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值贰贯的大钞
□高玉璞

我从问世距今已经 700 多
年，是元代重要的货币。

元世祖忽必烈 1260 年即位
后,使用年号“中统”。在此之
前，纸币由地方自行印制，不在
全国通行。中统元年，即 1260
年，忽必烈下诏，发行统一通行
的“中统元宝交钞”，结束了各
地自行发钞的历史。

1279 年，忽必烈改国号为
“ 元 ”。 至 元 二 十 四 年（1287
年）二月，在丞相叶李的建议
下，忽必烈下诏更改钞法，于
是，我们 11 个弟兄诞生了，官
名“至元通行宝钞”。我们分五
文、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
文、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
百文、一贯、二贯 11 种面值。
那时，票面一贯至十贯的叫“大
钞”，一百文至七百文的叫“小
钞 ”，我 面 值 为 二 贯 ，属 于 大
钞。我们问世后与“中统元宝
交钞”并行，朝廷规定：“至元宝
钞一贯，当中统宝钞五贯，新旧
并行，公私通例”。

作为钞票，我的材质是桑
皮 纸 ，颜 色 深 灰 ，身 长 29 厘
米，宽 22 厘米，正面的内容在
长方框里，方框内的最上方，
通栏从右至左横书“至元通行
宝钞”，文字两侧是象征吉祥
的 宝 珠 火 焰 纹 。 下 方 四 边 饰
以 缠 枝 花 卉 纹 组 成 的 长 方 形
边框，框里分上下两栏，上栏
正中横书“贰贯”，下面绘有两
串象征钞值的铜钱图案，左右
各书一行八思巴文，汉语意思
是“诸路通行 至元宝钞”。下
方横书汉字“字料”，表示纸钞
批次；左侧横书汉字“字号”，
代 表 单 张 号 。 框 内 下 部 从 右
至左竖书公告文字：“尚书省
奏 准 印 造 至 元 宝 钞 宣 课 差 役
内并行收受不限年月 诸路通
行 宝钞库子攒司 印造库子
攒 司 伪 造 者 处 死 首 告 者 赏
银 伍 锭 仍 给 犯 人 家 产 至 元
年 月 日 宝钞库使副 印造
库使副 尚书省提举司”。

为了防止被伪造，我的正
面加盖了八思巴文“宝钞总库
之印”“提举诸路通行宝钞印”；
左 上 方 斜 盖 长 条 形 黑 色 骑 缝
章，印文“宝钞”。我的背面盖
有八思巴文“印造宝钞库印”红
印章，自右到左横写“贰贯”，下
面是花栏，栏中有铜钱图案。

我们问世后，不仅在元代
货 币 发 展 史 上 产 生 了 重 要 影
响，而且在中国古代货币发展
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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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

最早的纸币制度

宋元是中国古代纸币发展的鼎
盛时期，北宋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
纸币——“交子”；元朝在世界上最
早以统一的纸币制度作为基本货币
制度，先后发行了“中统元宝交钞”

“至元通行宝钞”“至正交钞”，其中，
“至元通行宝钞”是流通中最主要的
货币。

中统元年，元世祖忽必烈继承
汗位后实行币制改革，发行“中统元
宝交钞”，开创了以白银为准备金的
纸钞本位制度，并在各地设置兑换
机构交钞库，便于纸钞白银或新旧
钞的兑换，将纸币发行权彻底集中
于中央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货币
制度。

“中统元宝交钞”发行后成为元
政府唯一合法的流通货币，这在世
界货币史上是一个伟大创举，而后，
印度、朝鲜、日本等国也效仿元朝发
行纸币。“中统元宝交钞”一直行用
至元末，是目前可实物查证的、中国
现存最早由官方正式印刷发行的纸
币实物。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通货膨
胀，物价大涨，“中统元宝交钞”大幅
度贬值，忽必烈决定实行第二次币制
度 改 革 ，印 制 和 发 行“ 至 元 通 行 宝
钞”，与“中统元宝交钞”并行。新钞
一贯当旧钞五贯，仍以金银为本，银
一两合钞二贯，金一两合钞二十贯。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对元
代纸币流通制度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种纸币的制造，无论它的规格和
认可手续，都和真正的纯金币或纯
银币那样郑重可信……这种纸币大
量制造后，便流通于大汗所属领域
的各个地方，没有人敢冒生命的危
险 拒 绝 支 付 使 用 。 他 们 的 所 有 臣
民，都毫不犹豫地接受采用这种纸
币，因为无论到任何地方营业，都可
以用它购买他们所需的商品，如珍
珠、宝石、金银等等……”

“中统元宝交钞”和“至元通行
宝钞”大范围的流通，方便了元朝广
袤疆域内不同民族之间的贸易与往
来，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

（海丽娜 供稿）

（本版支持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许小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
国家，也是最早形成比较完备钞法

（古代关于纸币发行、流通、兑换的
法令）的国家，为不少国家仿行。“至
元通行宝钞”发行于至元二十四年

（1287 年），同时制定的《至元宝钞通
行条划》是中国古代最完善的纸币管
理法。其内容概要为：第一条，至元
钞一贯，当中统钞五贯，至元钞自二
贯至五文，凡十一有等，两钞并行；第
二条，随路设官库，买卖金银，平准钞
法，确定金银出库官价；第三条，昏钞
倒换至元钞，以一折五，另加工墨费；
第四、五、六、七条，民户包纳税课、购
买盐引、偿还公私债钱，行用新旧钞
均可；第八、九、十三条，收支交易，听
从民便；第十二条，上下半月计点平
准钞库；第十、十一、十四条，伪造者
处死，首告者奖励，官员推行宝钞不
力，断罪解任。

从上述内容看，《至元宝钞通行
条划》明确了伪造与贪污纸钞的处理
办法，树立了“至元通行宝钞”和“中
统元宝交钞”的权威性，确定了以银
为本以及纸钞的法偿性，规定了“至
元通行宝钞”兑换“中统元宝交钞”和
金银的比价，以及设置发行准备金、
买卖金银的具体制度与办法等。

《至元宝钞通行条划》是中国最
早的纸币发行管理条例，综合了自有
纸币以来的管理经验，以一个专门文
件的形式作为朝廷的法令，不但从制
度上、政策上看是空前的，从纸币管
理的思想上来看，也达到了成熟的
水平。

我国的货币制度经历了长期演
变和发展过程，自唐朝的“飞钱”和宋
朝的“交子”“会子”出现后，标志着我
国货币制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如
果说，唐朝的“飞钱”还不是纸币，宋
朝的“交子”“会子”流通范围有限，那
么元朝的纸钞则在官府、民间畅通无
阻，交粮纳税、交易往还，无不用钞。
元代钞法，是世界上最早的较为完备
的纸币流通制度，在世界货币文化史
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作者系阿拉善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观点】

最早的货币实物

【史话】

中国钱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最初的
天然海贝、布帛等实物货币，到金属称量货币、
铸币，直至纸质货币，中国的钱币文化可谓博
大精深。纸币的出现，是货币史上的一大进
步，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出现在北宋时期，是
四川的“交子”。起初“交子”只是一种代替货
币交易的信用凭证，存款人把金属货币存放
于铺户，铺户把存款人存放货币的数额写在
用桑树叶做的纸质券面上，交存款人保存，作
为取款时的凭证。存款人提取货币时，每贯
付给铺户三十文钱的利息作为保管费。“交
子”是四川土话，意思为票证、票券，在四川境
内流通了 80年，比西方国家发行的纸币早六
七百年。

世界上最早在全国流通的纸币是元钞，即
我国现存最早的纸币实物“中统元宝交钞”。
元朝初期，纸币发行仿宋金两朝，由地方自行
印制，不在全国流通。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
下诏，发行统一通行的“中统元宝交钞”，终止
各地自行发钞行为。“中统元宝交钞”与银钱并
用，后来由于各种因素，该钞逐渐贬值。于是，
忽必烈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实行了一次
重要的币制改革。当时，元朝尚书右丞叶李将
原在南宋末年献过的钞样略作变动，改为“至
元通行宝钞”，受到忽必烈的嘉许，于是“至元

通行宝钞”发行，俗称“金钞子”，与“中统元宝
交钞”并行，规定“至元宝钞一贯，当中统宝钞
五贯，新旧并行，公私通例”。

为了护航“至元通行宝钞”流通，元朝廷还
采纳了由叶李拟定、尚书省颁行的《至元宝钞
通行条划》十四款。该条划制订了关于钞票发
行和流通方面的规定，包括元代纸币制度的各
项基本原则与重要规定，周密详尽，直至元朝
末年还有效。《至元宝钞通行条划》是世界上最
早、最完备的纸币制度条例，对后世的纸币流
通产生了很大影响。

至大二年（1309 年），元武宗海山发行了
“至大银钞”，仅用了一年。至正十年（1350
年），元惠宗发行“至正交钞”，只用了 18 年。
而“至元通行宝钞”从 1287年发行，直到元朝
1368年灭亡，一直在流通，是元代影响最大的
纸钞，也是元代流通中最重要的货币。意大利
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将元代纸币进行了
详细描述，引起欧洲人的注意，西方开始借鉴
和模仿中国纸钞。

阿拉善博物馆“大漠胡杨·北疆热土——
阿拉善通史陈列展”展厅，就珍藏着一张“至
元通行宝钞贰贯”纸钞。该纸钞 1990 年被
一位牧民在黑城遗址附近发现后，由额济纳
旗文管所收藏。1992 年 8 月，阿拉善盟文物
站征调了“至元通行宝钞贰贯”纸钞，由阿拉

善博物馆收藏。2004 年 10 月 21 日，这张纸
钞作为黑城遗址出土的中国早期货币实物
标本，由内蒙古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一级
文物。

黑城遗址位于额济纳旗达来库布镇东南
约 35 公里、纳林河东岸荒漠中，在历史上开
发较早，西汉初期就在此大兴屯田，移民实
边，黑城及其附近弱水两岸的膏腴之地，就是
西汉初所设居延县和居延都尉府治辖的主要
农业区域。隋唐时期，曾在居延旧址的基础
上先后设置过同城镇和宁寇军戍守。西夏，
这里是十二监军司之一黑山威胡军司的驻
所。元朝建立后，在此设立亦集乃路。据黑
城出土文书记载，元代，亦集乃路从事商业的
各色人等均有，甚至当地的官吏、驻军也参与
经商，买卖人之多是亦集乃路的一大特色，市
面流通的钞券中，使用时间长、信用好的是

“中统元宝交钞”和“至元通行宝钞”。到了元
代晚期，通货膨胀严重，仅有“至元通行宝钞”
和“中统元宝交钞”在市面上流通，而且面额
很大。

黑城遗址附近从元末明初到清康熙年间，
已经没有人居住。今天，我们通过黑城遗址发
现的“至元通行宝钞贰贯”纸钞，了解到元代纸
钞的形状、文字、图案、花纹、印押等情况，更
了解到它让世界看向中国的历史价值。

((本版图片由阿拉善博物馆提供本版图片由阿拉善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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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内下部从右至左竖书公告文字：“尚书省 奏准印造至元宝钞
宣课差役内并行收受不限年月 诸路通行 宝钞库子攒司 印造库子
攒司 伪造者处死首告者赏银伍锭仍给犯人家产 至元 年 月 日
宝钞库使副 印造库使副 尚书省提举司”。

“至元通行宝钞贰贯”纸钞

长29厘米，宽22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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