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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教授全新力作。陈雨露，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金融、货币以及历史方面的研究，在国内乃至国际有较高知名度和较强影响力。
 《中国是部金融史》 以轻松活泼的语言，从金融视角重新解读中国历史，内容具有独创性。本书用生动诙谐的语言将中国古代的金融实践和历史经验逐一展现，从金融的视觉重新解读历史，让你读懂其间的贫富逻辑、金钱规则和盛衰玄机，历史故事迭宕起伏，文笔生动活泼，是适合大众阅读的金融类、历史类普及读物。


中国是部金融史 内容简介
三千年来谁著史——文明盛衰的密码是什么？人间沧桑的正道为何物？金权有着怎样的规则？贫富有着怎样的逻辑？
《中国是部金融史》全书以时间为纲，以朝代、人物、事件为目，围绕金融实践这个核心，用生动诙谐的语言，条分缕析中华文明进程中的盛衰密码和进退定律。无论是 “文景之治”、“开元盛世” 的海晏河清，还是“五胡乱华”、“五代十国”的浑浊乱世，都有金钱的力量在背后驱动。在“皇权—封建官僚—小农”框架下分割社会财富，所谓盛世，不过是给大部分人一个公平赚钱的机会，而皇权和小农最后无论如何变招，都会被霸气外露的封建官僚逼入绝境。在盛世与乱世的循环交替中，以货币为工具的金融是那双看不见的手。
一部上下三千年的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金融史，透过这本《中国是部金融史》，你能将它看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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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战争之安史之乱
财富的力量是无穷的—即使只是名义上的财富，持有这种货币的人也会在 瞬间觉得自己成了富人，这在经济学上叫作“货币幻觉”。虽然幻觉终究是要破灭的，但在幻觉没破灭之前，感觉还是很好的。
历代史籍对安禄山极尽辱骂之事，说此人不过是一个肥胖、矮小、目不识丁的野 蛮人（胡人），通过小丑伎俩取得了杨贵妃的信任，又通过杨贵妃迷惑了唐玄宗，然后掌握军权。结果，野心勃勃的安禄山骗过了无能的杨国忠，于天宝十四年谋反，一 举击溃了大唐帝国……以上说法，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史籍杜撰！安禄山确实肥胖，却能以极快的速度跳出优美的舞姿，据说当时整个长安城在安 禄山的影响下人人都在跳“胡舞”，谓之“胡潮”（类似于今天的“韩流”）；安禄山确实矮小，却能准确把握唐玄宗、杨贵妃、李林甫等人的心思，据说玄宗、李林甫在最 闷闷不乐的时候只要见安禄山一面就能笑逐颜开 ；安禄山确实目不识丁，却能以地道的口音说出波斯、突厥、大食、吐蕃、回纥、汉语（陕北话）六种语言…… 安禄山从来就没压制过杨国忠，相反，他曾经像侍奉唐玄宗、李林甫一样侍奉杨 国忠，无论春夏秋冬，但凡行贿都以上百车计算，那是相当殷勤。杨国忠的底子实在不够光彩，既无治国才能，又无过人的资历，甚至没有“科举帮” 口头上的道德力量，他所有的本事都是来自“拉人一起分赃”，根本没有驾驭群臣的能力，更无控制边镇的本事。
杨国忠要继续享受这种生活，唯一的选择就是打击所有有能力超越他的人。满朝 文武，安禄山是第一号有资格“出将入相”的人，也是杨国忠最大的敌人。所以，无论安禄山如何行贿，都是不好使的。
李林甫活着的时候，杨国忠不能为所欲为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无能而又贪婪的 本性暴露无遗，他不断采用愚蠢之极的方式刺激安禄山，试图以此堵死安禄山“出将入相”的路子。
一天宝十二年（公元 753 年），安禄山推荐自己的群牧副使吉温来京担任兵部 侍郎，在杨国忠的栽赃陷害下，吉温被成功卷入一起贪污案。尽管安禄山百般斡旋，甚至亲自向唐玄宗求情，杨国忠还是将吉温处死。—天宝十三年（公元 754 年），杨国忠为了取得所谓安禄山“谋反”的证据， 强迫京兆尹出兵袭击安禄山在长安的府邸，然后对捕获人员严刑逼供，获得证词之后又将他们立即处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安禄山仍然抱着一线希望来到长安给唐玄宗 拜年，当然，目的是为自己洗刷嫌疑。之前，杨国忠信誓旦旦地说安禄山反迹已露，绝不会再入长安朝见唐玄宗。
一天宝十四年（公元 755 年），杨国忠又以贪污罪处死了安禄山在朝为官的儿子。 对大唐帝国来说，天宝十四年真是一个不幸的年份。
那一年，安禄山在范阳镇起兵造反，率三十万铁骑南下 ；
那一年，唐玄宗仓皇逃出长安，京师文武百官星散 ；
那一年，追随唐玄宗的军队在马嵬坡哗变，处死了万死不辞其咎的杨国忠和集 三千宠爱于一身的杨玉环 ；
那一年，留守关中的太子李亨未经李隆基批准，就擅自做主尊唐玄宗为太上皇， 在关中自称皇帝，史称唐肃宗 ；
那一年，大唐帝国在唐肃宗带领下开始了艰难的平叛历程……
平叛是要钱的！
在开战的一瞬，只有财富才能换来强盛的军力！
以开元、天宝年间强盛的国力，大唐帝国并非没有能力对抗安禄山。只不过，浑 蛋透顶的杨国忠，在长安即将陷落的时候还派人去太原筹集粮饷，既不肯使用也不转移长安、洛阳两京钱物，结果“............................”。
唐肃宗登基称帝的时候，大唐帝国已经丢掉了长安、洛阳以及河北、山东各地的 粮仓和府库，这个曾经辉煌的帝国已经穷到一文不名的地步了。安史之乱初年，关辅、朔方、河陇等四十余郡的勤王之师约有百万之众，很快，唐肃宗能控制的钱粮告罄， 到了“............”的地步。
危亡之际，一个胥吏出身的官员挺身而出，为唐肃宗谋划钱粮，这个人有个很奇 怪的名字叫“第五琦”。第五琦，后官拜御史中丞，是又一个被《新唐书》列入奸臣行列的“聚敛之臣”。
第五琦拿出的第一个方法，是铸行“大钱”，即封建统治者惯用的货币伎俩— 货币减重。肃宗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七月，在第五琦主持下，大唐帝国开始铸造了一批 “乾元重宝”，乾元重宝与开元通宝形制类似，重量也类似，只不过一枚乾元重宝要当十枚开元通宝来用 ；次年三月，第五琦又铸造了一批新的“重轮乾元重宝”，即这种 铜钱有两道钱轮，故称“重轮”，也称“重棱钱”，只不过重轮钱要当五十枚开元通宝来用。
财富的力量是无穷的—即使只是名义上的财富，持有这种货币的人也会在瞬间 觉得自己成了富人，这在经济学上叫作“货币幻觉”。虽然幻觉终究是要破灭的，但在幻觉没破灭之前，感觉还是很好的。据说，大唐将士们得到了乾元重宝、重棱钱后 非常高兴，经常有什么“斩首叛军十万级”、“横尸三十里”的记录。拿不值钱的钱来骗人，还骗得我大败而归，安禄山、史思明非常愤怒，愤怒之下 就开始动歪脑筋。你不是以一当十、以一当五十吗？我就以一当百、以一当三百！看谁狠！
↑乾元重宝 ↑得一元宝
为应对唐肃宗的货币减重，安禄山开始在东都洛阳发行一种更狠的虚值货币“得 一元宝”：在安禄山的辖区，一枚得一元宝可以当一百枚当年的开元通宝、三枚乾元重宝、二枚重棱钱。
史籍没有记载这场货币战争的胜负，却明确记载了这场货币战争的结果 ：物价暴 涨、恶钱盛行。
自武后年间起，大唐帝国就始终对私铸货币持开放态度，官铸开元通宝和私铸货 币始终同时存在。之所以没出大乱子，是因为开元通宝始终没有减重，官铸货币和私铸货币的比价始终由民间交易自发形成—既然是在无数次博弈中形成的价格，当然 剥削就无从谈起。
乾元重宝、重棱钱和得一元宝却不是这个样子，这三种钱的重量都与开元通宝类 似，却要当十枚、五十枚、一百枚开元通宝用，是典型的虚值货币，也是典型的抢劫。
无论叛军还是大唐帝国，这三种货币最初的获得者和使用者都是职业军人，三种货币 都有着异常的强制执行力。
更离谱的是，大唐帝国长期以来已经有了私铸货币的传统。既然铸行虚值货币有 几十、上百倍的利润，私铸者当然不甘示弱，三种货币刚刚铸行，假币就充斥了全国各地。人们纷纷毁开元钱改铸大钱，甚至连寺庙中的铜像、钟磐等也被熔毁铸钱。
至于物价，当然是一飞冲天，诗人杜甫气愤地写下了“..............”的诗句！
至德二年（公元 757 年），南阳被围的时候米价也只是斗米四五百钱，到了乾元二年（公 元 759 年）邺城被围的时候，斗米七千钱。通胀最严重的时刻，一位叫田神功的朝臣一宴就花掉了一亿铜钱，当然是以重棱钱计价的。后来，这种货币实在流通不下去，唐肃宗只得承认开元通宝与乾元重宝等值，重 棱钱可当十枚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 762 年）四月，又下诏重棱钱改为一当三 ；后元载为相，各种大小钱等价流通。至此，双方铸币敛财术全部完败。盐铁专营的轮回“盐铁专卖”是一种非正常的敛财途径，会刺痛所有人的眼睛，这些人也包 括无法无天的歹徒。朝廷能推行盐铁专营，说到底是靠国家机器的暴力。既然封建官僚的暴力可以牟利，歹徒的暴力一样可以，刀头舔血的暴徒还不都是为了钱？
 第五琦敛财的第二个方法，是重行盐铁专卖。
《新唐书·第五琦传》记载，第五琦在拜见唐肃宗时阐述了一个真理 ：兵事强弱、 战场胜负，其实只在钱多钱少。对此，第五琦也提出了解决方法 ：只要给臣一个职务，洛阳、长安指日可定，我能让粮饷即刻飞往战（..........................）；而且， 这是一种百利而无一害的税收，不用盘剥百姓也能国富民强（..................）。这个职位，叫“盐铁使”。
至于具体方法，不过是把桑弘羊的盐铁专卖重新拿了出来，彻底结束了大唐帝国 对盐铁“................”的美好生活。应该说，第五琦还是看到了盐铁官营的弊端，也尽最大努力想消除这些弊端。在 第五琦的盐铁改革中，最大限度地保存了私人盐铁的生产体系，只是将收购、运输、销售收归中央朝廷所有。也就是说，盐铁由私人生产，但收购、出售价格完全由官府 制定，其中的利差就是官府的利润。仅仅一个购销差价，麻烦已经很多了。因为，这个购销差价实在是太离谱了，天宝、至德年间盐每斗十钱，实行盐铁专 卖之后，每斗为三百七十钱（..............）。如果考虑当时通货膨胀的因素，以下记载则更符合实际 ：“................。”
食盐、铁器不是什么奢侈品，是每一个家庭乃至每一个人生活的必需品—朝廷 直接控制社会的生活必需品，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恶化了广大唐朝人民的物质生活。既然是必需品，那么，所有人就都不得不任由封建朝廷剥削，不得不交出自己的财富， 结果是“......................................”。对朝廷封建官僚而言，终于找到了一个发财的好机会。历朝历代，所谓“官营盐铁”， 朝廷得利不过十之其一，更多的利还是为执行朝廷敕令的官商所得。第五琦开始推行盐法时，为减少封建官吏中饱私囊和舞弊的现象发生，管理朝廷 盐政的衙门叫“置巡院”，只是户部下面一个处级单位。后来，第五琦被贬官，“置巡院”被分设并升格为两个副部级单位，并在所有州、道、府、县都设置了朝廷直属的垂直 管理机构，这些机构垄断了盐铁生产、销售的所有环节。只要能混进“置巡院”，即使是一个胥吏，一年也能“资累巨万”，也可以买豪宅、 开名车，过上王侯一般的生活（.............................................. ....）。盐铁专卖是个很有前途的职业，从业者有的是钱赚，可以穿金戴银，可以锦 衣玉食，可以珠环翠绕……大把的铜钱、迷人的珠宝、花不完的金银，多么幸福美好 的生活！美女香车，不仅封建官僚喜欢，普通百姓乃至犯罪分子也都很喜欢。“盐铁专卖”是一种非正常的敛财途径，会刺痛所有人的眼睛，这些人也包括无 法无天的歹徒。朝廷能推行盐铁专营，说到底是靠国家机器的暴力。既然封建官僚的暴力可以牟利，歹徒的暴力一样可以，刀头舔血的暴徒还不都是为了钱？
自此，贩卖私盐成了晚唐年间一道无法抹去的伤痕。私盐贩子或放火烧盐仓，或 抢劫运盐商队，然后借助壕沟、篱笆、山林、黑暗（............................）对抗官军，再把抢劫来的私盐贩卖到全国各地。在利益驱使下，私盐贩卖者不但抢劫 官府盐队，甚至对普通百姓下手，有店铺或普通人因惧怕而不敢买私盐的时候，也会被屠杀、灭门（.............................. .. ..............）。私盐买卖是一种“暴力”与“暴利”相结合的犯罪活动，对帝国正常秩序的破坏 性远高于普通流民。无形的利润之手无处不在，每一个苦难的黎民百姓都会成为潜在的反叛者，一旦有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最终发动唐末农民大起义的首领黄巢就 是靠贩卖私盐起家的……唐肃宗终其一生也未能目睹山河一统，继位的唐代宗更是已经丧失了禁军的指挥权，只得依靠一批节度使打倒另一批节度使。当然，只要节度使军队离开自己境内，帝国政府就必须为之支付“出境钱”。此时，帝国已经不能直接控制土地，当然也就 无法直接控制百姓，第五琦所创盐税成为帝国最大的进项，占到帝国收入的 80% 以上。
然而，盐税的弊端实在是太大，天下府县布满了朝廷的直属机构“盐铁使”，没 有人知道这些人究竟在干什么，也没有人知道这些人究竟把多少钱搂进了自己的腰包。就在“民物耗弊，天下用度不足”之际，大唐帝国终于又出现了一位治世能臣— 刘晏。刘晏官拜度支郎中兼领租庸事，是玄、肃、代、德四朝老臣，先后执掌大唐帝国 财政二十多年，是唐史中唯一可以和宇文融比肩的“聚敛之臣”。刘晏的刀，砍向了盐税，这是一次有限的市场化改革。其实，改革措施并不复杂，只是对民间放开了盐铁的运输和二级销售渠道，把盐 铁专卖的范围缩小到当初第五琦的设计。也就是说，官家除了在批发环节以定价确保帝国税收以外，裁撤了盐铁的运输和销售衙门，把这些就业、赚钱机会让渡给了真正的商人。
官府给定一个批发价，至于批发之后卖多少钱，商人自己看着办。而且，刘晏并 未提高盐铁批发价，以盐价为例，刘晏官定为每斗一百一十钱，远低于改革之前。在这里，我们给出一个数字，足以让人惊讶这项改革成果之丰 ：广德二年（公元 764 年），刘晏刚刚上任时太府每年收入不过四十万缗 ；广德三年（公元 765 年），朝廷盐税收入居然高达八百多万缗。大历十四年（公元 779 年），刘晏主持财政十五年后，朝廷的岁入从四十万缗上 升到一千二百万缗。然而，一千二百万缗钱对朝廷而言是远远不够的，为讨伐“父业子承”的节度使，大历十四年朝廷的用度已经上升到三千万缗……向富人征税整个大唐帝国，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富人，才是真正的土地拥有者。他们只 知盘剥不懂付出，更不知社会责任为何物 ；恰恰又是这些守财奴负责着整个帝国的税收，他们怎么可能有动力维护社会公平，又怎么可能向自己征税？西汉以来历代帝王都不遗余力地推行“均田制”，安史之乱后，经过以杨国忠为 首的封建官僚的疯狂掠夺，天下土地已尽在其彀中，难怪乎杜甫仰天长叹“..................................”！在“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中，皇权需要向千千万万小农收税才能 生存。现在，土地不再属于每一个黎民百姓，而是属于大大小小的封建官僚……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就在中枢朝廷捉襟见肘之际，又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力图挽救危亡，这个人就是杨炎。杨炎，生于“开元盛世”，完整经历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程。虽然杨炎早年 的仕途并不顺利，但他的文采却早就享誉整个朝堂。弥留之际，唐代宗任命杨炎为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希望这位帝国的才子能力挽狂澜。大历十四年八月，刚刚上任的杨炎就上疏病入膏肓的唐代宗，以一封极为简单的 奏疏阐明了自己的改革思路 ：既然“耕者有其田”已经绝无可能，那么就应当彻底免除所有穷人的一切税收、徭役（租庸调），帝国税收就该“............”、“...... ..”—谁拥有更多土地，就向谁收取更多税！由于杨炎安排在每年六月、十一月向土地所有者收税，这次改革也被称为“两税法”。两税法所谓“............”、“........”，说白了就是向富人收税。
从当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富人有能力承担更多社会运行成本，“向富人征税” 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只有向富人征收重税，才有可能实现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使贫者不丧失公平的起点。毕竟，只有富人的世界是不存在的，穷人实 在太穷了，富人的游戏也是玩不下去的。所以，我们当代有社会责任的富豪才能从内心深处发出这样的呐喊：请向我征税！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大唐帝国向富人收税都已经迫在眉睫了 ：帝国政府要想继续存在，就必须有固定的进项 ；封建官僚要想继续盘剥百姓，也总要先有帝国的统治 框架 ；百姓要想结束这种军阀混战的日子，也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朝廷……所有这些，都是要钱的！建中元年（公元 780 年）正月，刚刚即位的唐德宗批准了两税法 ：无论你的土地 来自朝廷授田、开垦荒地还是贪污受贿，也无论户籍是否在耕地所在地，只要占有土地，就要按占有数量向朝廷纳税（..............................................），除了土地税，朝廷中枢和地方官对民户“概不再取”。 “向富人征税”本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件好事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财富来路必须光明正大，富人要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赚钱。换句话说或许更明白， 财富不能来自封建官僚垄断的盐铁行业，更不能来自封建官僚的权位。否则，封建官 僚本就不靠市场获得财富，他们才不会管自己是否太富、极端的贫富差异是否破坏帝国的统治根基。很不幸，杨炎面对的恰恰就是这样一帮富人、这样一帮封建官僚。整个大唐帝国， 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富人，才是真正的土地拥有者。他们只知盘剥不懂付出，更不知社会责任为何物 ；恰恰又是这些守财奴负责整个帝国的税收，他们怎么可能有动力维 护社会公平，又怎么可能向自己征税？两税法刚刚实施，宰相陆贽就上疏唐德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弊端 ：天下之 大，真正的有钱人必定是坐在府县衙门里的人，他们的钱财来路不明，也就会把钱藏在自己的怀里、箱囊之中，虽然非常有钱，但外人根本不可能知晓 ；资产和土地是一 件很难说清楚的事情，从土地名册根本不可能看出端倪，没有人知道封建官僚究竟有多少土地，又把土地放在了谁的名下 ；乡间勤劳者靠数代积蓄添置几顷地，就被县官 说成是有钱人，就急急去索要租税，只能使得民间财货一空，使得贫困的人更加贫困、小康之家也没有了余粮。 在成书于德宗年间的笔记小说中，我们找到了一个故事，完整诠释了宰相陆贽的 判断，这样的故事在当时应该不是个案。长安有一个叫索相女的商人，酒后不慎让马匹脱缰而去，撞死了一个朋友，论罪 当斩（酒后驾车自古贻害无穷）。索家的人以十几顷地买通了京兆尹手下的一个胥吏，在这个胥吏的斡旋下，索相女被判流放五年。五年后，索相女回到了故乡长安，发现衙门居然年年派人到家中为这十几顷地索 要税收。因为，在这宗行贿案中，根本就没有人知道受贿人收受了他的土地，也没有到衙门办理“过户手续”。 索相女是一个商人，在他眼里，也许行贿买命根本就是一单生意 ：我用十几顷土 地换回自己的性命，此后钱货两清、概不赊欠。现在，我已经把土地送给了你，你怎 么能让我承担这十几顷地的税收？于是，索相女向京兆尹衙门递交诉状，要求衙门为他办理“过户手续”，承认这 十几顷土地已经不姓“索”了。当然，这出卖了那个曾经救他一命的胥吏，索相女也因此再次获罪，后被流放。尽管笔记小说没有记载那个胥吏的下场，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十几顷地依然 在索相女名下，官府不可能公开承认这种灰色交易。 索相女不过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更多则是封建官僚把税收直接加在境内自耕 农、佃农甚至部曲身上。最后，所有的税钱都是来自普通人日常的生活用度，而广具 庐舍的封建官僚，虽然手中地价以亿钱计算，却丝毫不用承担国家用度（................................................................）。岂能指望这样一批封建官僚真的为朝廷尽心尽力？ 这样的两税法又岂能真的为朝廷增加财富？ 本来，两税法规定，除了正税，任何人不得再征收其他杂税。仅到建中三年（公元 782 年），淮南道节度使就奏请在本道两税之外，每千钱加收两百钱，朝廷不但批准， 还命其他各道照此办理；此后，剑南道观察使再请加征 20%，朝廷照准。至于州县小吏， 也都粉墨登场，税收花样不断翻新：新竹木茶漆要交“什一税”、买卖成交要交“除陌钱”、 住房要交“间架税”，甚至连出门走路、人口死亡、瓜果成熟都要交税……最后，提一下杨炎的下场。 两税法改革的目的是增加税收，方法则是剥夺封建官僚阶层部分财富，所谓“..................................”。这么干，杨炎无疑把所有封建官僚都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包括那位治世能臣刘晏。为打击反对势力，建中元年（公元 780 年），杨炎亲自在德宗面前做假证，将刘 晏牵涉进一桩谋逆案，指责刘晏“..................”，最终刘晏被流放忠州，不久被唐德宗赐死、籍没家产、家属流放岭南。
杨炎是一个很好的文人，政治素质却明显不过硬。刘晏被处死后，天下人都认为 这是一桩冤案，为给自己开脱，杨炎居然把责任推卸给唐德宗，逢人便说 ：“刘晏今天的下场，是因为皇帝早就讨厌他了，不是我的过错。”很快，杨炎的话就传到了德宗耳朵里，德宗愤怒地说 ：“杨炎这是把杀刘晏的责 任推给我，一定要找机会诛杀这个奸臣。”刘晏死后仅一年多，杨炎自不量力跟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泾原节度使段秀实叫板.他们和刘晏可不同—刘晏不过是一个刀笔吏，李希烈、段秀实可是真正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派。李希烈、段秀实开始搜罗杨炎的罪状—那实在怨不得别人，杨炎的底子太不干 净了 ：开元年间，杨炎刚在江南为官，就强占了一块很好的风水宝地 ；建元年间，杨炎又以宰相之威，强令京兆尹购买了他家的土地，当然，价格那是高得实在离谱（...................）。在李希烈、段秀实等人的指使下，另一位宰相卢杞以这两条罪状弹劾杨炎。最终， 杨炎被贬崖州，不出京城百里即被赐死。唐德宗在赐死的诏书中历数了杨炎之罪 ：不思为国尽忠，但知朋党为奸，败坏法度、罔上行私、纵恣诈欺、贪污受贿……唐末钱荒贷款买官的封建官僚，到任之后所得到的利益又岂只是几千、几万缗铜钱·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兵败后，所积铜钱都达到数百万缗，相当于国家十几年的铸币量！两税法对大唐帝国货币的演进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两税法规定，此后收税不收 礼（粮食、锦帛），只收现金。此后，从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 785~804 年）开始，大唐帝国经历了一场足以与萧齐年间媲美的大通缩，前后时间在七十年左右，一直延续 到唐武宗年间。当时的人就将这场通货紧缩称为“钱荒（...............................................）。史籍记载，数十年间每匹绢从四千文跌到了八百文，粮食则从两百文跌到了二十文，最后甚至跌到了几文。 两税法实施后，这场通货紧缩接踵而至，所以，很多人认为贞元大通缩最直接的 成因就是杨炎推行的两税法 ：两税法实施以后，帝国政府税收只收货币，这极大减少了流通中的铸币数量，于是中晚唐出现了这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钱荒。真的是这样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贞元钱荒发生的历史背景。就在钱荒 发生前一年，大唐帝国发生了一件不啻于“安史之乱”的叛变—“泾原兵变”。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反叛，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士兵勤王，结果，士兵到达长 安的时候唐德宗居然不给士兵吃饱饭。士兵当然很愤怒，大家扬言 ：“我们即将战死沙场，现在仍旧不能吃饱饭，怎么能以这样的羸弱之躯抗拒叛将白刃？皇帝的大盈库 财宝堆积如山，既然皇帝不给，不如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兵变在即，唐德宗也确实得到了线报。只是应急预案却非常愚蠢 ：赏赐中层以上 将领每人两匹粗布，让姚令言率领这些将领，空口白牙去游说士兵不要造反！ 士兵造反就是为了钱，这些中层将领也一样，人家在地方上随便捞点怕也比两匹 粗布多吧？结果，唯一真心劝说士兵的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无法约束手下，泾原勤王之师在长 安兵变，杀朝廷抚慰使，士兵首领朱泚率军攻入长安并自立为帝。次年，仓皇出逃的唐德宗下罪己诏，即《奉天罪己诏》，唐德宗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位公开颁布罪己诏的皇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如果一个领袖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改过 自新，不但不会贬损自己的声誉，反而会增加领袖魅力。例证就是中国汉武大帝的《轮台罪己诏》，尽管刘彻一生出过很多昏招，但晚年所作所为力挽狂澜，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仍不失大节。与《轮台罪己诏》一样，唐德宗在《奉天罪己诏》中承认现在社会秩序已经完全崩溃（..................），自己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有负天下黎庶（......................），由于自己的错误激起了兵变。所以，叛乱者只要放下刀枪就可得到赦免，只要重得天下太平，皇帝将“从我做起”，停用高级车马，停建奢华的宫殿，不再无 故靡费臣民财力（............................）…… 与韦伯的预见一样，《奉天罪己诏》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叛军见到诏书后，“........................”，大部分将领自去伪号，首领朱泚逃亡吐蕃后被杀。唐德宗以最小的成本平定了“泾原兵变”，但是，重新进入长安的唐德宗却未能 像《奉天罪己诏》中说的那样励精图治，所作所为也没有真正惠及天下黎民百姓。所以，才有了中晚唐这场史无前例的“钱荒”。 所谓“贞元钱荒”，并不是所有人手里都没钱，而是绝大多数人手里没钱，一小 部分人手中的货币又多得不可胜数。 中晚唐年间，长安、洛阳各地大商人、高利贷者比比皆是，甚至有人专门为大官 僚放债，这种新业务有个专有名词叫“京债”。这些人专门对在京新选任的官吏放贷，作为朝廷新贵买官的运作费用，待他们到任后再还钱。 齐州有一个叫刘十郎的人，他获得了全州醋的专卖权（德宗年间，醋、糖也均被 列为专营的榷品），不过数年，刘十郎家财就已经积攒到十万缗—相当于当时帝国 一年的铸币量。以此为基础，刘十郎在京专门贷款给即将当选节度使的人，待他们上 任后再归还贷款。—放高利贷给人运作方镇节度使，无论本金还是利息，所涉及的金钱数岂能是 小数字（....................................）？在某一个固定的时点，货币总 量必然是一定的，有人积蓄多达帝国一年的铸币量，就必然有更多的人为一文钱游离 于生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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