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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自铸金属货币的兴起 
滇东北的昭通地区是秦汉以来与中原内地接触最早，开发较早的地区。随着当地矿冶业的发展和商贸
活动的扩大，滇东北成为云南历史上最早开铸金属钱币的地区。 
1.滇铸“汉朱提银白金” 
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西汉在滇东北置朱提县（犍为郡属十二县之一），东汉建安十九
年（公元215年），刘备扩置为朱提郡，“皆因朱提山产银而郡县亦以之为名”。《后汉书·郡国志》
云：“朱提山出银、铜”，“朱提堂狼洗最为著名”，“朱提堂狼多用鱼鹭为洗上纹饰”（堂狼即今
东川）。在出土的66件朱提堂狼洗中著名“朱提”者为18件，“堂狼”者为23件，“朱提”、“堂
狼”者为3件，年代最早的是东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止于东汉灵帝建宁四年（公元171
年）。朱提县、堂狼县均建制于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先是分属于犍为郡。朱提县以产银著
称，堂狼县以产铜著称，两县互为毗邻。堂狼并入朱提后，堂狼县所铸造的青铜铭文洗，就复称为
“朱提堂狼制造”。 
西汉时期，滇东北银、铜开采冶炼就很兴盛，滇东北“境内有朱提山，产银很多而美”，《后汉书·
郡国志》也载，“朱提山出银、铜”。晋人魏完在《云中八郡志》中明确记载，朱提郡“旧有银窟数
处”。朱提为昭通最早的古地名，先有山名，后因瓣银，故称银为“朱提银”。银从朱提产炼，朱提
因银而出名，“朱提银”在西汉时期成为中央王朝所铸行的贵金属货币的代名词。 
史书记载说，汉武帝时，曾铸行过“白金三品”货币。白金三品其一枚重八两，值钱三千文，形状为
圆形龙纹；其二枚重六两，值钱五百文，方形，印铸有马的图案。这种“白金”银锭实为银、锡合
金。 
1936年，在距昭通城西15公里左右被当地人称为“皮匠地”的地方，一位姓于的农民耕地时得到一块
金属物品，装在一个底部铸有虫、鱼的青铜器皿内，器皿上面铸有铭文：建初八年朱提造作。这就是
被后人考证后称之为“汉朱提银白金”的滇铸汉代银锭。 
建初为东汉章帝年号，建初八年应为公元83年。这枚白金重81两，上面铸有“永建盉重五十斤”铭
文。经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取片分析，这锭“朱提银”含银量仅为42%，其余成份主要是锡等杂质。 
清代端方在《陶斋吉全录》中也曾著录一枚朱提银锭，铭文“朱提银”字，阳文，长8.2寸，宽6.8
寸，长方形状。端方著录的这品“朱提银”曾被后世学者研究认为是最早的“朱提银”，这是因为当
时的作者和读者都未见到昭通发掘的“朱提银白金”银锭。 
作为贵金属货币，“朱提银”已有固定重量和兑换比例。“朱提银”在古代以质地纯、价值高而著称
于世。《汉书·食货志》称“朱提银重八两有一流（注：王莽时货计量单位）直（注：同值。）一千
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也即“朱提银”作价比普通银高出58%。“朱提银”一流
（八两）值一千五百八十文铜钱（五铢钱），其他钱一流只值千文。 
实际上，“汉朱提银白金”就是汉武帝白金三品货币的云南特产。 
2.滇铸铜钱 
在考古发掘中，滇东北、滇中、滇西都出土过五铢钱和新莽大泉五十、货泉、大布黄千、错刀、契刀
等铜铸钱币。这些钱币，除商人、官吏、军士南下随身携带而来外，也有当地自行铸造的。 
昭通发现的新莽“大泉五十”钱范，背书“日利千万”与中国其他地区发现的新朝“大泉五十”钱范
完全相同。1976年，在与古代昭通同属一部的西昌石嘉窖藏中也出土了王莽“货泉”五块钱范。由此
可见，作为西汉（新朝）时期中央王朝郡县统辖的昭通地区，因其得天独厚的青铜冶炼技术和铜料的
保障，已成为中央朝廷铸行货币的地区之一。从分布情况看，商路沿线的滇东北、滇中、滇西都有两
汉青铜钱币，但钱范仅在当时盛产铜洗的滇东北地区发现，正好谙明昭通、东川一带当时已成为朝廷
的铸钱场所。另外，大理还出土了青铜铸造的“五铢钱”摇钱树；保山出土3个有五铢钱的汉砖，表明
当时云南已具备铸钱的条件并开铸了“五铢钱”。 
1955年昆明青年路改造时出土了许多滇铸新莽钱币，“货泉”最多。中原铸行“货泉”二字是右左
读，昆明青年路出土的是左右读，没有磨平、锉边的情况。这些“货泉”，不论是官铸还是私铸，都
是云南本地的自铸钱。 
云南铸行中原王朝货币，有着特定的历史条件。西汉中叶以后，滇东北地区的青铜冶炼日趋发展，经
王莽新朝至东汉时期已十分兴盛。朱提（昭通）、堂狼（东川）生产的铜洗，行销各地，成为当时各
地铸钱的主要原料。而滇东北地区得当地所产铜洗之利，为铸钱创造了条件。 
从西汉中叶以前的墓葬中我们发现：贝币多、金属钱币（半两钱、五侏钱）少；西汉中叶，两者参
半；西汉末叶到东汉以后，墓葬中的贝币越来越少。昭通大关3号崖墓中，只有两枚贝币，其余货币均
为五铢钱，新莽大泉五十、货泉等；随后的墓葬中，已无贝币的踪迹，全部为金属钱币所取代。从当
时的情况看，铜铸钱币需有铜矿原料和一定的冶炼技术作基础，作为“铜洗”遍销中国的滇东北昭
通、东川（堂狼）已完全具备了铸造青铜钱币的条件。 
另外，从当地的交通状况和中央朝廷铸钱的情况看，朝廷铸钱不可能大量源源不断地供应边疆地区，
加上不休的战争，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钱币除上述所言的商贾、官吏、军士随身带入外，本地也铸造
发行。在云南传世流通和出土的两汉（包括新莽）青铜钱币中，部分应为云南所铸造。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由于西南边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需要，云南除继续使用传统的贝币
作交换媒介之外，中原封建王朝统一铸行的货币也进入过云南，云南也铸行过少量的中原封建王朝货



币。秦汉时期云南货币的多元化，既是云南社会生产力发展差异性的历史必然，也顺应了秦汉时期云
南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大一统封建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
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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