所输于官的 ,则都是新旧的折二铁钱和私铸钱。针对这种情况 , 熙宁八年 (1075) , 北宋

政府决定回收民间的私铸钱 , 将它们改铸成质量符合标准的“省样钱”再行流通。原来估计那里

的私铸钱大概只有二十余万贯 , 一年就可改铸完毕 , 不料竟回收了近一百十六万贯 , 大大超出了

朝廷的预计[2 ]卷二七七 ,6783 。这还仅仅只是朝廷收纳到的私铁钱 , 至于流散于民间未收的显然要多

得多。

三、私钱的铸作手段

私铸具体所采用的手段 ,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种是直接铸造 ,即直接用民间私采的铜、铁、铅、

锡等矿料铸造铜钱和铁钱 ,或者销毁官铸法钱和铜铁器 ,熔化为铜、铁后掺杂大量铅、锡等重新铸

钱。另一种则可称之为间接作伪 ,即以铁钱、夹锡钱、前代小钱等伪造成当代行用的铜钱 ,或者将标

准法钱剪凿去一部分以次充好。间接作伪省事而获取的利益不小 ,事半功倍 ,不过容易被识别 ,而

且一般作伪的规模也不大 ,仅限于民家小范围内。

私铸之所以盛行 ,与铸造技术的简单颇有关系。在清末机制制钱以前 ,一直采用范铸这种相对

比较原始的方法 ,造成钱的成色常有差异 ,轻重也不易一律 ,如穿孔的大小、轮廓的阔狭、钱身的厚

薄等等 ,都会有较大的不同。由于铸造技术低下 ,造成官钱存在诸多问题 ,这就为私铸钱的鱼目混

珠提供了可能。

为了便于私钱的流通 ,不会被人轻易识别出来 ,私铸总是尽可能模仿官钱的式样。南宋大诗人

陆游之父陆宰曾说 ,崇宁年间由于使用当十大钱 ,导致私铸纷起 ,朝廷乃悬挂制作精良的乌背赤仄

和漉铜钱于通衢大道 ,以使人识别 ,然“好事者戏谓与私铸作样”[21 ]203 ,就是一个佐证。不过 ,私钱

的形、质一般来说都明显劣于官钱。这是因为官府为了防止私铸 ,也为了体现国家铸钱的庄严性 ,

大抵能做到“不惜铜 ,不爱工”,精工细作 ,力求高质量 ,钱体制作和文字书法都较考究 ,合金成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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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稳定。而私钱虽也偶有质量较好的 ,但因为民间私铸目的即在于牟利 ,为节约成本 ,用料不精

加提炼 ,含杂质较多 ,模具又不精 ,铸造完毕后又未进行认真打磨 ,而且为避免被官府发现 ,需要速

战速决 ,故所铸之钱 ,大多质量低劣 ,质地轻薄粗糙。

私铸的铜料来源 ,大多是民间私采铜矿而得。杨亿曾说 :“(北宋太宗时) ,信州铅山县出铜无

算 ,常十余万人采凿 ,无赖不逞之徒 ,萃于渊薮。官所市铜数千万斤 ,大有余羡。”①这些“余羡”的铜

料 ,毫无疑问都流入私铸者之手 ,或私铸铜器 ,或私铸铜钱。神宗王安石变法期间 ,对矿产品的分配

更实行了二八抽分制 ,规定冶户将所炼得的铜料 ,二分作为矿税上交给国家 ,其余八分则为冶户所

有。这八分私有的矿产虽原则上应“除抽分外 ,余数并和买入官”[22 ]5398 ,但实际上坑户却往往私藏

起来待价而沽。到北宋后期 ,信州又成为胆铜生产的主要基地 ,“常募集十余万人 ,昼夜采凿 ,得铜

铅数千万斤 ,置四监鼓铸 ,一岁得钱百余万贯”,但后来由于“百物翔贵 ,官不曾增价收买 ,坑户失利 ,

散而之他”[ 22 ]5402 。当铜矿出产量多的时候 ,一旦官府无法支付铜料的费用 ,不及时加以收购 ,这些

游民即开始用手中的铜料私铸铜钱。

除了私采的铜矿以外 ,还有一些铜料来自于成批地销熔法钱、铜器而得 ,甚至有偷毁佛像铸私

钱的 ②。北宋时 ,“销一法钱 ,或铸四五 (恶钱) ,市人易之 ,犹以二三 ,则常倍息矣”[9 ]145 。特别是在政

府发行大钱的时候 ,由于大钱与小平钱的比价不合理 ,民间往往熔小平钱而铸大钱。当十大钱可以以

一当十 ,但三个小平钱的原料即可铸一枚大钱[1 ]卷一八○,4381 ,因此民间纷纷毁小平钱 ,铸当十大钱 ,获利

可达数倍。南宋绍兴二十八年 (1158) ,据右迪功郎李耆所奏 ,江西州县多有私铸 ,“旧钱百重十一两 ,

新钱百重五两有奇 ,若毁旧钱千 ,以铅锡杂之 ,则可铸二千五百 ,是以赣、吉等州比屋私

铸”[23 ]卷一八○,2985 。大量的小平钱被销毁 ,杂以铅锡后铸成大钱 ,致使市肆流通中尽是大钱 ,小平钱极度

缺乏。

更有甚者 ,江西以及湖广之间的民间销熔官钱后 ,竟然夹以泥沙重铸 ,号“沙毛钱”。绍兴初 ,由

于韶州铜钱铸造不精 ,民间多仿制私铸 ,“并夹以沙土 ,谓之沙钱 ,每千才值二三百”[23 ]卷五二 ,926 。据

《群书考索》载 :“(江西一路)多是沙毛 ,盖缘游民无赖之徒群聚山谷 ,销毁崇宁大钱之一 ,模铸沙毛

二十。毛钱脆薄 ,易于破坏。十数年来 ,此钱甚行 ⋯⋯”[4 ]665

当然 ,随着私铸业的发展 ,私铸者的技术也有所提高 ,一些已经掌握了熟练铸币技术的工匠 ,往

往成为私铸的主要力量 ,从而使私钱更易于进入市场 ,为人所接受。在实际铸钱之时 ,为了避免其

私铸行径为人发现 ,有时还会利用民间的智慧进行一些小小的发明创造。如私铸虽多尽量选择在

偏僻远离人群之处 ,但钱币脱模后进行错磨修整等后续步骤的声音仍会传出 ,为尽可能消除这些声

音 ,私铸者还巧妙地利用物理知识 ,采用了相应的隔音技术 ,用瓮累筑为墙 ,瓮口向内 ,构成了一个

良好的隔音室 ,以此来吸除铸钱时的声响 ,不愧为一创举 ③。

除了直接铸造私钱以外 ,民间对于铸币的作伪还有间接的途径 ,即通过各种手段改造原来的钱

币以谋取利润。宋以前 ,剪轮钱、纟延环钱等剪凿后的钱币曾数度流行。宋代很少见到这类劣质改

造钱 ,但却出现了以夹锡钱伪作当十铜钱的情况。徽宗朝时 ,曾大铸夹锡钱。夹锡钱“每缗用铜八

斤 ,黑锡半之 ,白锡又半之”[1 ]卷一八 ○,4393 ,币材价值较低 ,但初行时 ,政府即规定其币值为一当铜钱

二 ,后来又曾铸过当三、当五、当十的夹锡钱 ,这就使它的币面价值远远超过其本身的实际价值。另

一方面 ,它的成色却越来越低 ,因此至政和元年 (1111) ,即贬值到七八枚才值铜钱一枚。由于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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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详见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二一《诸监铸钱》中引杨亿《谈苑》所论。

黄庭坚《山谷集》卷一五《戏答宝胜甫长老颂》诗中有“持刀欺寡妇 ,盗佛铸私钱”之句。

明代学者方以智所撰《物理小识》一书 ,选录了从古代至明代后期关于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些成果。该书卷一“隔声”条有如

下的记载 :“私铸者匿于湖中 ,人犹闻其锯锉之声。乃以瓮为 　,累而墙之 ,其口向内 ,则外过者不闻其声。何也 ? 声为瓮

所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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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铸的当五夹锡钱与当时流通的当十铜钱制作相仿、外观相近 ,民间即用颜料涂抹在当五夹锡钱

上 ,使之与当十铜钱的颜色相近 ,假冒当十铜钱使用 ①。

综上所述 ,私钱的铸造并不只是民间分散的个人行为 ,而是涉及到社会诸阶层 ,并以集团化的

形式进行的。由于私人铸钱的非法性 ,使私铸者在选址的时候 ,往往要选择偏僻不易被发觉的深山

幽谷或流转方便的江湖之中 ,以避人耳目 ,但又必须满足具备足够的铜源这一必备条件 ,故同时符

合上述条件的江淮、两浙和陕西就成为宋代私铸最严重的地区。而中国古代铸钱工艺的相对简单 ,

加之宋代铜禁政策的不彻底性 ,使私人铸钱在技术上和原料上都具备了可行性 ,最终导致货币流通

中法钱不行 ,私钱泛滥 ,对宋代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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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夹锡钱改铸为当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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