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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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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研究明朝白银本身，已经构成了货币史上的重大意义。然而，其意义却又绝
不仅此而已。长期以来，晚明社会出现的令人瞩目变化，引起了中外学术界广泛关
注，对此变化，中国学者一般认为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或称
中国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研究则主要是从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
发展方面加以论证和解释。随着研究的深入，近年对于以往形成的“规范”认识，
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层反思和质疑，说明研究正走向深化。但是，以上解释模式可以
证明中国社会发展不是停滞的，要进一步表明明代社会已经处于向近代的转型，显
然不够充分；难题还在于就是以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来说服宋代的“经济革命
论”，也还存在距离。因此，在切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研究范式的转换势在必
行。迄今为止，资本主义萌芽论和商品经济发展论使学术界长期没有足够注意到货
币经济发展的存在，很少留意白银在明代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更极少注意到白
银货币化的重大影响。对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考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本文试
图以此作为一个全新的视角，进行实证研究，从中归纳认识，具体探讨和重新诠释
明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 

在明朝，大规模行用白银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白银成为主要货币，在社会经
济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以致于我们将晚明称为中国的白银时代也不为过。然而，
关注晚明社会实态，就会注意到，一方面明朝大规模行用白银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
象；但另一方面, 当我们翻开明代史籍，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中，惟见“钞法”和
“钱法”，并不见白银，或者说“银法”。这说明了白银不是明朝的法定货币，也
就没有制度可言。由此可见，白银在明朝的货币化，又是历史上一个极为不同寻常
的现象。考诸明代社会现实，白银问题作为晚明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明清之
际就已引起著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极大关注，三人无一例外，
都有”废银论”。20 世纪30 年代以后，梁方仲、清水泰次、博克塞(C.R.Boxer)等
中外学者，从赋役制度与国际贸易的角度[1]，彭信威、加藤繁、杨联升(Lien-
sheng Yang)等学者从货币史的视角[2], 均对白银有所涉及，展开了卓越的研究，
他们精深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成就至今令人瞩目。80年代以后，对货币沿革进行系统
研究的，有叶世昌、格拉汉(Richard von Glahn)等中外学者[3]；对外国白银流入
中国及其世界影响进行考察的, 主要有全汉升、艾维泗(Willion S.Atwell)、弗林
(Dennis O.Flynn)和吉拉尔德兹(Arturo Giraldez)等中外学者。[4] 其中对明代白
银研究用功最多、成就也最卓著的是全汉升，他对明代太仓银、国际白银流入，宋
明银价变动，以及白银对北方边防及市场的影响，均有深入研究。[5]近年中外学术
界特别关注白银问题，吴承明提出将“财政货币化”和“白银内流”作为16~17世纪
中国经济现代化因素，但是没有展开论证；[6]安德列·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总结以往外国白银流入中国问题的相关研究，提出这证明了中国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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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的观点，并以此为据，突破了以沃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为代表的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论。可惜在他的宏大体系中，并无对
明代白银的具体实证研究。[7] 

当我们回顾学术史的历程，研究尚有待推进。迄今为止，学术界缺乏对明代白银
货币化过程的专门研究，而这无疑影响了对明代货币经济发展达到水平的认识及其
作用的评估，更影响到对明代社会发展的整体评价。有鉴于此，本文着意于白银货
币化如何自下而上而又自上而下的极大影响了明朝制度层面，促使发生了制度变
迁，出现历史事实上的”银法”的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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