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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馆藏文物论盐阜区的货币斗争 

王红花 
(盐城市博物馆 考古办公室，江苏 盐城 224002) 

摘要：抗 日战争时期，盐阜区根据地在与敌伪进行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同时，还存在着经济 

领域尤其是金融业的复杂斗争。其时，仅流通的货币就有法币、伪币、抗 币，三 币之间的斗争是 

极其复杂的。抗日政府审时度势地采取独立 自主的金融发展政策，与敌伪展开了激烈的经济、 

金融方面的严峻斗争，为夺取抗 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并提供 了强有力的 

经济保障。从馆藏文物的角度，解析盐阜区的货币斗争，为全面研究抗战时各根据地的金融史 

增添了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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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立“巩固华北，发 

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后，盐城以及盐阜区发生了 

举世瞩目并永载史册的大事：1940年 10月，南下 

的八路军五纵队一支队的先头部队和北上的新四 

军二纵队的先头部队在盐城大丰白驹狮子口胜利 

会师，由此打开了盐阜区抗战的新局面，创建了盐 

阜区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华北和华中根据地的联 

系。1941年 1月 25日，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 

1941年 5月，中原局和东南局合并，在盐城成立 

华中局。盐城成了华中抗 日根据地的军事、政治 

中心，人来人往，盛况空前。盐城有“苏北延安” 

之称当之无愧。正所谓“树大招风”，1941年7月 

7 13，日伪军集结17000余人对盐城大扫荡，企图 

给重建的军部和华中局 以毁灭性的打击。1941 

年 8月，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领导机关避敌锋芒， 

成功转移至阜宁境内。阜宁党的基础工作做得很 

好。1940年 10月初，在阜宁东沟成立中共盐阜 

地委，对外称“盐阜区八路军后方办事处”。1941 

年 9月，盐阜区行政公署在阜宁陈集成立。下辖 

盐城、盐东、建阳、阜宁、阜东、涟东、淮安等七个县 

及涟灌阜边区(设办事处)。不久太平洋战争爆 

发，党的战略方针进行了调整，“1941年我根据地 

受了很大损害，应乘 1942年敌人忙于太平洋对中 

国采取战略守势之际，集中精力恢复元气”，并指 

示要“发展经济”-】J。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稳定的 

金融，金融是货币与信用的融合。盐阜区的货币 

斗争情况，前人也有 总结或评述，但都侧重于 

1943年 l0月以前的盐阜区 J。另外，《盐阜银行 

史》辟专章谈及盐阜区的：货币斗争，由于所掌握 

资料的制约，难免有所遗漏【3埘。笔者试从馆藏 

文物的角度，对盐阜区的货币斗争史再进行补充， 

以求教于方家。 

一

、文物概述 

了解抗 日战争时期盐阜区的货币斗争，主要 

依靠当时幸存下来的一些文献资料，其中既有盐 

阜区行政公署发的通知、通令，也有盐城县委发的 

通知，还有盐城县政府发的通知、训令、批示等。 

根据内容将馆藏文物按时间先后顺序简介如下。 

1．1943年 7月 16日盐城县政府紧急通知。 

在敌汪为挽救财政破产危 饥，发行大批五百元、一 

千元的中储票的严峻形势下，盐城县政府采取以 

货易货，排斥伪币；物价以：法币为标准，粮价也是； 

成立物价评定委员会，规定物价三大对策。 

2．1943年 9月 5日盐阜区行政公署通令。 

为推行法币分等使用，各县应采取以下措施：自九 

月份以后，机关部队发津贴、菜金、办公费，一律先 

发给次号法币，亦十元作八元发给；动员商人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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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物价分成两种，即抗币与好法币一种，次号法币 
一 种；公私债务，一律以还好法币为原则，次号者 

八折计算；机关部队人员为公家购买公用物品须 

要发票，发票按好法币计算；各县按票面十足收进 

的次号法币，限九月底将数字报财经处。 

3．1943年 9月盐城县委通知。针对敌伪滥 

发，伪币大量流人根据地，攫取物资；商人拒绝使 

用法币，部队及工作人员生活困难的现状，盐城县 

政府提出应对之策：禁绝伪币；边区收伪币对折使 

用，并立即变成物资，鼓励人民以物资缴纳，税局、 

各分派所应尽量收布匹或子弹；缴纳土地税、公粮 

代金税等均应以十足通用的新法币为标准。 

4．1943年 l0月 17日盐城县政府紧急通知。 

由于法币分等使用后，汉奸造谣，奸商破坏，法币 

难以流通，十足法币只够八折使用，政府要求今后 

各种税收尽量收抗币，法币则要求崭新；规定十足 

与八折法币标准；以前收的法币限五日内上缴。 

5．1943年 l0月 17日盐城县政府指示。针 

对商人持法币至敌占区购货困难，因此不愿收法 

币；法币分等使用，盐城地区法币成色较其他地区 

低，物价低，商人带货回来不赚钱；伪币跌价等现 

实，县政府要求政府和税收机关各项收入主要收 

抗币，其次是法币；靠近敌占区，则主要收抗币，其 

次是伪币；机关部队工作人员经费一律发给抗币， 

后法币分等收受，旧法币上缴政府；提高法币十足 

与八折标准；以货易货；伪币一元值法币六七角。 

6．1943年 11月8日盐城县政府通知。因为 

破旧法币及小钢版泛滥，商民争用抗币，法币信用 

降低。通知要求：一切收人以抗币为主，收少量十 

足法币；税所不准再收八折法币；六、五区先行停 

收八折法币；十足法币标准提高；一切市价以抗 

币、_卜足法币为标准；伪币票面市价打七五折左 

右，以默认方式表示，不公开宣传。 

7．1943年 12月21日盐阜区行政公署通知。 

针对法币分等使用，执行上的偏差，仅小钢版一种 

法币十足通用；小钢版法币进入盐阜区后，出路 

小；民间已八折使用小钢版的现状，通知要求：政 

府收人小钢版时，一律八折计算，公库经费支出亦 

同；库存小钢版改为八折法币；贸易管理，货货交 

易；中心地区查缉伪币，如有发现，没收。 

8．1944年 2月 26日盐城县政府训令。在旧 

公粮突击征收及陈账结清的特殊形势下，县政府 

作出指示：小钢版拒收；法币分等收受；征收代金， 

边区抗 、法币困难，准收一部分伪币，破烂伪币不 

再收。 

9．1944年 2月 29日盐阜区行政公署通令。 

针对法币惊人巨额发行，本区法币购买力不断下 

跌的情况，行署调整政策：去年 7月 30日规定六 

种法币可准通用，今除小钢版外，其余五种以后一 

律停用，征收机关不准收进；新小青龙停用；拒用 

新法币，新法币一律拒收，并须口头通知老百姓亦 

勿使用。 

10．1944年4月盐城县政府通知。在法币充 

斥、伪币涌入、物价倍涨的形势下，县政府先传达 

行政公署的五条规定：破旧法币一律拒收，仅崭新 

法币可以通行；民国26年后法币、小青龙票禁用； 

中国银行大小白糖票及中国银行民国 3年 lO元 

票尽可能拒收；小钢版一般不收，盐城拒收；伪币、 

法币 10比抗币 1．5。后要求：盐城一般不收法 

币；提高伪币成色；大冈税务分局特许收一部分苏 

中抗币；税务收入改以抗币为单位，如交伪币、法 

币，加成收受；分局以上簿记、经临各费账面，仍暂 

以法币为单位；以前收的十足法币、伪币、抗币上 

交金库。 

11．1944年6月 4日盐阜区行政公署通令。 

针对老版新法币涌入，小钢版外流的现状，行署通 

令规定：废除其他新法币与小钢版法币之区别，法 

币 1O比抗币 1元；本区以后仅准流通六种法币； 

伪币禁流通，没收，出具收据；对民间金融习惯改 

变不大，不必出布告，各县局各税所召集商民开会 

传达。 

12．1944年 6月 17日盐阜区行政公署通令。 

在新抗币发行、第二战场开辟的形势下，行署通 

令：自7月 1日起，凡政府收支及账目，以及税额， 

按规定，将老抗币改为新抗币；伪币加紧排斥没 

收；盐城、盐东及射阳，逐渐加以排斥，射阳、盐东 

税收不准收伪币，盐城酌量收进，贬低伪币对抗币 

之比价。 

除此之外，《盐阜银行史》也收录了不少盐阜 

区行政公署的珍贵文献资料。在用这些资料之 

前，有必要把两处瑕疵指出来。当时盐阜区行政 

公署发文时往往只有“月、日”，而没有“年”，读者 

需要根据内容来判断具体“年”。笔者在阅读此书 

过程中发现两处年份错误，特指出，以免以讹传讹。 

①盐阜区行政公署发的关于小钢版法币八折 

使用的通知 J9 。从上可知，我馆馆藏也有这则 

通知。(文物7)书上时间定为 1944年 l2月 21 

日，应改为1943年 12月21日。理由是根据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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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月盐阜区行政公署布告内容 ，小钢版法 

币自1944年 12月 1日起停用，也就不存在同年 

的 12月21日再八折使用的问题。 

②盐阜区行政公署通令(摘录) 。。书上时 

间定为 1943年6月 17日，应改为 1944年6月 17 

日。从上可知，我馆馆藏有这件文献 的全文。 

(文物 12)从文中看出，这则通令发布背景之一是 

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而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是 

在 1944年。 

二、盐阜区货币斗争之我见 

抗 日战争时期，国家分裂，货币混乱。在新四 

军与八路军进驻以前，盐阜区主要是国民党的势 

力范围，这决定了法币的先人为主地位。1941年 

12月，日本占领上海公共租界，没收中外各大银 

行。法币失去了它的兑换机关。1942年 6月，汪 

伪宣布废除法币和禁用法币，并发行中储券。在 

抗币这一后起之秀还没站稳脚跟时，根据地的商 

品交换主要依靠法币。从上可知，盐城就规定物 

价、粮价以法币为标准。(文物 1)抗 日民主政府 

跟日伪货币斗争的焦点也是法币。盐阜区行政公 

署执行的货币斗争政策是限用法币，抵制伪币，扶 

持抗币。 

1．关于法币 

重庆国民政府滥发法币，通货膨胀，法币贬 

值，法币在人们心目中的信用不断降低。对此，盐 

阜区行政公署立足现实，从一开始支持法币，后随 

着形势发展及时调整对策。 
一 是关于法币分等使用问题，即从品相上限 

用法币。早在 1943年 5月，盐阜区行政公署布 

告，凡“号码齐全、版纹清晰、不破不补”的中、中、 

交法币，皆可流通市面。这一布告事实证明“不 

够策略”，法币的泛滥，物价飞涨。1943年 9月 5 

日盐阜区行政公署号召，全区统一意志，合力解决 

法币分等使用中的一切疑难。(文物 2)同时贴出 

布告规定，即“不缺口、不毛边、不剪边、不油污、 

不洗刷”的中、中、交法币按票面十足流通，5月布 

告中的法币则降为八折使用|3 J8’。这一布告因标 

准不好把握，在执行上存在一定难度，民间较多纠 

纷。以盐城为例，盐城地区法币成色较其他地区 

低，部队及工作人员拿八折的法币要商人十足收 

受等，盐城县政府只能通过提高十足法币的标准， 

崭新的才能十足通用，行署 9月布告中十足通用 

的法币降为八折使用。(文物5)20多天后，盐城 

县政府重新规定，“税所不准再收八折法币”、“一 

切市价以抗币、十足法币为标准”。(文物 6) 

二是关于法币限品种流通问题。从上可知， 

1943年 7月 30日行署规定六种法币可准通用， 

分别为中央银行民国二十六年五元、拾元券；中央 

银行民国三十年拾元券；中国银行民国二十九年 

五元、拾元券以及小钢版。1944年 2月 29日行 

署通令规定 ，除小钢版外，其余五种以后一律停 

用。还规定，新小青龙停用，新法币一律拒收。 

(文物 9)1944年 4月，行署规定五条，仅崭新法 

币可以通行；民国26年后法币、小青龙票禁用；中 

国银行大小白糖票及中国银行民国3年 l0元票 

尽可能拒收；小钢版一般不收，盐城拒收。(文物 

10)1944年6月4日，行署规定，只许流通六种法 

币，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小钢版；小青龙；德纳罗印 

钞公司制的中央银行廿五 年版五元券、拾元券；华 

德路公司制的中央银行廿五年版五元券、拾元券。 

小钢版法币不再打折使用。(文物 11)1944年 5 

月 10 Et，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各地区应在一年 

以后做到停用法币 J3储。11944年 9月 15 t3行署 

规定停用六种法币的顺序 。1944年 12月 1 

日起，小钢版法币停用 。 

三是不断抬高盐阜币与法币的比率。1942 

年规定 1：5，1944年先规定 1．5：1O，(文物 10)再 

改为 1：10，(文物 11)至于新发行的盐阜币与法 

币的比值则为 1：50。 

正是通过以上有力措施，法币昔 日的国币地 

位已不再存在，法币在盐阜根据地人民心目中的 

信用不断降低，直至淡出人们的视野。重庆国民 

政府严重扭曲金融业的发展，最终搬起石头砸了 

自己的脚。 

2．关于伪币 

伪币指汪伪政权所发：行的中储票。盐阜区行 

政公署对伪币在中心区是禁绝的。但考虑到一些 

边区、游击区如盐城、射阳、盐东人民的实际困难， 

则实行逐步排斥没收。以盐城为例，从上可知， 

1943年9月，盐城伪币对折使用。(文物 3)1943 

年 lO月，伪币一元值法币：六七角。(文物 5)1943 

年 I1月伪币票面市价再打七五折左右。(文物 

6)1944年2月，破烂伪币 收。(文物8)1944年 

4月伪币 l0元兑换抗币 1元 5角。并提高伪币 

的成色，凡缺角、毛边、油污、号码不齐、水纹不请 

的伪币不收，木版的十元票不收，红色的五元票不 

收，五百元、一千元的伪币禁收。(文物 l0)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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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月 17日，射阳、盐东税收不准收伪币，盐城酌 

量收进，但行署通令中要求盐城随时贬低伪币对 

抗币的比价。(文物 l2) 

如果说，盐阜区行政公署对法币还留有余地， 

政策存在变化和调整；对伪币在中心区自始至终 

是坚决的和一贯的；只是在一些特殊边区，考虑当 

地居民的实际困难和工作方便，采取的是循序渐 

进的政策。因为汪伪政权是 Et本帝国主义在中国 

扶植的政权，任何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都不会认可， 

因此汪伪政权发行的货币在抗13根据地中心区寸 

步难行，也在意料之中。 

3．关于货货交易 

抗战时期的货币斗争是复杂和残酷的，为了 

减少法币和伪币的涌人对根据地经济的破坏，为 

避免货币贬值而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抗 日民主政 

府还提倡一种古老的交易形式——货货交易。 

1942年 3月，盐城县货物税管理局成立，该局税 

收掌握的原则之一，即在根据地采购出口的物资， 

要按照“以货易货”的原则，限期带回所需要的等 

价物资 J。从上可知，在抵制伪币时，盐城县政 

府要求将伪币立即设法变成物资，较大数目的收 

入，鼓励人民以物资缴纳，税局、各分派所应尽量 

收布匹或子弹。(文物3)准许商人买粮至敌伪区 

换货，但必须切实登记商店之资本，依其资本及营 

业情形，限制运粮出口的数量，此项粮食不收税， 

只缴纳保证金，保证不带伪币进 口，换货 回来。 

(文物5)盐阜区则成立贸易管理局和东坎、益林、 

钦工三个分局，会同各地税务局，严格管理货物进 

出口[3]110。除食盐外，凡油类、大豆、豆饼、棉花、帮 

猪等物出口时，应取输进同样价格货物之保证，并 

严格检查执行，以免法币继续大量流入。(文物7) 

货货交易是盐阜区抗日根据地政府对外贸易 

采取的权宜之计。它有效遏制了法币、伪币大量 

流人抗日根据地，攫取根据地的物资，避免物价飞 

涨，金融混乱。事实证明不失为一种有效、安全的 

辅助方法。 

4．关于盐阜币 

1942年 1月 5日，中共 中央财政经济部在 

《关于法币贬值各根据地应采取的对策的指示》 

中要求华中各根据地尽快建立银行，发行边币 

(后来一般习称抗币) j 。1942年 2月，刘少奇 

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明确今后的九个任 

务 ，其中在第六个任务中提出“尽可能发行纸币， 

以抵制伪币及敌伪对法币的操纵。”【1j】”1942年 4 

月 10日，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盐阜银行在阜宁 

陈集岔头成立，并成功发行抗币。在枪林弹雨的 

战争年代，政局不稳，老百姓尤其是商人对新政权 

发行的货币有抵触和不信任是正常现象。如 

1943年2月，敌人集结 20000余兵力对盐阜区发 

动第二次“大扫荡”，盐阜区出现以抗币兑换法币 

热，在兑换过程中，抗币价格几乎跌落一半。随着 

盐阜区“反扫荡”的胜利，共产党人的宣传攻势， 

再加上盐阜币不搞财政发行，发行量很小，商民对 

抗日民主政府的信任与日俱增，民间一度出现争 

用抗币的现象。假盐阜票的出现，从侧面反映了 

盐阜币有利可图，以及受欢迎的程度。 

盐阜币成功流通主要经历四个阶段：(1)盐 

阜区行政公署主要通过发放贷款，把第一批盐阜 

币推广出去。(2)逐步确定盐阜币的参与结算地 

位。以边区盐城为例，各种税收尽量收抗币(文 

物4)；政府和税收机关各项收入主要收抗币(文 

物 5)；税务收入改以抗币为单位(文物 1O)。(3) 

1944年 3月 25日，盐阜币成为盐阜区的法定通 

货 J8。。(4)1944年6月，盐阜币成为苏北军区之 

法定本位币[319o。到抗战胜利时，苏中、淮南、淮 

北等地方币较我盐阜币价值要低，商人中出现将 

华中币压低币价，夺取盐阜币的现象。曾与盐阜 

人民并肩战斗的共和国上将黄克诚同志说过， 

“盐阜币是全国根据地中币值最高的”【3J2。1945 

年9月 5日，苏北区党委、苏北行委会紧急通知中 

决定“服从整个华中货币政策，”将盐阜币贬值使 

用[3197。可以说盐阜币成功发行和流通在盐阜地 

区是史无前例的，也是值得盐阜后来人 自豪的一 

段光辉历史。 

综上所述，金融是维护政权的重要工具，健 

全、强大的金融是维护政权的重要保障。共产党 

人审时度势在各根据地所采用的独立自主的金融 

发展政策，使抗 日根据地的金融业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从弱到强，避免了依附和退让所带来的被动 

和挨打；谨慎的货币发行政策，避免了通货膨胀的 

发生，维护了当地居民的利益，为抗日民主政府赢 

得了良好的口碑，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 

坚实的群众基础和区域性的经济保障。同时，盐 

阜区作为华中敌后抗 Ft根据地之一，根据地的开 

辟时间相对较迟，敌伪顽的势力较根深蒂固；同时 

盐阜区是重要的产盐区，它在贸易上是出超的，出 

超以棉、盐为大宗，盐是向西运的，西边无适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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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与盐交换，带来的都是法币 ，这些都决定了 

盐阜区货币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与全国同时 

期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比较，其个性也是明显的， 

如法币分等使用、法币限品种使用、伪币限品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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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Yanfu Zone Currency Struggle from the 

Collections of Cultural Relics 

WHANG Hong—hua 

(Archaeological Office，Yaneheng Museum，Yancheng Jiangsu 224002，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Yanfu District fought fiercely against the puppet in political，military and economic 

fields．There were complex struggles existing in economic fields and in financial sectors．At that time，the currency included legal 

tender coins，coins and resistance coins．The struggle among the three coins was very complicated．The Anti—Japanese Govern- 

ment considered the situation and took a stand on its own financial development policies i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spects against 

the Puppet Government and laid a solid economic~undation for winning the final victory of the An ti·一Japanese War．The curren— 

cy struggle of Yanfu Area was analyzed from the angle of cultural relics collecting，thus new materials were added to a comprehen- 

sive study on the Anti—Japanese War of all the financi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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