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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是为获得商品或服
务而进行的价值交换， 或者
是为履行法律上的义务而进
行的价值转移。 伴随着人类
文明的发展， 支付也经历了
漫长的演变过程。

毋庸置疑， 支付是伴随
着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的。
有了私有制度， 才有了“你
的”“我的”“他的” 这些物主
概念。 一个人对自己的物品
有处置权，可以使用或消费，
也可以出借或转让， 等价转
让就是商品交换， 这就需要
为换回的商品进行支付。

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
（ 公 元 前 1792 年 - 公 元 前
1750 年在位） 颁布的《汉谟
拉比法典》共有 282 条，其中
有不少关于交易、 黄金、白
银、罚金、赔偿、利息、租金、
工资等内容的条款， 这说明
当时已经出现了某种形式的
货币或交换媒介物。

但人类的商品交换初期
是“易货贸易”。 用英国经济
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
（1835-1882 年 ）的话说：“交
换的最早形式是， 用不想要
的东西直接换取想要的东
西。 我们称这种最简单的交

换是以物易物。 ”例如，农
民拿着谷物找需要谷

物的猎人交换肉

食， 猎人拿着肉食找需要肉
食的工匠交换狩猎工具，如
此等等。

以物易物是最客观的商
品价值表达。 假如一个农民
需要 5 斤肉， 而猎人为猎取
这 5 斤肉要投入 1 天的劳动
量， 这个农民就必须用一天
劳动量所生产的谷物 （假定
是 1 斗）去支付。

但以物易物并不容易，
因为这需要交易双方的匹
配。 一个农民要想用谷物交
换肉， 就必须找到一个恰好
需要谷物的猎人； 而猎人想
用肉交换狩猎工具， 就必须
找到一个恰好需要肉的工
匠。 一个农民背着一袋子谷
物， 可能一天也找不到一个
需要谷物的猎人； 一个猎人
背着一只被打死的野兽，可
能一天也找不到一个想要肉
的工匠。可见，以物易物的交
易模式效率非常低下。

人类的智慧是无穷的。
有了商品交换以来， 人类一
直探索如何提高交易效率。
人们在交易实践中发现，用
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种物品作
为商品交换的媒介物， 先把
自己用不到的多余的物品交
换成这种交易媒介物， 然后
再用这种交易媒介物去交换
所需物品， 这样就大大提高
了交易效率。

交易媒介物的出现，让

以物易物的支付模式逐渐萎
缩， 但它并没有彻底退出历
史舞台。 笔者就曾几次拿着
不看的旧书， 到离家不远的
旧书店交换我想看的书。

法国巴黎抒情歌剧院的
泽丽小姐，在 19 世纪末曾到
位于太平洋东南部的法属波
利尼西亚演出， 演出合约规
定，她要唱 5 首歌，报酬是门
票收入的 1/3。 但当时，该岛
货币还罕见流通， 人们就用
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支付
门票。演出结束后，按照合约
她分得了 3 头猪 、23 只火
鸡、44 只小鸡、5000 粒可可
豆，还有香蕉、柠檬、橙子等
水果。当然，泽丽小姐无法在
短时间内自己消费这么多物
品，也无法卖掉，因为卖掉支
付她的还是这些生活必需
品。 她的经纪人只有在当地
用演出获得的谷物、水果，饲
养演出获得的这些活家畜、
家禽。

英国有个公司，从 1868
年到 2009 年一直出版一本
免费发放的杂志 《交换市
场》，这本杂志最高发行量曾
达到 35 万份。杂志上都是些
老物件交换广告，如
用一辆旧摩托车换一
架旧手风琴等。

上文已述，为了提高商品交
换效率， 人们约定用某种物品作
为交易媒介物， 任何物品都可以
交换成这种交易媒介物； 反过来
说，为获得其他任何物品，都可以
用这种交易媒介物支付。 如此这
般， 就不存在交易双方的匹配问
题， 这种交易媒介物就是货币的
雏形， 但还不能称其为现代意义
上的货币，下文会对此有所论述。

在人类历史上，贝壳、牛羊、
兽皮、谷物、烟草、茶叶、橄榄油、
葡萄酒、食盐、鲸鱼牙、象牙、人
头骨、锄头等都曾充当过交易媒
介物。

大约在公元前 3000 年，美
索不达米亚（今天的伊拉克及其
周边地区 ）的苏美尔人 （苏美尔
文明是世界最早的文明） 就把 1
谢克尔（1 谢克尔≈8.3 克）银子作
为支付单位， 并规定各种生活必
需品的价格， 如用 1 谢克尔银子
支付可以换取 15 塞拉（1 塞拉≈
1 升） 猪油、300 塞拉草木灰、600
塞拉食盐、600 塞拉大麦。 一个正
常劳动力一个月的劳动报酬是
11 谢克尔银子； 租赁一辆马车
（包括牲畜和车费）一天的租金是
1/3 谢克尔银子。

谢克尔其实是记账单位，并
非是流通的银币单位。 因为当时
银子并没有成为货币流通， 它就
在王宫的金库里。 苏美尔人在交
易中用信贷方式支付， 把每笔支
付款额记录下来， 在规定的日期
把欠的谢克尔银子折算成生活必
需品支付，例如，欠酒馆 2 谢克
尔银子就偿还 1200 塞拉大麦。

可见 ，5000 年前的苏美尔

文明中的支付体系，已接近现代
的数字货币系统，也就是在支付
时不需要当场转移货币，只是记
账，付款方为债务人，而收款方
为债权人，把应支付的款额记录
在黏土版上。 黏土版也可以转
让，也就是债权转让。 由于苏美
尔人使用六十进制，就把商业信
贷的月息定为是 1/60。

古埃及在四五千年前用面
包和啤酒支付劳动报酬，一个标
准劳动力一天的工资是 10 片面
包和 2 陶罐啤酒。

古罗马用食盐（salarium）
支付薪水， 这就是英文“salary”
（工资）的起源。

北美洲的印第安人长期用
贝壳支付，甚至连欧洲殖民者也
接受用贝壳支付。 1649 年，马萨
诸塞殖民地法院发布法令，要求
殖民者之间的支付如果款额不
超过 40 先令可用贝壳支付，如
果付款人用贝壳支付，收款人不
得拒收。

1618 年， 弗吉尼亚殖民地
总督颁布政令，规定可以用烟草
支付，1 磅烟草与 3 先令等值。
当时，有商人从境外进口年轻妇
女卖给殖民者当妻子，一个年轻
女人的价格是 100 磅烟草，后来
涨到了 150 磅烟草。

1732 年， 马里兰殖民地立
法机构通过法律，规定在与印第
安人的贸易中， 必须用玉米支
付。

北美殖民地时期，有的交易
用鹿皮支付，至今仍有不少美国
人 习 惯 把 美 元 称 作“buck”
（鹿）。

位于太平洋中部的密克罗
尼西亚联邦有个雅浦岛, 该岛
过去长期与外界隔绝 ， 直到
1869 年才有欧洲人登岛建立
商栈。

雅浦岛居民使用圆盘形石
头作为交易媒介物支付， 石头
的大小和成色决定其价值。 这
种石头小的直径只有 3.5 厘
米， 大的直径则有 4 米， 中间
有圆孔，很像中国的磨盘。

雅浦岛居民用于支付的石
头并非来自本岛， 因为本岛石
头遍地都是， 不需要投入劳动
就可以获得， 不但没有内在价
值，也不具有稀缺性，不能成为
交易媒介物。 用于支付的石头

是从 300 海里外的巴伯尔图阿
普岛开采的， 在如此遥远的地
方开采打磨石头， 再用小木船
冒着巨大风险运过来， 这样的
石头就有了内在价值， 具有了
稀缺性， 不是任何人都容易得
到的。

雅浦岛现有一万多居民，
流行美元， 但那些古老的石头
仍在支付中使用， 就像古董一
样。 较大的石头在支付时很难
移动， 其实也无需移动， 这些

“大磨盘”就在野外放着，甚至
在那里放置了几百年甚至几千
年也未曾被移动过， 因为大家
都知道谁拥有它， 如果用它支
付，也知道它的新主人是谁。

在漫长的支付演变过程
中，人们在不断地遴选交易媒
介物，最后，金、银、铜被挑选
出来充当这种媒介物。

用贵金属充当交易媒介
物， 是因为其凝结了大量的
劳动， 开采黄金比开采白银
需要的劳动量大， 黄金就比
白银价值高； 而开采白银比
开采铜需要的劳动量大 ，白
银就比铜价值高。 支付时根
据商品价值， 称取具有同等
价值的贵金属， 就是按照其
内在的劳动量换取需要同样
劳动量生产的其他商品，也
就是等价交换。

用上述实物贵金属充当
交易媒介物有不少优点，它们
具有使用价值和自身价值，同
时便于携带、不易损坏、质地
均匀、便于分割、价值稳定 、
便于辨认。

钻石的内在价值比黄金
高，但分割钻石很困难，也不
便于辨认，自然就很难被用作
交易媒介物。 鸡蛋也不太可

能被用作交易媒介物，因为鸡
蛋在携带和支付过程中很容
易破碎。

但用实物贵金属支付仍
有诸多不便，因为每次交易都
要称重，交易时必须携带天平
和砝码。 如果是小商品交易，
用的黄金很少， 无法称重，就
需要把一丁点黄金屑用舌头
舔起来支付。 再有，用实物贵
金属支付，对贵金属的成色鉴
定也比较困难。

有读者会问，这些实物贵
金属是货币吗？

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
案，就必须知道什么是货币。

教科书一般含混地把货
币定义为“在任何交易过程中
流通的、充当产品或服务的通
用的计价单位的物品”。 大名
鼎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米尔顿·弗里德曼也说不清什
么是货币，他给货币的定义更
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

“货币就是货币干的那档子事
儿。 ”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
德 （公 元 前 384 年 -公 元 前
322 年 ）在 《政治学 》一书中提
出 ： “由于各种生活必需品无
法随身携带，因此，人们约定
在交易中使用某种具有一定
用途并且容易满足生活需求
的物品充当交易媒介物，如
铁、银等。 最初仅仅以尺寸和
重量衡量其价值，后来人们在
上面盖上印记并标定其价值，
免去每次度量的麻烦。 ”

笔者接受亚里士多德的
观点，货币是一种由官方印记
并标定其价值的交易媒介物。
金、银、铜经过官方铸造打上
官方印记并标定其价值就是
货币， 如果没有经过官方铸
造、打上官方印记并标定其价
值，那就是和贝壳、食盐等一
样的普通交易媒介物。

虽然对货币的定义五花
八门，但货币必须具有的三大
功能是公认的， 即交易媒介、
价值尺度 （记账单位 ）和价值
储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
句名言 ：“金银天然不是货
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用
金银铸造货币最大的便利就
是携带方便， 因为其内在价
值大， 重量与其他金属铸币
比较就轻， 支付时也免去了
称重的麻烦， 无需对成色进
行鉴定， 因为官方印记就是
成色保证。

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
斯（1812-1870 年）在《董贝父
子》 中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情节： 董贝的儿子问他什么
叫货币，董贝告诉儿子说，金
子、 银子和铜就是货币。 其
实，狄更斯的本意是，货币是
用金子、银子和铜铸造的。 对
于小面值的铸币而言， 黄金
用量太少无法铸造， 便用白
银铸造；同理，更小面值的铸
币则用铜铸造。

货币是人们在贸易支付
中自然形成的， 还是由国家
规定的，历史学家说法不一。
但笔者倾向“货币是国家强
制发行的”这一观点。 铸币上
印统治者的名字， 标注价值
量，强制用这种货币支付，就

代表着一种权威。
从公元前 800 年开始 ，

金币就得到广泛应用。 考古
发现， 在公元前 7 世纪的吕
底亚王国 （位于现在的土耳
其西北部 ） 就有了贵金属铸
造， 当时流通最广的铸币面
值是 1/3 斯塔特（1 斯塔特≈
14 克 ），这样一枚铸币当时可
购买 10 只羊。

到了公元前 600 年，大部
分古希腊城邦都有自己的铸
币，并把此看做是主权独立的
象征。 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马
其顿人亚历山大（公元前 356
年-公元前 323 年） 征服波斯
帝国后， 占领了所有银矿，让
战俘把白银铸造成自己的货
币，取代波斯君主大流士一世
（公元前 550 年-公元前 486
年）发行的大流克金币。

在古罗马时期， 铸币更
加精致， 用铸币支付也更广
泛。 古罗马最初在朱诺·莫尼
塔神庙（Juno Moneta）铸造货
币，这就是英文“money”（货
币）的由来。

用铸币支付虽然比用实
物贵金属支付方便得多，但如

果是对大宗商品支付，仍然很
不方便，因为这可能需要用马
车拉着一堆货币去支付。

古罗马政治 家 西 塞 罗
（公 元 前 106 年 -公 元 前 43
年 ） 就曾用 350 万塞斯特斯
银币购买了一所房产， 这些
货币共重 3.8 吨。西塞罗为省
去搬运这些货币的麻烦 ，就
用债券支付了房款。

白银是仅次于黄金延展性
最好、 最容易模压印记的常见
金属。从公元前 269 年开始，白
银就被广泛用来铸造货币。

可能有读者会问， 为什
么很多国家的本币叫“元”，
而不叫别的。

“元”是“圆”的简写，源于
“银圆”。 16 世纪初，德国边境
附 近 的 捷 克 小 镇 塔 勒
（Thalers） 铸造了圆形银币，
这种银币就用小镇的名字命
名。后来各国纷纷效仿铸造类
似的银圆， 尤其是西班牙银
圆，几乎成了国际货币，于是，
不少国家都把自己货币系统
中的本币称作“圆”。 的英文

“dollar” （ 元 ） 就 是 从
“Thalers”演变来的。

下面，我们以金币为例，解释一
下用贵金属铸币支付是如何维持物
价稳定的。

用黄金铸币，这就意味着金币的
价值取决于生产黄金所投入的劳动
量，用金币换取其他物品，体现的就
是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假如一个金
币重 1 克， 而生产 1 克黄金需要 2
个工作日，生产 1 件家具需要 10 个
工作日，那么，购买 1 件家具就需要
支付 5 个金币。

可见，金币是货币内在价值与交
换价值的统一，内在价值反映了黄金
作为普通商品的属性，而交换价值反
映了黄金做为货币这种特殊商品的
属性。 人们可以把黄金铸成货币使
用， 也可以把黄金当做普通商品买
卖， 因为两种属性的价值是相等的，
不管你如何使用黄金，其财富量是不
变的。 当然，为了避免人们把黄金铸

币熔化，当实物黄金卖，铸币黄金标
定的价值要比实物黄金略高些。

由于贵金属的稀缺性，并且其产
量相对稳定， 供给量不会突然增多，
也不会突然减少，这就排除了用贵金
属作货币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

但贵金属铸币并非完美无缺，其
主要缺陷是黄金、 白银的硬度不高，
在流通过程中很容易被磨损，导致铸
币质量减少，这就出现“劣币逐良币”
现象，在交易中用磨损严重的铸币支
付， 而把未磨损的足值铸币留下，熔
化后按实物贵金属出售。

当然，也有人会从铸币的边缘切
割少许，积累多了熔化成实物贵金属
出售。 为了防止人们从铸币边缘切
割， 英国从 1658 年开始在铸币边缘
打印出一圈小圆点，这样，切割边缘
就会让小圆点消失，用这枚铸币支付
就没人愿意接受。

上文所说的用贵金属铸
币支付能维持物价稳定，但
有个前提， 那就是政府讲信
用。 如果政府在铸币上造假，
此时用贵金属铸币支付照样
可以引发通货膨胀。

英 国 国 王 亨 利 八 世
（1491-1547 年 ） 为筹集对法
战争经费， 在增税遭到抵制
的情况下， 便在铸币上做手
脚 ， 让便士的含银量只有
1/3，造成货币贬值。 但这种
贬值也是有限度的， 因为国
王从货币中偷白银的丑行很
快就露出马脚。 货币上亨利
八世头像的鼻子最易遭受磨
损，当把外表的白银磨掉后，
就露出了铜的颜色，于是，人
们给亨利八世起了个绰号
“老铜鼻子”。 很快，“老铜鼻
子”就没人接受了，不久便退

出了流通领域。
罗马帝国在 211 年铸造

的银币第纳尔， 直径约 2 厘
米， 重约 4.5 克， 含银量是
98%，1 个第纳尔可支付工人
一天的薪水。

罗马帝国为了维护庞大
疆域的稳定，不断招兵买马，
军队人数到达了 65 万，国家
养护这么庞大的军队需要大
量资金， 罗马便通过减少铸
币成色让铸币大幅贬值，到
270 年，第纳尔的含银量仅剩
下 2.5%。

到 280 年， 罗马帝国铸
币造假到了登峰造极的地
步，第纳尔用铜铸造，外面镀
上薄薄的一层白银。 为了便
于欺骗， 还对每枚伪造的第
纳尔进行做旧处理， 并用锉
刀在边缘锉出一个小缺口，

以证明这枚货币被人验证过
是真的。

降低铸币成色和伪造铸
币导致罗马帝国发生恶性通
货 膨 胀 ， 从 274 年 到 275
年， 短短一年间物价上涨了
100 倍。后来，在对外贸易支
付中， 印度等国家拒绝接受
第纳尔， 罗马当局只有用成
色好的实物黄金和实物白银
支付。

物价飞涨引起居民对统
治者的极大愤怒， 为稳定局
势，罗马在 301 年颁布了《限
制最高物价法》， 规定了粮
食、衣服和酒等 1000 种商品
的价格。 但这无济于事，通胀
继续恶化， 最后货币体系崩
溃， 人们在支付中又回去用
实物贵金属。 通货膨胀也加
速了罗马帝国的灭亡。

移动支付
是目前我们最
流行的支付方
式之一。 你可知
道，就在一百多
年前，法国一位
歌唱女演员到
太平洋的岛国
演出，收到的报
酬竟然是 3 头
猪、23 只火鸡、
44 只 小 鸡 ，
5000 粒可可豆
……

撰文 / 供图 刘植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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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交易媒介物支付
提高了交易效率

太平洋上的雅浦岛
用舶来石头支付

贵金属怎样才能成为货币？

一些国家本币单位“元”的由来

用贵金属铸币支付能维持物价稳定

3
铸币也能造假，
通货膨胀加速了罗马帝国的灭亡6

2019 年 12 月 14
日本版发表的《移动支
付为何在发达国家流行
不起来》一文，论述了微
信和支付宝等移动支付
的产生、 应用中的优缺
点以及它在发展中国家
备受青睐、 却在发达国
家受到冷落的原因。 读
者对支付问题很感兴
趣，应读者要求，本文继
续讨论在移动支付之前
人类的支付演变及其背
后的故事。

雅浦岛上居民用石头支付

中美洲曾经使用的铸币

公元 8 世纪前日本用箭头、稻谷和黄金粉支付

巴布亚新几内亚至今仍有用贝壳支付的交易

西非国家在 20 世纪 40 年代仍使用粗
略铸造的铜币

臣民向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支付税款 ，英国
漫画家詹姆斯·吉尔雷作于 1786 年

土耳其以弗所出土的公元前 7 世纪的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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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物易物是最原始的支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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