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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1988年，我上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叶世昌先生。叶先生是我国著名经济史学
家。师从他，我很荣幸。 

1991年，我离开复旦，一直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但是只要到上海，我都会抽空去看望先
生。在我看来，得益于先生的不只是学问，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我把它叫做中
国学者的精神。 

先生宁静淡泊，故能专心治学；勤于笔耕，故多有建树；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 

先生搜集史料，如淘金，废寝忘食，乐在其中；评价历史人物，公正客观，无成见，无偏
见，就事论事，求真务实；论及当今则点到为止，不牵强、不附会、不哗众取宠。行文简
约，行及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遇有生僻字句，必注；发现错误之处，必纠。 

我曾写过两篇中国货币理论史方面的文章，一篇叫《中国古代货币理论的主要成就》，一
篇叫《中国历代反通货膨胀理论》，分别发表在《金融研究》和《金融经济》杂志上，后
来收入我的专著《儒家文化与中国经济》和《中国文化与金融》两书中。这两篇文章实际
上都是在叶先生著作基础上，受先生启发而写的，也可以说是拜读先生著作和文章后的心
得体会。我很钦佩我们的先辈在货币理论这一相当专业的领域里表现出来的智慧，我也很

钦佩叶先生在中国货币理论史方面卓有成效的研究．我相信读者看完z女莖女女…一有同样
的感受。  

愿先生健康长寿，愿先生一家平安。 

欧阳卫民 
2003年5月6日于厦门 

自 序 

本书初版分上下两册，先后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上册出版于1986年，下册出版于1993
年。初版原由贵州省金融学会和贵州省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组编，并组织了上册书稿的讨

论。下册则由我申请，于1990年列入国家教委第三批博士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两册出齐

后，1995年获得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 

本书上册由我一人完成(第一章至第十二章),当时因考虑到和拙著《中国经济思想简史》有
重复之处，故署为“编著”，实际上“编”的也是自己的著作。下册以我为主，并请青岛
社会科学院的李宝金先生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钟祥财先生参加。李宝金撰写了甲午战争至
五四运动时期的货币理论，钟祥财撰写了五四运动至抗日战争爆发前的货币理论和革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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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地的货币理论。我撰写其余部分(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至1949年
国民政府统治区的货币理论)，并对两位的稿子作修改和补充，做到了全书体例、风格和观

点的统一．钟祥财在撰写承担的书稿后，另著有《法币政策前后中国的货币理论》，1995
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中国货币理论史》的研究对象中，当时还有三位健在，他们是刘涤源、滕茂桐和薛暮桥

先生。刘涤源先生见到本书后来信说：“对拙著《货币相对数量说》述评都很得当，很好! 
日后,我如果出版一本《论文集》，当把你这篇述评编进去。大著包罗跨度很大，人物众

多，工作量很大，难度很大。你把这个课题研撰成书,填补了我国货币理论史的空白。这是

十分值得高度评价的。特此祝贺!”滕茂桐先生在本书出版后，则修订了他出版于1945年的

《货币新论》，于1995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修订版序言》中’他全文引述我在
《中国货币理论史》中对《货币新论》的介绍和评价，并说：“叶世昌等教授的评介，言

简意赅，追渊溯源，探幽发微,使读者可更深入地了解本书(指《货币新论》)言犹未尽之处
和不足的地方。”这是来自中国货币理论史的研究对象对我们所进行的工作的热情鼓励和
充分肯定，我们特别感到高兴。 

本书出版后，有刘吴、郅远、欧阳卫民、詹亮宇等先生先后发表书评，予以肯定。2001
年，张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货币思想史》上、下册出版，在《前言》中提到：“特别是

叶世昌教授的《中国货币理论史》(上、下册)，课题组成员均反复拜读，学习借鉴了其中
很多成果，特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书出版后受到了一些赞扬，但我深感书中的不足，很想作一修订。修订工作由我一人进
行，共进行两次，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修订： 

一、理论上的修订。初版总的来说立论还是比较稳妥的。但有些分析理论深度不够，个别
提法还可以说得更准确一些。修订时根据新的认识作了一些修改。如北宋沈括的货币流通
速度理论，初版只是说“他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了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流通必要量成反比的
规律”，显得平淡。修订版将原来的标题“沈括的 

货币流通论”改为“沈括的货币流通速度论”，又指出‘‘沈括的货币流通速度理论是世
界上最早的货币流通速度理论”，并介绍了西方最早提出货币流通速度理论的英国约翰．

洛克的有关论述，肯定沈括的理论比洛克还早600余年。又如南宋叶适的纸币驱逐钱币的

理论，初版没有联系西方的恶币驱逐良币规律(即格雷欣规律)。修订版说叶适的这一理论
属于恶币驱逐良币的范畴，并对西方恶币驱逐良币规律的产生作了介绍，指出叶适虽然没
有使用“恶币驱逐良币”的宇样，“但已经将纸币驱逐钱币作为一种规律来认识，在货币

理论上具有先进性”。再如20世纪40年代，经济学家马寅初认为纸币有价值尺度职能，而
按照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纸币是没有价值尺度职能的。初版对马寅初的观点未作评价，修
订版则指出：“在世界范围的纸币制度确立后，货币理论应该有所变化。这时的纸币已不
代表金属货币的价值，自然也不代表纸的价值，而是代表在流通中形成的一定的价值量，
以此来衡量商品的价值。从这个角度说，马寅初的纸币有价值尺度职能的观点是正确的，
具有先见之明。”肯定马寅初的观点是能够成立的。例子还有一些，不能一一列举。 

二、补充新资料．初版有些历史人物的卒年不详，或有的生平有重要遗漏，也有个别人的
文献资料是转引的，修订版作了一些补充。如赵兰坪死在台湾，初版无他的卒年，后经贵
州刘万铮先生向台湾友人打听，得知他的卒年，再写信告诉我，这次修订得以补入。徐青
甫的生平，因有复旦校友叶志麟教授寄来他主编的《浙江近现代人物录》，修订版写得更
完整了。陈池养的《钞法末议七则》等文，本书初版是从《福建论坛》转引的，后经福州
大学刘敬扬教授的查找，寄来了原文复印件，使我得以运用第一手资料进行补充和分析，
并重新考订了这些文献的写作时间．另外，对货币史背景资料也有修订，并作了一些必要
的补充。 

三、改正错字。初版错字较多．上册出版前出版社曾寄给我清样要我校对，但我校到一
半，突患肺炎住院，因此后半未能亲校，后来发现有些错字未校出。下册则未经本人校
对，有些原稿的笔误未能改进，又有不少错改、错排和漏排之处。这次修订，注意改正错
字，特别是引文，都根据原出处逐一作了校订。 

四、调整部分章节。初版的上、下编分别计章，故上、下册各从第一章开始。修订版合并

为一册，统一计章，章名亦有改动．初版将《墨子·经》上下和《墨子·经说》上下定为后
期墨家的著作，故将其中的货币理论放在上编第一章的最后一节。修订版将墨家的货币理

论提前至第二节，去掉“后期”二字。《管子·轻重》的货币理论初版只有一节，修订版改
成了两节。康有为的金主币救国论和理财救国论初版并在一节论述，修订版严格按照发表



的时间，分述于两章。修订版第十二、十八、二十章的节序也和初版有不同。经过调整，
章节安排显得更合理了。 

中国金融出版社接受了本书初版的出版。编辑邓瑞锁先生一直对上下册的出版予以关心和
支持，他还曾参加下册提纲的讨论，并惠赠《曹菊如文稿》一书供研究用．下册的责任编
辑为毛春明先生。此外在初版上册《前言》和下册《自序》中提到对本书的编写曾给予帮
助的，有李埏、赵德馨、李善明、周成启、王英豪、刘万铮、宋庆璋、胡德裕、曹鹤龙、
彭竹、胡群耘、郭彦岗、朱伯康、洪葭管、方崇桂、刘敬扬、蔡一、熊甫、裴倜、余如
海、姚遂、汪林、戴金珊、欧阳卫民、万安培、曹旭华、蒋畅、张远、彭连港、陈惠如等
先生或女士．谨在此对中国金融出版社以及上述诸先生、女士继续表示感谢。其中有些人

已经作古，本书的研究对象之一刘涤源先生也于1997年逝世，谨对他们表示深深的哀悼。 

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市中心支行行长、厦门经济特区金融学会会长欧阳卫民是我指导的第二
位获得学位的博士，毕业后工作很有成绩。在他领导下的厦门经济特区金融学会很重视学
术建设，本书亦得以在招商银行厦门分行的资助以及学会的支持下顺利出版。厦门市中心
支行办公室的郑卫国先生、陈惠玲女士负责本书的出版工作，书稿由我的学生贾庆军、冯
华、李苍海等博士生协助输入电脑。对厦门经济特区金融学会、招商银行厦门分行、厦门
大学出版社及帮助本修订本出版的诸先生、女士，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叶世昌 
2002年7月于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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