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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波斯銀幣出土，是兩地使用金銀幣的重 

要佐證。

這個時期的錢幣，史載較少而簡略，多 

賴出土實物補充史文之不足，這就給錢幣 

研究，帶來不少困惑和疑難，需要繼續深 

入研究的問題尚多。

綜觀這個時期的貨幣形勢，反映了人 

們是在期待和駕往着一種更好的幣制出 

現。（趙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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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貨幣

【三國貨幣】自曹丕於東漢建安二十 

五年(220)代漢稱帝，到司馬炎滅吴(280), 

是中國歷史上魏蜀吴三國鼎立時期。這個 

時期約有60年，為了軍事和經濟的需要， 

三國都實行了有益於恢復和發展生産的措 

施，整修水利，推行屯田，發展手工業和 

商業貿易。同時，都鑄行了貨幣，作為其 

重要的軍費財源。

三國鑄錢情况，史書載而不詳。許多問 

題模糊不清，有的衆説紛紜。從近數十年 

科學考古發掘中，出土的錢幣實物，結合 

史料進行考證，三個王朝實行了明顯不同 

的三種錢制。曹魏實行五銖錢制，蜀漢實 

行直百錢制，孫吴實行大泉錢制。

曹魏鑄五銖。是承襲漢制,但不如漢錢 

精致。不鑛邊，不磨鑛，有毛刺。型制不 

規範，錢文書寫草率，簡筆、省筆甚多， 

“五”字右側，“銖”字金旁左側侵郭。類 

似加「輪郭的對文錢。小徑廣穿，由於減 

重，形成了大中小樣。一般徑2.3、穿1箱 

米左右。文制氣息與兩漢錢不同，與蜀吴 

錢迥異。這種曹魏五銖錢，是新近從漢魏 

窖藏和三國朱然、高榮墓葬出土的實物， 

考證認定的。惟其鑄行上限下限、鑄行區 

域分布的確定，以及官鑄私鑄的區分等問 

題，尚有研究的餘地。

蜀漢鑄直百錢。先鑄直百五銖，錢文 

“直百”由劉巴建議而來，劉備拔成都，“軍 

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日：’易耳，但當鑄 

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為官市。‘備從之, 

數月之間，府庫充實”(《三國志•蜀書♦劉 

巴傳》注)。“五銖”是劉備承漢制而用。直 

百和五銖二詞，其“直百”是主體。劉備 

死後，續鑄之錢，世平百錢、太平百錢、大 

平百錢、定平一百、大平百金，直百等，就 

甩掉了 “五銖”，只保留“直百”主體。這 

些錢都是越鑄越小，日益减重，無一例外。 

直百五銖由原重10克多，减到3克，太平 

百錢(大平百錢)由7克减到3克，定平一百 

由L4克减到0.4克，直百由2.7克减到0.2 

克。

孫吴鑄大泉錢，仿莽制，但較莽錢的輪 

郭、錢文渾樸。面值種類較多。今見有大 

泉五十、大泉五百、大泉當千、大泉二千、 

大泉五千等5種。《三國志•吴書・吴主傳》： 

嘉禾“五年(236)春鑄大錢，一當五百”。 

“赤烏元年(238)春，鑄當千大錢:這兩種 

大錢，到赤烏九年(246)即宣布停止鑄行。 

《江表傳》中説：“是歲，權詔日：’謝宏往 

日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 

意不以為便，其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 

復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輸藏，計畀其直， 

勿有所枉也。'”而大泉五十史無記載，是 

近數十年在吳地發現的，或謂於東漢獻帝 

建安七年(202)軍閥混戰之中，周瑜所説 

“鑄山為銅”之錢，仿莽錢所鑄。大泉二千、 

大泉五千發現較少，史書闕載。或謂在孫 

權詔令停鑄大泉錢以後，於會稽王、景帝、 

烏程侯三嗣主之世，政治腐敗，財用匱乏 

之時所鑄。這種超常規的虚價大錢，與漢 

魏五銖、蜀漢流去的直百錢構成了孫吴市 

場大小額配合的流通貨幣。孫吴的各種大 

泉錢，本來就是嚴重貶值的大錢，而鑄行 

以後又不斷減重。今見之實物，大泉五百 

約由10克减到4克，大泉當千約由12克減 

到3克，大泉二千始鑄時，就不到10克, 

而後又减到5克左右。

三國的錢幣,雖都是自成體系，各不相 

同，但其錢幣嚴重貶值，物價上漲却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