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在本书的主体部份对官寺的
$

部结构进行讨论&选取一些资料较
!

丰富的

个案来探讨官寺的
$

部结构!可能是目前较
!

可行的一种办法&

4本文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 #五代北宋时期禅宗传法的空间

扩展$'$0vQ,%&###$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魏
M

隋唐交通与文学图考$'$*;̂<")% (研究

成果5

葛洲子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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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白银问题是学界的研究重点!涉及到一条鞭法"国家与社会的转型

以及中外贸易与交流等重要问题&目前学界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是白银货

币化!把明代看成历史特例!认
!

明代经历白银从非货币商品变
!

合法货币

的过程!而明後期大量海外白银流入是白银成
!

主币的动因)二是白银进步

论!认
!

白银是贵金属货币!具有先进性!其成
!

主币反映明代市场经济的

繁荣&

该书从宏观上探讨在明代不同时空!白银如何从
3

多货币中崛起
!

主币

的漫长曲折过程!以回应以上观点&首先!作者赞同明代货币白银化'即白

银成
!

主导货币(的提法!认
!

经过宋金元的演变!白银已经货币化!?非

在明代才开始成
!

货币!但明初洪武货币秩序暂时打断了白银的货币化进

程!所以才会有#非法到合法$的演进&在此秩序的反向推动作用下!白银

逐渐成
!

主币&白银崛起的主因在於中国
$

部的历史演变!而非海外白银的

流入&其次!面对被部份学者神话化的贵金属材质!作者认
!

白银在明初仅

是
3

多实物货币的一种!在整个明代白银都是以称量而非铸币形态被使用!

且货币白银化一定程度上是被#逼$出来的!不是市场繁荣的自然结果&贵

金属货币不等於先进货币!更不等於市场经济的发展!分析货币不能迷信材

质进步论!亦不能理论先行&

第二到第六章是正文!作者将其分
!

三个部份%

第一部份'第二"三章(追溯白银货币职能的发展历史!以及明代货币

白银化的根本体制促因&作者通过回溯宋金元时期的历史!论证在明代以

前!白银已经具备较完整的货币职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明代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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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上是货币白银化过程&之所以白银
%

有直接成
!

明代的主导货币!

与明初制定的货币政策有关!即作者归纳的#洪武货币秩序$&这套秩序违

背市场规律!

!

实物劳役型财政服务!本身存在巨大的体制缺失!具体表现

!

实行单一宝钞制度"禁铜钱"禁金银"官定折价等&作者认
!

这是白银最

後能
H

替代政府主导的钞和钱的根本促因!白银的逐渐崛起正是这套秩序被

击和瓦解的过程&

第二部份'第四"五章(探讨白银在禁令下的扩展流通&明初的禁令?

未能阻止白银的使用!但分流成政府和民间两条相互独立的流通轨道!即

#双轨流通$&在政府方面!由於政府可以通过折银财政获得巨额收入!加

之作
!

官俸的宝钞不断贬值!而正德"景泰之际的战
+

!摧垮政府维持宝钞

的努力!所以政府对於白银的需求越来越多!贡赋体制吸纳大量白银&在民

间方面!市场上主要通用货币前後经历从纸钞到铜钱到白银的发展过程&由

於#洪武货币秩序$的体制缺失!宝钞不断贬值!被市场?用&政府和民间

都开始改用铜钱!但随之而来的便是铜钱供应不足!民间私铸成风!市场流

通的铜钱品质越来越差!而政府始终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多次铸钱救钱活

动均告失败&於是!源自民间的稳定通货白银!开始在市场上逐渐排挤和替

代官方主导的铜钱!形成#银进钱退$的现象&作者也提到!白银?未完全

取代铜钱!因
!

在基层小额交易中!高价值的白银不如低值的铜钱便利!白

银与铜钱在不同层面#各司其职$又相互联通&

第三部份'第六章(论述白银的两条流通轨道在明後期合流!白银主导

地位得以确立的过程&首先!明後期国
$

市场的发展与海外白银的流入!都

促进国家与社会对白银的需求!而白银的两条发展轨道合流!在一条鞭法实

施後!货币白银化逐渐完成&其次!作者从货币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货币白

银化确立过程在当时士人思想中的反映!提出明後期的#反银论$思潮?非

落後保守!恰恰是士人对国家货币主权下移
7

生危机意识的表现!证明白银

确实已经成
!

主导货币&最後士人提出#银母钱子相权$论!是对货币白银

化事实的进一步认可&

该书主瞃清晰!重点突出!论证详实&第一!以货币关特
(

是银钱关


!

主瞃和重点&作者区分国家的信用货币#钞$"铸币#钱$与民间货币

#白银$!以便读者理解明代货币的来源!?详细探讨钞"钱"银三种货币

的关&作者认
!

宝钞不具货币价值!只靠法令
6

制使用!而明政府的纸币

政策长期失效!所以宝钞贬值严重!加上政府救钞失败!民间和政府便开始

突破钱禁&相似的进程也发生在铜钱上!由於政府无法提供及维持优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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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市场上劣质钱充斥!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迫使民间只能选择价

值稳定的白银!以#新的良币驱逐旧的劣币$&明代钱法#失败$主要与国

家政策有关!而非铜钱本身价值出了问题!这一认识有助於我们理解
!

何明

清已进入#白银时代$!清代仍推行银钱本位制&作者
%

有回避银钱关

这一货币史难题!详实地分析明代主要货币的变化过程!展现了深厚的史学

素养&

第二!相较於已有研究!作者
%

有就经济谈经济!也
%

有将货币白银化

的原因简单归於某种因素!或笼统地
#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更
%

有盲目发散

到各个领域!而是
6

调不同时段的不同促因&首先!在明初!作者极
!

重视

政治的作用!把#洪武货币秩序$看作白银崛起的根本性体制促因&明中叶

时!贡赋体制用银和市场有效货币缺失是主因&在明後期!作者肯定了市场

发展和海外白银流入所起的促进作用&其次!作者认
!

需要从国家和民间分

立的角度去审视白银流通的扩展!因
!

在不同轨道上!扩展的原因"方式和

程度都不同&最终两条轨道合流!货币白银化才算完成&

第三!紧扣时空关来论述白银问题&从时间上看!作者上溯到宋金元

时期!分析白银货币职能的形成过程&然後!作者论述白银从明初的实物货

币!如何逐渐崛起
!

主导货币&最後!作者将#白银时代$格局形成的时段

确定
!

嘉万时期&此时!国家贡赋体制对白银深度依赖!一条鞭法的实行确

立白银的支配地位'页)$ (!而且政府的多次铸钱活动失败!货币白银化在

士人的思想中也有反映&在空间上!仅从个
(

区域很难窥见白银发展的全貌!

作者以多个地区
!

实例!分析货币版图中行钱之地'即流通铜钱的地区(与

不行钱之地货币流通的变化!论证白银在民间逐渐排挤铜钱及其他实物货

币!使得行钱之地不断萎缩!从而在民间市场逐渐崛起&同时!作者也提到

在许多实物货币长期?主导的地区!白银
%

有成
!

主币!如云南以贝币
!

主

币!贵州则杂用盐巴"低成色银等货币&

第四!使用考古出土文物和货币思想史作
!

论证材料&一方面!作者结

合出土文物所反映的铜钱 #洪武窖藏 $现象!

#

明明初禁钱令得到有效执

行!洪武货币秩序确实发挥着作用&另一方面!作者认
!

#货币思想史中的

论述既能成
!

重要史料!也反映货币演进的现实$'页$) (!将货币思想史

纳入分析中!有机结合货币思想史与货币经济史&

该书亦有不足&首先!在讨论宝钞的衰落时!作者未能详述宝钞严重贬

值後
&%

有立刻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这背後有一个利益群体!即
$

府宦官

存在&宝钞贮藏於
$

府库!宦官通过发行"徵收和
pf

获利!所以他们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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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宝钞消失!而且在宝钞折银徵收和实物入库贮藏中上下其手!获取暴

利&此时的宝钞已非严格意义上的货币!而是被权力关维持的敛财工具&

其次!文中对#不同时段白银在民间基层的具体使用$!以及#在不行钱之

地中白银的扩展方式和程度$的分析!可能由於材料缺乏!留下可进一步讨

论的空间!期待将来随着民间文献的大量发现和整理!能深化这些探讨&

杨贤毅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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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利害相关%明清以来江南苏松地区民间信仰研究+'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年!以下简称*利害相关+(一书出版九年之後!王健再出

新著*多元视野下民间信仰与国家权力的互动%以明清江南
!

中心+'以下

简称*多元视野+(&该书作
!

江南民间信仰研究的最新著作!值得关注&

本书除绪论与结语!共分四章!分
(

围绕明代
I

淫祠的多元面相"神灵

入祀与地方社会"江南日常信仰空间的呈现"非常态下的江南地方信仰与民

3

心态四个问题展开论述&在 *利害相关 +一书中!作者所探讨的主题较

多!包括对民间信仰的整体描述与分析'涉及民间神灵的分类"祠庙收入和

7

权"民间信仰的组织体系和参与群体!以及民间信仰与地方经济"社会空

间的关(!庙界问题!士绅"家族关於民间信仰的理念与实践关!国家

政权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及基於地域社会视角对特定神灵'杨老爷(信仰

的历时性考察&其中!关於江南地区除祀典和淫祀之外存在私祀现象与概

念"市镇庙宇与乡村庙宇的关?非如滨岛敦俊所描述的那样简单等论点!

以及关於松江府周边地区杨老爷信仰"周孝子信仰的个案研究等!都具有
X

发性!令人印象深刻!此处不拟深论&在*多元视野+一书中!作者则聚焦

於*利害相关+有所讨论但未及深入的国家政权与民间信仰的互动问题!?

从
I

淫祠"神灵入祀"信仰空间"王朝鼎革对地方信仰和民
3

心态的影响四

个方面加以讨论&

第一章题
!

#

I

欲何
!

%明代
I

淫祠的多元面相$!主要探讨
I

淫祠问

题&作者在本章中以常熟知县杨子器
!

例!

T

述其在当地的
I

淫祠行动!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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