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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史图馆专栏约稿，仅代表作者观点，与史图馆立场无关。

本文作者：松平信纲

古代朝鲜半岛的货币史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箕子朝鲜，但是有实物可考的货币制造
，从高丽王朝开始。

相传商末，帝辛（纣王）的叔叔箕子奔朝鲜，立“八条之教”，其中就有奴婢出“
五十万”即可自赎的规定，但是不知单位。南宋洪遵的《泉志》和朝鲜王朝时代的
《海东绎史》（后者很可能是隐括前者成文）都记载了统一新罗时期的金银币。另
外《泉志》中还记载了东沃沮国（约公元前2世纪到约公元5世纪）的无文钱，但是
考虑到《三国志》和《后汉书》中均无此记载，而称朝鲜半岛的弁韩依然以铁为一
般等价物，这种说法的可靠性存疑。
高丽王朝时代的自造货币主要有两大类，铜钱和银瓶。

高丽成宗十五年（996）夏，高丽第一次“铸铁钱”。根据日本收藏家奥平昌洪的
考证，该钱即是在朝鲜开城的古坟中
出土的“乾元重宝·东国
”钱，是仿造唐朝的“乾元重宝”钱所铸造，钱为铁质，钱文直读（即四个字的阅
读顺序是上、下、右、左），背后有“东国”二字。不过也有说法认为该钱不是高
丽所造，而是渤海国所造（详参赵承《乾元重宝·东国钱是高丽钱吗》一文）。不管
“乾元重宝·东国”是不是《高丽史》说的“铁钱”，这是高丽第一次自铸货币，可
以说是无疑问的。不过，直到一个世纪后，高丽肃宗谈及钱法的时候，依旧在说“
东方独未之行”，看来这一次即使有铸钱，也应是试铸性质，流通并不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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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刘文林等编著的《朝鲜半岛钱谱》中收录了30余种不同的“海东通宝”钱

根据《宋史》记载，与此同时高丽还有“海东重宝”和“三韩通宝”两种钱；另据
华光普编著的《越南、朝鲜、日本古钱目录》，高丽还有一种“海东元宝”。

图4：《朝鲜半岛钱谱》之“海东重宝

                                    2 / 3



智行理财网
海东虚拟货币案例分析

图6：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中的“三韩通宝”，注意下面那枚标价三百元大洋
的，钱文为“弎韓通寶”，“弎”即俗体的“叁”，比较罕见

但是这么多种铜钱都没有将高丽王朝的经济成功带入货币化，北宋宣和六年（1124
）出使高丽的徐兢在其《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所见到的高丽是这样的：“男女
老幼官吏工伎，各以其所有用以交易，无泉货之法，惟紵布、银瓶以准其值”，可
见钱法不行。到了恭愍王五年（1355），高丽众臣对于自己的国家究竟造过什么钱
，甚至要依据其“载之于中国传籍”的记录来考证了，而且还出了错——《高丽史
》节略的这份奏疏中，衍出了一种无据可考的“东海通宝”，很可能是“海东通宝
”之误。

银瓶，是高丽王朝铸造的一种独一无二的银质货币。韩国《东亚日报》曾经将其称
为“韩国最早的货币
”，这虽然并不符合事实，但是银瓶的存在确实是古代东亚货币史上的一颗沧海遗
珠，存世量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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