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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万明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5-29 8:50:17发布)  阅读384次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间段，其重要意义就在于，它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
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和经济全球化的开端。一 

对于明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最初笔者是从海外政策角度开始探索的。随着研究的深入，
笔者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政策是浮在表层的，在政策演变
的背后，影响政治的更为重要的因素不是政策变化本身，而是整个社会的变动，或者说是
时代的演变。如果仅在政治史的范畴里，停留在政策层面，就难以理清社会发生的巨大变
动。因此，社会变动的原因需要深入到极为复杂多变的社会内部去探求。 

在中国历史上，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了完全的货币形态，是在明朝时期。单就研究明
代白银本身，已经构成了货币史的重大意义。然而，其意义却又绝不仅此而已。西方学者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中译本出版后，白银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一时书评如潮。
但是，这部书的出版并没有弥补以往白银研究的不足之处，相反倒是使研究的实证问题显
得尤为突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晚明社会出现的令人瞩目的变化，主要是从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
发展角度加以论证和解释。对于以往形成的“规范”认识，近年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层反思
和质疑，这说明研究正在走向深化，研究范式的转换势在必行。但是，迄今学术界没有对
货币经济在晚明迅速发展的现实给予足够的注意，很少留意白银在明代不同寻常的货币化
过程，以及白银货币化过程的重大影响。事实上，货币经济发展与商品经济发展紧密相联
系，却又有着相对独立性。货币变动不一定是商品经济变化的直接和必然的结果，这一点
已为货币学家所证实。笔者对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考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并试图以
此作为一个全新视角对晚明社会变迁进行探索。二 

白银在明代经历了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明初，白银不是合法货币，明朝禁用金银交
易。翻开《大明会典》，明朝典章制度中有“钞法”、“钱法”，却没有“银法”。但
是，明后期白银普遍通行于全社会，白银占据了货币流通领域的主导地位。迄今为止，对
白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外学术界均以《明史》中正统初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
“朝野率皆用银”为根据，认为是朝廷法令推行的结果。然而，《明史》的高度概括是有

问题的。经过对明初至成化年间徽州地区土地买卖交易契约427件中使用通货情况进行分
析，明代白银不寻常的货币化过程就彰显了出来。 

明代白银货币化是自民间开始，经历了自下而上的发展历程，到成化、弘治（15世纪末16
世纪初）以后，才为官方所认可，自上而下地展开。最重要的展开方式是赋役折银。明朝
成、弘年间以后，白银从官方非法货币到事实上的合法货币过渡，白银货币化在整个社会
全面铺开。随着白银货币化步伐的加快，白银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
生活中。没有货币的流通，就不可能有活跃的市场，贵金属货币流通、循环，注入人们全
部社会经济生活，使得市场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
繁荣、商帮的形成、市镇的兴起，都是从这里开始，或者说可以在这里得到根据。由此，

带来一系列制度变迁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整体的变迁。到嘉靖年间（16世纪40年代），

这一货币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隆庆元年 1567 ，明穆宗颁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
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这条法令，是明朝在白银货币化客观现实下，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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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钱兼使”的法令。其重要性就在于，这是明朝首次以法权形式肯定了白银为合法货
币，而且是用法权形式把白银作为主币的货币形态固定了下来。因此，也可视作明朝建立
银本位货币体系的证明。三 

由于白银渗透到整个社会，促使社会各阶层上上下下产生了对白银的需求。这一巨大的日
益增长的白银需求，使当时国内白银储存量以及银矿开采量严重不足的矛盾凸显了出来，
求远大于供，白银价值增大，向海外的寻求成为必然。旧的对外贸易模式朝贡贸易不能满
足需要，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兴起，明朝海外政策发生转变。市场极大地发展，在基本覆盖
了全国以后，迅速向海外扩展。 

中国海外贸易的开展，直接刺激了日本银矿的发现和开发。与此同时，西方葡萄牙人东

来，恰于16世纪40年代到达日本，他们立即发现中日间丝银贸易可以获得巨大利润，于是
积极参与其间，开展了活跃的中介贸易，并将贸易范围扩大到欧洲。西班牙扩张到亚洲以
后，也几乎立即发现了需要白银换取中国商品的事实，紧接着就出现了美洲银矿的疯狂开
采和运输。这些事件的发生，似乎不能以时间的偶合来说明，而只能以中国需求推动了世
界矿产的开发来解释。因此，日本银矿产量的突然急剧增长，应该说不是孤立存在的，是
在中国巨大需求的刺激下促发的。而谈到美洲白银，我们以往大多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
那就是西方开始探寻新航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黄金的需求，而不是白银。美洲白银

在16世纪后半期被大量开采出来，与对中国贸易需求有着紧密联系。可以说，正是中国白

银货币化推动了日本、美洲白银矿产的大开发。丹尼斯·弗莱恩和阿拉图罗·热拉尔德兹提

出世界贸易在1571年诞生的观点。我们认为，如以上述活跃的白银贸易为起点，那么时间

应该提前到16世纪40年代，也就是中国对于白银产生大量需求，并且开始向海外寻求的时
代更为贴切。正是从那时起，一个世界贸易网络开始建立，世界市场雏形开始出现；白银
成为世界货币，在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历史的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已经显示了出来。
四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货币发展最为复杂、变动也最大的时期，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
白银由民间社会自发崛起。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的这一白银货币化进程，形成了强劲的发展
趋势，不仅完成了货币体系的转变，而且渗透到全社会，引发了社会巨变。以贵金属白银
为标志，明代中国与两个重要历史转折开端相联系，一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

开端。简言之，在多层面的深刻变迁上体现了出来：（1）货币层面，从贱金属铜钱向贵金

属白银转变；（2）赋役层面，从实物和力役向货币税的转变；（3）经济结构层面，从小

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4）社会关系层面，从人的依附关系向物的关系转变；（5）价

值观念层面，从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6）社会结构层面，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
鉴于此，我认为白银货币化过程，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市场经济萌
发的过程。这是我们研究晚明社会的一把钥匙，证明了晚明社会变迁带有根本性社会转型
的性质。 

另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开端。白银货币化是转型变革中的中国与正在形成中的整体世界相联
系的产物，也即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产物。这里所要强调的是，由于中国社会内部发生
的变化，白银货币化初步奠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市场经济萌发并以前所未有的发
展趋势极大地扩展，中国由此主动走向了世界。而不是如既往所认识的，是西方东来，中
国才被动地与世界衔接起来。世界经济体系不是西方创造的，当世界逐渐形成为一个整体
的世界之时，明代中国曾积极参与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为整体世界的出现做出了
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就此而言，明代白银货币化意味着中国社会转型和整体世界新时代的
到来，它在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4/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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