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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茂荫币制改革思想与金融危机应对的
当代价值蠡析

曹天生

(安徽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安徽　 蚌埠　 ２３３０４１)

〔摘　 要〕咸丰时期ꎬ清政府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ꎬ王茂荫提出两个币制改革方案以应对ꎮ 清政府暗中鼓励

王茂荫负责发行钞币并推行通货膨胀政策ꎬ以迅速积聚货币ꎬ解决清政府的急需ꎬ但受到王茂荫的抵制ꎮ 他试图

说服皇帝实施他的方案去制止已经发生的严重通货膨胀ꎮ 王茂荫的币制改革方案ꎬ集中地反映了他的纸币流通

思想和铸币流通思想ꎮ 其纸币流通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货币金属主义ꎻ其行钞思想的核心是“以实运虚”ꎻ其方法

是“数实辅一虚”“纸币兑现”和“运虚”ꎬ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对货币流通规律性的认识ꎮ 王茂荫应对咸丰朝金融

危机的币制改革思想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仍具多方面的当代价值ꎮ
〔关键词〕王茂荫ꎻ币制改革思想ꎻ金融危机应对ꎻ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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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国学者都在讨论和研究后危机时代

金融体系的调整和变革问题ꎬ当人们在思考如何

进一步摆脱后危机时代的金融危机时ꎬ应当记取

先贤处理类似危机的经验ꎬ使我们渐行渐慧ꎮ 这

里谨以王茂荫在清咸丰时期应对金融危机中的

币制改革思想为例ꎬ在学术界前贤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进一步展开分析ꎬ并作出其当代价值的判

断ꎮ

一、王茂荫应对金融危机提出的币制改革思想

引起马克思的关注

　 　 王茂荫(１７９８—１８６５)ꎬ字椿年ꎬ号子怀ꎬ安徽

歙县人ꎮ 道光朝进士ꎬ先后任道光、咸丰、同治朝

主事、员外郎ꎬ陕西道监察御使、山西道监察御

使、礼部给事中、兵部给事中、户部右侍郎兼管钱

法堂事务、兵部左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ꎮ 王茂

荫在任职期间ꎬ多次向清朝皇帝谏言献策ꎬ其思

想集中体现在«王茂荫集»中ꎮ
有学者论ꎬ王茂荫“可以说是中国传统货币

思想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ꎬ〔１〕 也正因如此ꎬ在
１８６４ 年出版的德文版«资本论»第 １ 卷第 １ 篇第

３ 章中ꎬ当马克思在谈到货币或商品流通ꎬ论述

“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问题时指出:
这种纸币是直接从金属流通中产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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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ꎮ 而信用货币产生的条件ꎬ我们从简单商

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还是根本不知道的ꎮ 但不

妨顺便提一下ꎬ正如本来意义的纸币是从货

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一样ꎬ信

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

能”ꎮ (６７) 〔２〕

马克思在这个注释中特地关注了王茂荫关

于“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的观

点ꎮ 这段话的德文原文是:
Ｄｅｒ Ｆｉｎａｎｚｍａｄａｒｉｎ Ｗａｎ － ｍａｏ － ｉｎ ｌｉｅｓｓ

ｓｉｃｈ ｂｒｅｉｇｅｈｅｎꎬ ｄｅｍ Ｓｏｈｎ ｄｅｓ Ｈｉｍｍｅｌｓ ｅｉｎ
Ｐｒｏｊｅｋｔ ｚｕ ｕｎｔｅｒｂｒｅｉｔｅｎꎬ ｗｅｌｃｈｅｓ ｖｅｒｓｔｅｃｋｔ ａｕｆ
Ｖｅｒｗａｎｄｌｕｎｇ ｄ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ｎ Ｒｅｉｃｈ Ｓａｓｓｉｇｎａｔ￣
ｅｎ ｉｎ ｋｏｎｖｅｒｔｉｂｌｅ Ｂａｎｋｓ ｎｏｔｅｎ ｈｉｎｚｉｅｌｔｅ. Ｉｍ
Ｂｅｒｉｃｈｔ ｄｅｓ Ａｓｓｉｇｎａｔｅｎ Ｋｏｍｉｔｅｓ ｖｏｍ Ａｐｒｉｌ １８５４
ｅｒｈ? ｌｔ ｅｒ ｇｅｈ? ｒｉｇ ｄｅｎ Ｋｏｐｆ ｇｅｗａｓｃｈｅｎ. Ｏｂ ｅｒ
ａｕｃｈ ｄｉ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ｅ Ｔｒａｃｈｔ Ｅａｍｂｕｓｈｉｅｂｅ ｅｒｈｉｅｌｔꎬ
ｗｉｒｄ ｎｉｃｈｔ ｇｅｍｅｌｄｅｔ . “Ｄａｓ Ｋｏｍｉｔｅｅ’ꎬ ｌａｕｔｅｔ ｅｓ
ａｍ Ｓｃｈｌｕｓｓ ｄｅｓ Ｂｅｒｉｃｈｔｓꎬ ‘ ｈａｔ ｓｅｉｎ Ｐｒｏｊｅｋｔ
ａｕｆｍｅｒｋｓａｍ ｅｒｗｏｇｅｎ ｕｎｄ ｆｉｎｄｅｔ ｄａｓｓ ａｌｌｅｓ ｉｎ
ｉｈｍ ａｕｆ ｄｅｎ Ｖｏｒｔｅｉｌ ｄｅｒ Ｋａｕｆｌｅｕｔｅ ａｕｓｇｅｈｔ ｕｎｄ
ｎｉｃｈｔｓ ｆüｒ ｄｉｅ Ｋｒｏｎｅ ｖｏｒｔｅｉｌｈａｆｔ ｉｓｔ. ” (‘Ａｒｂｅ￣
ｉｔｅｎ ｄｅｒ Ｋａｉｓｅｒｌｉｃｈ Ｒｕｓｓｉｓｃｈｅｎ Ｇｅｓａｎｄｔｓｃｈａｆｔ ｚｕ
Ｐｅｋｉｎｇ üｂ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Ａｕｓ ｄｅｍ Ｒｕｓｓｉｓｃｈｅｎ ｖｏｎ
Ｄｒ. Ｋ. Ａｂｅｌ ｕｎｄ Ｆ. Ａ. Ｍｅｃｋｌｅｎｂｕｒｇꎬ Ｂｅｒｌｉｎ
１８５８ ’ꎬＢｄ. Ｉ. Ｓ. ４７ ｆｆ . )

这段德文的最新翻译是:
(６７)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

个奏折ꎬ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ꎮ
在 １８５４ 年 ４ 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ꎬ他受到严厉

申斥ꎮ 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ꎬ不得而知ꎮ 审议报

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

便于国ꎮ” («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

述»ꎬ卡阿贝尔博士和弗阿梅克伦堡译自

俄文ꎬ１８５８ 年柏林版第 １ 卷第 ４７、４８ 页) 〔３〕

在«资本论»中ꎬ马克思有 ２０ 多处提到中国ꎬ
如中国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对外贸易、三
大发明和社会经济结构等ꎮ 此外ꎬ«资本论»中

谈到的亚洲、亚细亚ꎬ从所指内容来看ꎬ主要是指

中国和印度ꎬ如果将这些也算起来ꎬ论及中国的

地方就更多ꎮ 马克思研究问题的视野极其开阔ꎬ
采用的材料经过严格鉴别后ꎬ再选择其中极有资

料价值和思想价值的部分ꎮ 当马克思见到德国

人卡阿贝尔博士和弗阿梅克伦堡根据俄

文翻译的 １８５８ 年德文版«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

于中国的著述»第 １ 卷第 ４７ 页上介绍的中国咸

丰朝大臣王茂荫的货币观点时ꎬ作出了那个注

释ꎮ 王茂荫在应对中国当时产生的金融危机时

提出的币制改革思想ꎬ与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观点

十分接近ꎬ其理论价值被马克思所捕捉ꎬ从而使

他走进了«资本论»ꎮ〔４〕

二、王茂荫进行币制改革的两个方案

王茂荫提出币制改革ꎬ直接原因是清政府面

临经济困难特别是金融危机ꎮ 众所周知ꎬ清顺治

年间曾一度发行少量钞币ꎬ以后的康熙到道光近

１９０ 年时间内ꎬ未再发行ꎬ其原因多样:一是清政

府对历代统治者发行钞币ꎬ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所

引起的社会震荡心有虑惧ꎬ害怕引起百姓的不满

和反抗ꎻ二是从道光朝开始ꎬ清政府的财政状况

虽然开始走下坡路ꎬ但困难还不十分严重ꎬ客观

上暂时尚无发钞的必要ꎻ三是在统治阶级内部ꎬ
虽然也有实行币制改革之议和发钞之争ꎬ但都因

时机不成熟而未能付诸实施ꎻ四是在鸦片战争发

生后至咸丰朝前ꎬ虽然清政府的财力捉襟见肘ꎬ
似乎应是发钞之时ꎬ但其时货币制作材料银、铜
的产地———云南的运输通道并未阻隔ꎬ银、铜仍

可运出ꎬ需用随时可以决策等ꎮ 当到咸丰朝时ꎬ
事情则发生了根本性和全面性的变化ꎮ 于是ꎬ币
制改革就被提到迫在眉睫的议事日程上ꎮ

王茂荫的币制改革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币制

改革方案中ꎮ 王茂荫币制改革的方案有二:一是

«条议钞法折»ꎬ二是«再议钞法折»ꎮ
(一)«条议钞法折»:第一个币制改革方案

咸丰元年九月初二日ꎬ王茂荫在陕西道监察

御史任上ꎬ为缓和清政府的财政危机ꎬ特上奏«条
—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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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钞法折»ꎬ提出了 １０ 条币制改革方案ꎬ其总的

目的是既试图以此解决当时清政府的财政经济

困难ꎬ又力图避免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ꎮ 具体内

容可归纳为 ５ 个方面:
第一ꎬ提出了发钞的指导思想ꎮ 即“先求无

累于民ꎬ而后求有益于国”ꎮ〔５〕

第二ꎬ提出了发行钞币的总量和方法ꎮ 发行

钞币以银两计算总量为 １０００ 万两ꎬ票面价值分

１０ 两、５０ 两两种ꎮ 发行钞币的办法是:“行之以

渐ꎬ限之以制”ꎬ〔６〕 也就是采取审慎地、逐步倍增

的办法ꎬ即第一个发行年度先发行 １０ 万两ꎬ其中

１０ 两的钞币 ５０００ 张ꎬ５０ 两的钞币 １０００ 张ꎬ试行

一两年后ꎬ如果钞币能正常流通ꎬ不发生贬值和

流通混乱的情况ꎬ则在第二个发行年度将发行量

再增加一倍ꎬ如无问题再加倍发行ꎬ直到 １０００ 万

两的最高限额时为止ꎮ 在钞币发行后ꎬ并不限制

现银的流通ꎬ且以银为主ꎬ现银的流通量还应是

钞币的几倍ꎮ
第三ꎬ提出钞币制作材料建议ꎮ 主张采用熟

丝织绸制钞ꎬ以防钞币的伪造ꎬ同时ꎬ要严惩伪造

者ꎮ
第四ꎬ设置钞币的发行流通使用机制ꎮ 主张

利用封建社会中已有的信用机构———银号ꎬ将全

国各地区发行的钞币分批分摊于若干代办钱粮

的殷实银号ꎻ无银号的地区ꎬ则交官盐店或典铺ꎮ
各银号于一个月后按领到钞数缴纳现银搭配支

付ꎮ 领到钞币的银号ꎬ须在钞币的背面加盖本银

号的图记ꎬ并凭图记对付出的钞币承担兑现之

责ꎬ顾客随时可用钞币向银号兑取现银ꎮ
第五ꎬ强调主持行钞之人的重要性ꎮ 指出

“生弊之人ꎬ商民为轻ꎬ官吏为重”ꎬ〔７〕 强调各级

官吏尤其是经国大臣是行钞成功与否的关键ꎮ
王茂荫这一币制改革方案ꎬ与咸丰帝的所求

是基本相合的ꎬ这便是用发行钞币的办法来解决

当时迫在眉睫的财政问题ꎮ 但钞币究竟怎样发

行ꎬ发行多少ꎬ其主张则明显不同ꎮ 当咸丰三年

(１８５４)清政府决定发钞和铸造大钱时ꎬ便将王茂

荫升职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ꎬ意在让他

负责发行钞币ꎬ以便尽可能多和快地积聚货币ꎬ
解决清廷的急需ꎮ 至于钞币的发行数量和方法ꎬ
咸丰帝则通过擢升王茂荫职务的办法ꎬ启发和暗

示他推行通货膨胀政策ꎮ 但王茂荫是一个头脑

清醒的官员ꎬ他在奉命实行币制改革时ꎬ还是按

他的原设计划发行钞币最高限额 １０００ 万两ꎬ此
数只是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一小部分ꎻ而且ꎬ
按照审慎发行逐年倍增的办法ꎬ由 １０ 万两起ꎬ要
达到 １０００ 万两这个最高限额ꎬ需六七个发行年

度的时间才能达到ꎮ 很显然ꎬ这对当时财源枯竭

而需用数字又十分庞大的清政府来说ꎬ用这种办

法增加若许收入ꎬ而且至少要六七年后才能成其

事ꎬ实在是远水救不了近火ꎮ
由上看来ꎬ清政府虽然升了王茂荫的官职ꎬ

意在要王茂荫在实际发钞中能善解上意ꎬ而不是

要按他自己的发钞办法和发钞数量行事ꎬ所以ꎬ
咸丰三年开始实际实行的发钞、铸大钱措施ꎬ都
与王茂荫的设想相反ꎬ这样ꎬ就造成了必不可免

的更加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ꎮ 于是ꎬ王茂荫又于

咸丰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论行大钱折»ꎬ反
对铸大钱ꎮ

(二)«再议钞法折»:第二个币制改革方案

咸丰四年三月初五日ꎬ王茂荫又针对因滥发

钞币而发生的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ꎬ上了«再议

钞法折»ꎮ 这第二个币制改革方案的提出是力图

说服咸丰帝按此方案去制止已经出现的严重通

货膨胀ꎮ
王茂荫提出四项建议ꎬ前两项论述了钞币持

有人同国家的关系问题ꎬ这是该改革方案的关

键ꎮ 后两项论述了商人与商人之间、商人与顾客

之间的往来中扩大钞币的使用问题ꎮ 具体说来:
一是允许用钱钞兑换现钱(即制钱)ꎮ 其办法是

每月从户局解送户部的现钱中扣留下一定数量

的款项ꎬ以专供兑现钱钞之用ꎬ凡商民用钱钞向

国家兑取现钱时ꎬ就从此款项中支给ꎮ 此做法的

目的是安人心ꎮ 二是允许银票兑换现银ꎮ 在银

号中进行兑现活动ꎬ要使银票像钱钞一样ꎬ准许

持票人随时向国家兑取现银ꎮ 此种做法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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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筹全局ꎮ 三是允许各店铺用钞换银ꎬ“使银钱

处处扶钞而行”ꎮ〔８〕 此种做法是使银钱和钞币在

各行之间互为周转ꎬ形成良性循环ꎮ 四是允许典

(当)铺款项出入搭用钞币ꎬ这又是促使一行内

部形成“自为周转之法”ꎮ
王茂荫的第二个币制改革方案似乎设计很

全面ꎬ但稍加分析就可看出ꎬ这个方案是仿照商

人发行银行券而设计的ꎮ 用王茂荫的话来说ꎬ他
之所以考虑采用兑现的办法ꎬ是由于他认为“市
行钱票ꎬ与钞无异ꎬ而商民便用者ꎬ以可取钱

也”ꎮ〔９〕很明显ꎬ王茂荫在这里将“钞”即国家发

行的纸币与“市行钱票”ꎬ即由私人钱庄、银号等

发行的银行券性质的票据相提并论ꎬ这是他不懂

得“钞币” “市行钱票”二者不同性质的缘故:钞
币是由货币流通手段的职能产生ꎬ由国家发行并

强制流通ꎻ“市行钱票”实质上是发行钱票的商

人对持票人的债务ꎬ商人发行钱票时要向持票人

保证随时可按持票人的要求以现金偿还ꎬ所以兑

现是一种偿还债务的行为ꎬ国家纸币的流通所依

凭的是国家权力ꎬ因而无需兑现ꎬ而“市行钱票”
凭的是商人的信用流通ꎬ兑现则是其必要条件ꎮ
王茂荫要使国家发行的“银票” “宝钞”等像“市
行钱票”一样随时允许兑现ꎬ就是企图“暗将官

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ꎬ反过来也就可以从

逻辑上理解为企图暗将凭权力流通的国家纸币

转化为凭信用流通的银行券———尽管在王茂荫

那里并没有这样的语言表述ꎮ

三、王茂荫币制改革方案的理论基础

王茂荫的两个币制改革方案ꎬ是他币制改革

思想的具体体现ꎬ币制改革思想又是他货币理论

的基础ꎮ 王茂荫货币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

方面:纸币流通思想和铸币流通思想ꎮ
(一)王茂荫的纸币流通思想

王茂荫行钞计划的理论基础是货币金属主

义ꎮ 他认为正常的货币流通应该是银与制钱的

流通ꎬ这继承了历代传统的“钞虚银实”的观点ꎮ
但他具体观点的一些方面又与其他金属主义者

有所不同ꎬ他并未将金属货币与纸币简单地对立

起来ꎬ王茂荫认为ꎬ行钞和铸大钱都只是在特定

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ꎮ 两者比较起

来ꎬ从财政角度看ꎬ铸大钱和行钞币“二者之利

同ꎬ而其难以经久”ꎬ是“两利取重、两害取轻计ꎮ
钞之利不啻十倍于铸大钱”ꎬ〔１０〕 所以他主张行

钞ꎬ但反对铸大钱ꎮ
王茂荫行钞思想的核心是“以实运虚”的观

点ꎮ 他认为在流通中ꎬ应该是“虚实兼行”以钞

来弥补白银之不足ꎬ而不是以钞完全代替白银ꎬ
“用钞以辅银ꎬ非舍银以从钞”ꎮ 如何做到“虚实

兼行”呢? 王茂荫明确提出了“以实运虚”ꎬ即以

金属货币的流通来推动和支持纸币的流通ꎬ这是

他比较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观点ꎮ 在这

个问题上ꎬ王茂荫又与金属主义者如魏源、许楣

等人不同ꎬ并非简单地根据“钞虚而银实”ꎬ将钞

与银完全对立起来ꎬ而是从理论上论述了金属货

币和纸币流通之间的关系ꎬ并提出了处理这种相

互关系的具体形式ꎬ从而得出纸币可发而不可滥

发的正确主张ꎮ 王茂荫的这一观点ꎬ大大超过了

以前的货币思想家ꎮ
综合考察王茂荫两次行钞方案ꎬ他的“以实

运虚”方法有三:
第一ꎬ“数实辅一虚”法ꎮ 王茂荫继承了金

属主义者关于纸币“少则重ꎬ多则轻”的观点ꎬ认
为“造钞太多ꎬ则壅塞而物力贵”ꎬ亦即纸币发行

过多ꎬ必然充塞流通渠道ꎬ从而引起物价上涨ꎮ
王茂荫从纸币充塞流通渠道来论述纸币过多发

行与物价上涨的关系ꎬ比以往货币思想家提高了

一步ꎮ 他坚持必须严格限制纸币的发行数量ꎬ
说:“钞无定数ꎬ则出之不穷ꎬ似为大利ꎬ不知出愈

多ꎬ值愈贱ꎮ 种种扰民ꎬ皆由此出ꎮ” 〔１１〕

对于如何限制纸币的发行数量ꎬ王茂荫主

张:“请仿国初之法ꎬ每岁先造钞十万两ꎬ试

行一二年ꎬ计可流通ꎬ则每岁倍之ꎬ极钞之

数ꎬ以一千万两为限ꎮ 盖国家岁出岁入ꎬ不过数

千万两ꎬ以数实辅一虚ꎬ行之以渐ꎬ限之以制ꎬ用
钞以辅银ꎬ而非舍银而从钞ꎬ庶无壅滞之弊ꎮ”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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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茂荫提出一个纸币发行 １０００ 万两的最高限

额ꎮ 这个限额是根据国家财政收支数额确定的ꎮ
由于财政收支主要是用白银ꎬ因此这个限额反映

着纸币发行量与白银的比例ꎮ 当时每年财政收

支约 ４０００ 万两ꎬ所以这个比例约为 １∶ ４ꎬ也就是

说ꎬ以 ４ 倍的白银来支持少量纸币的流通ꎮ 在王

茂荫看来ꎬ这样就可限制纸币的发行数量和保证

白银在流通中的主要地位ꎬ可以使货币流通趋于

稳定ꎮ 同时ꎬ他还主张在发行过程中ꎬ要“行之以

渐”ꎬ即逐步增加发行ꎬ最后达到最高限额ꎬ不使

大量钞币骤然冲击市场ꎮ “若一旦骤造数十万ꎬ
势必不行”ꎮ 王茂荫这些观点在理论上是有一定

见地的ꎮ 不过王茂荫这种“数实辅一虚” 的办

法ꎬ到咸丰四年(１８５４)时ꎬ由于通货膨胀恶化ꎬ已
没有实行的可能ꎮ 所以他在«再议钞发折»中ꎬ
放弃了这种“以数实辅一虚”的主张ꎬ他说:“臣
元年所上ꎬ皆以实运虚之法ꎮ 今时世所迫ꎬ前法

不行”ꎬ〔１３〕也就是说ꎬ他已感到严格限制发行数

量的办法ꎬ在当时已没有可能ꎬ因此ꎬ后来提出了

修改计划ꎮ
第二ꎬ“纸币兑现”法ꎮ 本来ꎬ纸币兑现在王

茂荫的两个行钞计划中都曾提出ꎬ但兑现方法前

后则有所不同ꎬ不管由谁来承担兑现的责任ꎬ其
基本倾向都是要兑现所发行的纸币ꎬ只不过兑现

的方法有所不同而已ꎮ 在«条议钞法折»中ꎬ王
茂荫提出的兑现办法是政府并不直接担负纸币

兑现的责任ꎬ而由银号负责兑现:“听民人等向银

号兑换行用ꎬ并听为随处上纳钱粮、兑换银钱之

用ꎮ 凡天下州县ꎬ必令于城内立一收钞银

号ꎬ无论本地异乡民人ꎬ有持钞至者ꎬ或作交钱

粮ꎬ或兑换银钱ꎬ均即如数兑交ꎮ” 〔１４〕 具体方法

是:国家将纸币发给银号ꎬ银号于一个月以后交

银ꎬ每库平一两只缴市平一两ꎬ库平一两 ＝ 市平

１. １９３６ 两ꎬ库平与市平之间的差额就是国家给

予银号的利益ꎮ 银号领钞后ꎬ在钞上加字号图

记ꎬ持钞者可以按字号向原银号兑取现银ꎮ 按这

种发钞办法ꎬ国家既可通过发钞取得大量的财政

收入和搜刮白银ꎬ又不负担兑现的责任ꎮ 这样

做ꎬ银号得银ꎬ可作解办钱粮之用ꎬ实际上是以钞

抵银ꎬ所以也不能说国家完全不负兑现的责任ꎮ
但在国家并未将白银作为准备金存放在银号的

情况下ꎬ要保证银号兑现是不可能的ꎬ一遇风吹

草动ꎬ银号就会发生挤兑的现象ꎬ甚至被挤垮ꎬ造
成市场混乱ꎬ所以王茂荫这种兑现方式只能是一

种幻想ꎮ
到咸丰四年ꎬ清政府发行的纸币已开始全面

崩溃ꎬ王茂荫从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ꎬ
为制止已经发生的纸币贬值、通货膨胀现象ꎬ他
提出了第二个行钞方案ꎮ 在这个方案中ꎬ他修改

了兑现方法ꎬ即改由政府直接担负兑现的责任ꎬ
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

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ꎬ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

可兑现的钞票ꎮ”
关于钞票的兑现ꎬ王茂荫主张从户部加铸的

铜钱中提出积存ꎬ作为钱钞兑现的准备金ꎮ 他

说:“宝钞准交官项ꎬ本自贵重ꎬ而人总以无可取

钱ꎬ用多不便ꎬ若于准交官项之外ꎬ又准取钱ꎬ自
必更见宝贵ꎮ” 〔１５〕 因此ꎬ他建议在户局每月解库

的钱中ꎬ按月扣提三十余万串ꎬ作为兑现准备ꎮ
他又说:“或谓倘三十万尽而不能给ꎬ将若何? 臣

谓此有二道ꎬ一则有钱可取ꎬ人即不争取ꎮ 彼钱

店开票ꎬ何尝尽见取钱? 一则有钱许取ꎬ人
亦安心候取ꎮ 倘钱将尽而钞纷来ꎬ竟不能给ꎬ不
妨示期停止ꎬ令半年后再取ꎬ人亦乐从ꎮ 经过一

次发钱ꎬ人知钞不终虚ꎬ自不急取ꎮ 此法每年虽

似多费数十万之钱ꎬ 而实可多行百 余 万 之

钞ꎮ” 〔１６〕

关于钱票的兑现ꎬ与钱钞兑现方法稍有不

同ꎬ王茂荫自称与咸丰三年御史章嗣衡和河督杨

以增的主张是一致的ꎬ其基本精神是国家并不设

立准备金ꎬ即以各州县钱粮税所收的白银作为票

本ꎬ随地兑现ꎮ 他说:“欲求行远ꎬ必赖通商ꎻ欲求

通商ꎬ必使有银可取ꎮ 既可准其抵交ꎬ何妨准其

兑取? 今若于准交之外ꎬ再加准兑取一层ꎬ
则钞益贵重ꎮ 处处可取银ꎬ即处处能行用而不必

取银ꎮ 京城之中ꎬ凡商人之来者皆货物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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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者皆银ꎮ 使银票得随处兑银ꎬ则京城之银可以

少出ꎬ而各路之银亦可得来ꎬ此又通筹全局之所

宜加意也ꎮ” 〔１７〕

由上可知ꎬ王茂荫银票兑现主张的一个特

点ꎬ就是跳出过去银票“止记收放ꎬ未计流通”的
圈子ꎬ而强调“通”ꎮ 正如章嗣衡奏折所称:“诚
欲便利商民ꎬ则莫如使京城之票可行于各省ꎬ各
省之票可行于京城ꎬ 以及各省往来 均 可 通

用ꎮ 流行之法ꎬ必自官定京师之银号与各省

州县之银号均令收用官票ꎬ凡各省持到之官票ꎬ
概可兑换银钱ꎬ则官票到处皆行矣ꎮ 如此推

行ꎬ则各州县之钱粮关税皆票本ꎬ何庸另筹票本

为?” 〔１８〕王茂荫的各州县随处可以兑银的主张ꎬ
既可以疏通官票ꎬ又可以减轻京师白银的压力ꎬ
有一定的见地ꎮ 但是在当时清政府财政破产、通
货膨胀步步升级的情况下ꎬ他企图依靠州县钱粮

关税所收白银随地兑现来保证银票的顺利流通ꎬ
不但事实上各州县无力办到ꎬ而且也是与清廷集

中白银的意图根本相左ꎮ 所以王茂荫第二个方

案中的政府兑现方法ꎬ绝不可能刹住通货膨胀、
纸币贬值的势头ꎬ而只能是一种主观空想ꎮ

王茂荫在当时条件下提出纸币兑现和设立

准备金的设想ꎬ有一定的积极意义ꎮ 值得指出的

是ꎬ他还明确提出了兑现准备金无须十足的观

点ꎮ 当然ꎬ这并非王茂荫的创见ꎬ在历史的实践

中ꎬ宋、元的纸币都没有十足的现金准备ꎮ 包世

臣和魏源也都有这样的思想ꎬ但王茂荫在理论阐

述上则较为明确深刻ꎮ
第三ꎬ“运虚”法ꎮ 这是王茂荫在«再议钞法

折»中提出的ꎮ 就是从疏通钞票流通着手ꎬ使
“银处处扶钞而行”ꎮ 他非常重视商人和钱店在

这个方面的作用ꎬ认为“非有商人运转于其间皆

不行ꎬ非与商人以可运之方ꎬ能运之利ꎬ亦仍不

行”ꎮ〔１９〕他具体分析了货币周转的几个环节:“查
银钱周转ꎬ如环无端ꎬ而其人厥分三种:凡以银易

钱者ꎬ官民也ꎻ以钱易银者ꎬ各项店铺也ꎻ而以银

易钱ꎬ又以钱易银ꎬ则钱店实为之枢纽焉ꎮ 各店

铺日收市票ꎬ均赴钱市买银ꎬ而钱店则以银卖之ꎮ

今请令钱店ꎬ凡以票买银者ꎬ必准搭钞ꎬ则各店铺

用钞亦可易银ꎬ而不惮于用钞矣ꎮ 各店铺不惮用

钞ꎬ则以银易钱之人无非用之于店铺ꎬ凡令钱店

开票者ꎬ亦可准令搭钞矣ꎮ 各钱店开票亦可搭

钞ꎬ则以银买各店铺之票而亦不惮于用钞矣ꎮ 凡

此三层关节为之疏通ꎬ使银处处扶钞而行ꎬ此各

行互为周转之法ꎮ” 〔２０〕

按照当时一般情况ꎬ各店铺每日所收的市票

(民间银钱私票)可持之向钱店买银ꎬ而政府发

行的钞币则不能ꎬ这样ꎬ影响了钞币的顺利流通ꎮ
现如规定店铺用每日所收进的市票向钱店买银

时ꎬ店铺可以搭付部分钞币ꎬ则店铺就会乐于接

收钞币ꎮ 官民以银易钱ꎬ一般说ꎬ无非用之于向

店铺购买商品ꎬ现在店铺乐于接受钞币ꎬ那么ꎬ官
民则不会拒绝接受钞币ꎬ既然官民、店铺都乐于

接受钞币ꎬ则凡是为了使用、携带的方便ꎬ以银请

求钱店开发钱票的人ꎬ也可以允许钱店搭付一部

分钞币ꎮ 钱店开票可以搭钞ꎬ它在用银购买各店

铺的市票时ꎬ当然也就乐于接受钞币了ꎮ 这样一

来ꎬ官民、店铺、钱店三个环节都乐于接受钞币ꎬ
在使用银钱流通的时候ꎬ都可以附搭一部分钞

币ꎬ“银钱处处扶钞而行”ꎬ自然就可收疏通钞币

之效了ꎮ 在当时清政府的钞币愈发愈多、急剧贬

值、信用崩溃的时候ꎬ大量搭钞ꎬ事实证明是根本

行不通的ꎮ 所以ꎬ王茂荫的这种设想只能是一种

空想ꎮ 但王茂荫对于货币流通渠道的分析ꎬ对于

商人特别是钱店(金融机构)在调节货币流通中

作用的认识ꎬ在过去和当时的货币思想家中ꎬ都
是罕见的ꎮ

总之ꎬ王茂荫的反通货膨胀的行钞主张ꎬ与
清政府企图利用无限制发钞以筹措军费的愿望

是背道而驰的ꎬ这当然无法满足清廷的要求ꎻ他
兼顾商人利益的思想ꎬ也与清政府严格压制商人

资本的基本立场相矛盾ꎮ 因此ꎬ虽然他“志虑忠

纯”ꎬ处处从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作想ꎬ却仍然遭

到严厉申斥ꎬ说他“尽属有利于商而无益于饷”ꎬ
“欲使国家散实银而置虚钞”ꎮ 同时ꎬ由于王茂

荫是当时主张行钞的首创者ꎬ又是户部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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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ꎬ所以行钞的失败ꎬ朝内朝外均积怨于他一

身ꎮ 王茂荫满怀怨愤地说:“现行官票、宝钞ꎬ虽
非臣原拟之法ꎬ而言钞实由臣始ꎮ 今兵丁之领钞

而难行使者多怨臣ꎬ商民之因钞而致受累者多恨

臣ꎬ凡论钞之弊而视为患害者ꎬ莫不归咎于臣ꎻ凡
论钞之利而迫欲畅行者ꎬ又莫不责望于臣ꎮ” 〔２１〕

王茂荫处境确实艰难ꎬ受了许多夹棍之气ꎬ成为

咸丰年代行钞的一个悲剧性人物ꎮ
(二)王茂荫的铸币流通思想

王茂荫铸币的基本观点是:“总以不惜工本

为不易之常经”ꎬ〔２２〕 这是中国传统的铸钱观点ꎬ
基本上是正确的ꎮ 王茂荫是当时清政府铸大钱

的强烈反对者ꎬ他反对铸大钱的理论依据是:“论
者谓:‘折当太重ꎬ谓其嫌于虚耳ꎮ 大钱虽虚ꎬ视
钞票则较实ꎬ岂钞可行而大钱转不行?’不知钞法

以实运虚ꎬ虽虚可实ꎻ大钱以虚作实ꎬ似实而

虚ꎮ” 〔２３〕王茂荫这里提出了一个钞和大钱的虚实

转化的问题ꎬ他不是单纯从物质内容来看待钞和

钱的虚实ꎬ而是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虚实是可以

转化的ꎮ 钞本来是虚的ꎬ但如按照他的“以实运

虚”的办法ꎬ钞的“虚”可以转化为“实”ꎬ也就是

说ꎬ按“实”流通ꎬ不会贬值ꎮ 大钱表面上看ꎬ虽
然也是铜钱ꎬ包含一定的铜量ꎬ但其实际价值已

远低于名义价值ꎬ实际上是“以虚作实ꎬ似实而

虚”ꎮ 他认为ꎬ由于纸币可以运用“以实运虚”的
办法来稳定其购买力ꎮ 而大钱则只能按照他的

实际价值流通ꎬ所以“自来行钞ꎬ可数十年ꎬ而大

钱无能数年者”ꎮ〔２４〕王茂荫对纸币和大钱流通进

行了一定的理论概括ꎬ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ꎮ 当

时他不了解减值的大钱和纸币一样ꎬ都是价值符

号ꎬ都不是按照它本身的实际价值流通ꎬ而是服

从于价值符号流通的内在规律ꎮ 马克思指出:
“价值符号———不论是纸或降低了成色的金

银———按什么比例代表按造币局价格计算的金

银重量ꎬ不是决定于这些符号本身的物质ꎬ而是

决定于它们在流通中的数量ꎮ” 〔２５〕 因此ꎬ大钱如

果不超量发行ꎬ不超过流通需要ꎬ也可能按高于

其实际价值的名义价值流通ꎮ 咸丰三年发行当

十、当五十大钱ꎬ开始的情况ꎬ就是如此ꎮ 王茂荫

虽然正确地指出了大钱“似实而虚”ꎬ但由于他

不完全了解价值符号的流通规律ꎬ因而得出纸币

能通过控制发行数量和兑现来维持社会稳定ꎬ而
大钱完全无能为力的结论ꎬ则明显是错误的ꎮ

王茂荫对当时认为国家可以任意规定货币

价值的名目主义论点ꎬ表示了严重质疑ꎮ 他指

出:“论者又谓:‘国家定制ꎬ当百则百ꎬ当千则

千ꎬ谁敢有违?’是诚然矣ꎮ 然官能定钱之值ꎬ而
不能限物之值ꎮ 钱当千ꎬ民不敢以为百ꎻ物值百ꎬ
民不难以为千ꎮ” 〔２６〕 这便是说ꎬ国家可规定钱的

面额价值ꎬ但并不能规定钱的实际购买力ꎮ 事实

证明ꎬ国家的行政权力不仅不可能改变货币流通

规律ꎬ也不可能消除违反这一规律所引起的社会

经济后果ꎮ
王茂荫对铸大钱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后果也

作了较为正确的分析ꎮ 他指出铸大钱最大的流

弊是“私铸繁兴ꎬ物价踊贵”ꎮ〔２７〕由于大钱的名义

价值和实际价值相差很大ꎬ必然会引起“私铸繁

兴”ꎮ 私铸的结果ꎬ首先是“亏国”ꎬ“奸人以四两

之铜铸两大钱ꎬ即抵交一两官银ꎬ其亏国将有不

可胜计者”ꎮ〔２８〕 其次是“病民”ꎮ 旧行制钱ꎬ每千

重 １２０ 两ꎬ熔之可得 ６０ 两ꎬ以铸当千ꎬ可抵 ３０ 千

之用ꎬ“设奸人日销以铸大钱ꎬ则民间将无制钱可

用”ꎮ〔２９〕这就必然影响平民生活和商品流通ꎮ 同

时ꎬ由于大钱愈发愈多ꎬ加上大量私铸ꎬ壅塞于流

通渠道ꎬ结果必然引起大钱贬值ꎬ物价上涨ꎮ 另

外ꎬ大钱面额太大ꎬ制钱又很缺乏ꎬ势必以千当五

百之大钱ꎬ买七八百文即二三百文之货物ꎬ无形

中也造成物价上涨ꎮ 特别是当时官票、宝钞和大

钱同时行用ꎬ都准搭钞ꎬ这就更加造成货币流通

的混乱ꎬ壅塞不行ꎮ 所以王茂荫十分感叹:“大钱

虽准交官项ꎬ然现在准以五成搭交者ꎬ有官票ꎬ有
宝钞ꎬ再加大钱ꎬ何能并搭?” 〔３０〕

王茂荫对大钱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ꎬ咸丰

年间清政府发行大钱的全部过程表明ꎬ大钱发行

以后不久ꎬ私铸兴起ꎬ伪造甚行ꎬ大钱贬值ꎬ制钱

和白银的比价上升ꎬ物价不断高涨ꎬ市场日渐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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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ꎬ对商业贸易活动、平民日常生活和国家财政

收入各方面都产生了严重后果ꎬ结果只能以完全

失败而告终ꎮ 需要指出:王茂荫反对铸大钱ꎬ其
出发点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ꎬ他在反对铸

大钱的同时ꎬ并没有忘记如何尽力扩大聚财来

源ꎬ以解决镇压太平天国所需用的军饷ꎬ如何在

铸币流通方面极力为清政府进行搜刮ꎮ 例如ꎬ在
当时铜斤缺乏、铜运困难的条件下ꎬ他主张在某

些铜不足省份ꎬ赶铸铁钱ꎬ照铜钱一样通用ꎻ〔３１〕

又如当时需要制钱多ꎬ钱价上涨ꎬ他主张国家趁

钱价高时ꎬ折钱发给军饷ꎬ同时又以钱低价收银ꎬ
这样 “在兵不受钱价之亏ꎬ而官可得周转之

利”ꎮ〔３２〕

王茂荫还对当时的外商操纵银钱比价变动

以攫取投机利润的行径进行了揭露ꎮ 咸丰七年

(１８５７)上海英国商人利用“铜贵钱荒”的机会ꎬ
在上海大肆搜购制钱ꎬ甚至暗中偷运出口ꎬ造成

钱贵银贱ꎬ然后他们又利用银贱的时机ꎬ贱价收

买白银ꎬ等到银涨ꎬ再行抛出ꎬ从中渔利ꎮ 王茂荫

说:“江浙银价向来每两换至制钱二千有零ꎬ自英

人收买制钱ꎬ钱即踊贵ꎬ以钱易银之数渐减至半ꎬ
现在每两仅易制钱一千一百余文ꎬ兵民交困ꎬ而
洋人竟据为利薮ꎮ” 〔３３〕

咸丰八年(１８５８)ꎬ王茂荫上疏:“都城苦钱

壅ꎬ而南省又苦钱荒ꎬ如六千文一石之米ꎬ必需银

五两余ꎬ兵民安得不困! 彼夷人乃从容而以钱易

银ꎬ贱入而贵出之ꎬ即此一端ꎬ利权已全为所

操”ꎮ〔３４〕如何与夷人进行斗争? 王茂荫认为:“此
事无从斗力ꎬ惟宜斗智ꎮ 欲禁钱出洋ꎬ则银

禁早严ꎬ徒成故事ꎻ欲行大钱ꎬ则京铸尚滞ꎬ何论

外省ꎮ” 〔３５〕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ꎬ他主张江浙两

省加铸加卯ꎬ广铸制钱暂济民用ꎮ 同时再将钱法

酌量变通ꎬ使夷人无收买之利ꎬ而民间有流通之

资ꎮ 历来制钱重一钱二分ꎬ现在照京局改为一

钱ꎬ则铜本已省十分之二ꎬ而在铜铅配搭上ꎬ又从

而增损之ꎬ则更有盈余ꎮ 王茂荫这种利用制钱减

重和降低成色以提高钱利和满足流通需要的办

法ꎬ实际上是铸币贬值ꎬ这当然不是一种良法ꎬ更

非抵制外人收买制钱的有效途径ꎮ 他自己也承

认这不过是“暂济目前之用ꎬ欲求破夷之术而收

利权于己ꎬ唯赖通筹熟计”ꎮ〔３６〕 但尽管如此ꎬ
王茂荫重视与外人的金融投机作斗争ꎬ是难能可

贵的ꎮ
综上所述ꎬ王茂荫的货币流通思想达到了当

时所能达到的高度ꎮ 他反对滥发纸币、鼓铸大钱

的主张ꎬ重视商人银号的作用和兼顾商人利益的

思想ꎬ都是有利于商品经济和商人资本发展的ꎬ
都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ꎻ在货币理论方面ꎬ他能

够从货币流通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中ꎬ总结一些经

验ꎬ并作了一定程度的理论概括ꎬ某些方面初步

接近对货币流通规律性的认识ꎬ其思想深度远超

同时代的魏源、许楣等人ꎬ他关于货币周转的分

析ꎬ更是魏、许等人所未曾涉及ꎮ 不过ꎬ他对一些

问题未能进行真正的科学分析ꎬ更不能从封建制

度的基本矛盾来考察货币流通问题ꎬ其币制改革

思想的出发点本质上是为维护封建国家统治ꎬ这
反映了王茂荫币制改革思想的阶级的和历史的

局限性ꎮ

四、王茂荫币制改革思想与金融危机应对的

当代价值分析

　 　 王茂荫币制改革思想和应对金融危机处理

方法具有多方面的当代价值:
(一)危机应对的底线:坚持“无累于民”的

民本主义情怀

王茂荫敢于提出自己与当朝最高统治者不

一致的金融危机应对方式ꎬ主张发行可兑现的钞

票ꎬ如果仅仅从学识丰富、性格耿直来解释是远

远不够的ꎬ这是与他忠君匡君(有另文专论)的

勇气分不开ꎬ更是他深厚的民本主义情怀使然ꎮ
民本主义ꎬ源自“民惟邦本ꎬ本固邦宁” 〔３７〕 的古

训ꎬ这一思想后来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ꎬ亦是历

史上长期选官考试和拔官考核的基本原则ꎮ 民

本主义思想是中国人数千年治国理政的核心价

值ꎬ是政治操作的最佳思路和经验总结ꎮ 王茂荫

的著述中充满民本主义思想ꎬ政治实践中ꎬ他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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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想问题始终恪遵以民为本ꎮ 虽然王茂荫并无

系统的关于民本主义思想的论述ꎬ但考其以奏议

为代表的篇篇著述ꎬ却处处渗透了民本主义思想

精神和认识方法论ꎮ 最典型的要数王茂荫“先求

无累于民ꎬ而后求有益于国”的论述ꎬ〔３８〕 这是他

为处理危机、办事想问题设置的一条底线ꎮ 虽然

在王茂荫的著述中并未出现“民本”这个字眼ꎬ
但综观王茂荫一生为官从政的所言所行ꎬ“先求

无累于民ꎬ而后求有益于国”却成为他办事情想

问题恪守的原则ꎬ其币制改革思想ꎬ主张发行可

兑现的钞币ꎬ主张适度发行钞币ꎬ就是他“先求无

累于民ꎬ而后求有益于国”的民本思想的集中体

现ꎮ “先求无累于民ꎬ而后求有益于国”ꎬ是王茂

荫政治思想的核心ꎬ构成王茂荫的政治哲学ꎮ 这

昭示我们ꎬ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政府应时时、处
处ꎬ特别是面临危机时刻ꎬ都要坚持以人民为本ꎬ
在不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的前提下ꎬ去化解在前进

道路上可能出现的矛盾和问题ꎮ
(二)危机应对的指导思想:坚持理论创新

王茂荫的币制改革思想ꎬ在我国经济思想发

展史上ꎬ具有理论创新性ꎮ 就其货币改革的主要

内容来说ꎬ是发行可兑现的纸币ꎬ并将纸币的发

行量严格限制在同准备金的一定比例的范围内ꎬ
强调国家不能滥发纸币ꎬ国家发行纸币的多少ꎬ
要有强有力的自我约束ꎬ其意在于防止和制止通

货膨胀ꎬ以保证国家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和人民

生活安定ꎮ 正因为王茂荫币制改革思想具有这

些先进性ꎬ所以有的经济思想家认为:“在王茂荫

提出他的货币改革方案的时代ꎬ西方的货币制度

和货币学说还没有被介绍到中国来ꎬ王茂荫对西

方的货币制度和货币学说还是一无所知ꎮ 他的

货币思想是在继承中国传统货币思想的基础上ꎬ
根据他个人对当时中国的货币、财政状况的了解

而独立地得出来的ꎮ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后ꎬ有关西

方货币制度和货币学说的知识开始传入中国ꎬ谈
论货币问题的人就越来越受到外来的影响而不

属于中国传统货币思想的范畴了ꎮ 王茂荫可以

说是中国传统货币思想的最后一个代表人

物ꎮ” 〔３９〕

这昭示我们ꎬ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中ꎬ蕴
含着无限的智慧ꎬ这就要求我们去“努力实现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ꎬ使之与现实

文化相融共通”ꎮ〔４０〕

(三)危机应对的担当:坚持确保稳定和减

少失误

王茂荫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急剧变动和变化

的时代ꎬ是一个被动近代化、被动逐步打开大门、
被动逐步开放的时代ꎬ王茂荫在十分艰难的境况

下ꎬ办事想问题尽可能地以确保国家的完整和稳

定出发ꎬ尽可能地减少平民百姓因社会剧烈动荡

而带来的损失ꎮ 王茂荫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

是追求两全其美ꎬ既要兼顾天朝的尊严和利益ꎬ
又要兼顾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稳定ꎮ 王茂荫利

用自己的职权和所承担的职责ꎬ一方面主张发行

货币以增加政府的“收入”ꎬ以敷国家急需ꎬ一方

面又考虑到平民百姓的实际生活状态ꎬ企图找到

一个既对上负责ꎬ又对下负责的集合点ꎮ 作为一

个封建官吏ꎬ他做得相当不错ꎮ 在王茂荫的脑子

里ꎬ一定也有一个“社会稳定、国家稳定” 的思

维ꎮ 在非常时期ꎬ任何一个激进的决策和政策的

推出都有可能引起全社会的翻盘ꎬ犯颠覆性错

误ꎮ 所以王茂荫在任期间ꎬ用现今的话来说ꎬ他
采取的是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ꎮ

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近一个半世纪ꎬ处在改

革开放深入发展ꎬ社会转型加快ꎬ社会分层明显ꎬ
地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历史新时代ꎬ采取稳健的财

政货币政策以稳定大局ꎬ恐怕对于具有 １４ 亿人

口的大国来说ꎬ无论何时、无论如何都是正确的ꎮ
我们认为:王茂荫坚持不搞通货膨胀政策ꎬ甚至

冒被降职、被罢官的风险ꎬ敢于直谏ꎬ坚持自己的

主张ꎬ这种精神当然也会激励执政者们在制定涉

及国计民生特别是财政货币政策时更加勇于担

当ꎬ任何时候都要防止通货膨胀的发生ꎻ王茂荫

主张“养民”ꎬ主张“先求无累于民ꎬ而后求有益

于国”ꎬ这种情怀当然会激励执政者们时时注意

防止由于“失误”而“殃民”ꎬ将“江山就是人民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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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就是江山” (习近平语)作为永久的执政根

本理念ꎮ 作为一个充满智慧的国度ꎬ我们要牢牢

记取历史上一切伟大人物的治国和理政的经验ꎬ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王茂荫的币制改革思想作为金

融危机应对的历史借鉴无疑具有当代价值ꎮ
(四)危机应对的永久话题:未雨绸缪和保

持定力

王茂荫的货币改革方案ꎬ在咸丰当朝产生了

重大影响ꎬ其货币思想不仅一度成为咸丰朝的货

币发行决策参考的主要理论依据ꎬ使王茂荫一度

获得职务晋升和重用ꎻ还引起了当朝大臣们的褒

贬不一的争议ꎻ继而又引起了咸丰帝的震怒ꎬ王
茂荫也因此被“挂职”(一度无任职安排ꎬ后被调

至兵部)ꎮ 王茂荫虽然未曾遭受马克思所想像的

被“鞭笞”的处罚ꎬ但多年亦未被重用ꎬ这对于一

个一心要对皇上尽忠、为民请命、事业心责任感

极强的人来说ꎬ其内心的痛楚是完全可以想见

的ꎮ 王茂荫的币制改革思想不仅在朝廷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ꎬ而且还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ꎮ 所

以ꎬ当俄国传教士处心积虑地搜集我国各方面情

报时ꎬ当搜集到王茂荫奏折和咸丰帝对王茂荫所

下的谕批时ꎬ便毫不犹豫地将之作为一条重要的

情报译成本国文字向沙皇报告ꎬ以便自己的国君

适时掌握中国这一动态ꎮ 也正因为这一情报十

分重要ꎬ所以又被德国人根据俄文翻译成德文并

进而又继续被翻译成其它文字ꎮ 自此ꎬ王茂荫应

对危机的理论和实践成为一个超越国度和时空

的世界性案例ꎮ
在世界政治格局多变ꎬ经济发展低迷的情况

下ꎬ我国面临的许多危机和风险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ꎬ都被一一化解ꎬ
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ꎬ各项事业得到强力

推进ꎬ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见的提

高ꎮ 我们处在新时代ꎬ尤其要从我国历代思想家

那里汲取智慧ꎬ并转化为能量ꎬ保持定力ꎬ为第二

个百年建设目标的实现砥砺前行ꎮ 王茂荫的思

想当初引起世界最伟大思想家的重视ꎬ我们今天

更该从他的论述中吸取对解决国度性甚或世界

性危机的教益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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