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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銀兩作價，以雷阿爾支付——試
論古代澳門貨幣體系之構成

黎高略*

一、引言

1557年，葡萄牙人正式定居於澳門，當時，澳門還是珠江三角洲

地區一蕞爾之地。中葡非正式接觸50年後，澳門迅速成為一配備港口

的小城，擔任了葡萄牙在太平洋貿易的不同網絡，尤其是葡中貿易和

葡日貿易的中心環節。不久，馬六甲便退居到了次要地位，這個地區

是葡萄牙人第一次接觸海外華人的地方，並從此派出了商業和外交探

索的使團，建立了中葡關係，這在人類歷史上為一寶貴貢獻。

中葡關係開創了一種有價值的商業活動，從一開始，便意味著需

要使用大量貨幣或貴金屬，如白銀，因為葡萄牙人常用的“以物易

物” 1僅限於較低的經濟發展領域，而與中華帝國通行的做法不相吻

合。從巨大的價值或貿易量而言，是一種非常有限的做法。如欲分析

葡萄牙人定居起第一個世紀的貨幣，我們認為必須重讀兩部重要的手

稿，其寫作日期接近於本研究的起始時期，再來審視一下為我們的研

究課題所提供的信息。

於是我們先來看看《東方簡志》2，其作者為托梅•皮雷斯，約於

1515年成稿，反映了葡萄牙人在馬六甲逗留的情況，覆蓋了與中國的

* 經濟學家（波爾圖大學，1980年），葡萄牙—亞洲研究（歷史類）碩士（澳門大學，

1995）。

1. 以物易物是最先進的直接交換。它採用商品 —貨幣支付，即在不存在金屬貨幣的市場

上，某些貨物具有紙幣的功能，用來定價或支付。這種制度在南洋和非洲的一些地區

經常使用。據信，貨幣的缺乏反映了一種較低的經濟發展，因為鑄幣的前提是掌握多

樣的知識，除了冶金外，還要掌握重量和度量體系、開採金屬能力或出口商品換得金

屬的能力、中央行政及法律制度等。

2. 羅瑞洛：《托梅．皮雷斯的東方簡志的里斯本手稿》，里斯本，東方葡萄牙學會，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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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接觸，其次，再來看看曾德昭寫作的《大中國志》 3，其初稿約

完成於1637年，此手稿距澳門可以預測的衰落不遠。這是由1639年澳

門與日本貿易的中止所造成的，而在1641年，由於馬六甲被荷蘭人佔

領，因此加劇了這種情況。

兩部著作之間相距120年，從數次葡萄牙人來華經商和探索之行，

到日本週期的結束，其中還有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定居，澳門的建設和

被提升至大區和市一級，設立主教和聖保羅總院，還包括菲利普王朝

對葡萄牙近80年的統治。儘管這兩部手稿是葡萄牙在東史學的代表性

著作，但它們的注意力未集中在貨幣上。

第一部著作使用的主要貨幣是十字錢和文藤4，這兩種葡萄牙貨幣

聞名遐邇；而第二部著作在涉及小額時，使用賽提。5數額大時，則大

量採用埃斯庫多，但曾德昭未提及這些貨幣與銀兩的比值。如果埃斯

庫多是西班牙或米蘭的貨幣，是有可能的，因為作者於1642年在羅馬

對著作的手稿進行了修訂，並翻譯成意大利文，再於1643年在意大利

刊印。6因為米蘭的埃斯庫多為一銀幣，相當於8雷阿爾銀幣，所以容

易產生誤解與猜測，原因是米蘭成為了菲利普帝國的城市，但西班牙

埃斯庫多是在1642年鑄造的，為一金幣，相當於16雷阿爾（或兩個8

雷阿爾銀幣）。

3. 曾德昭：《大中國志》，高美士從意大利文翻譯，澳門，教育暨青年局及澳門基金

會，1994年。　

4. 這是兩種葡萄牙硬幣。當時，第一種為金幣，約價值2歐洲杜卡多，第二種為銀幣，約

價值20葡萄牙雷阿爾。當時尚未大量出口西班牙硬幣，所以在此手稿中，未涉及西班

牙圓。葡萄牙民間以此名稱呼8雷阿爾。　

5. 葡萄牙第二個王朝期間，所鑄造的小銅幣，供內部使用和大量出口，尤其是出口葡屬

印度。在葡屬印度，銅的價格通常更好，而在中國，銅價較之白銀，價格較低。賽提

的重量及其價值變化很大。隨著時間的推移，失去了重量。作者提到1.5賽提相當於1
西班牙馬拉維迪。大致上，從重量來看，當時其內在價值可以假定為約半兩。在葡萄

牙第四王朝期間，鑄造了金埃斯庫多。在第二王朝期間，僅僅鑄造了唐杜阿爾特的半

個埃斯庫多。金幣不再流通，所以曾德昭未有涉及。　

6. 這是一本在此方面最有價值的書，但有矛盾。只有對照意大利版，西班牙語版和高美

士的葡萄牙語譯文，我們才可以看到是否有遺漏或省略甚麼。特別要強調這一事實，

因為作者刻意不談經濟方面的問題。在價格和貨幣問題上，與其他書大同小異。不過

其他問題著墨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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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亦可以理解，由於主要的史料對這個問題語焉不詳，研究古

代澳門7的歷史學家亦鮮有提及。不過要考慮到的是，因為國家利益，

許多古書往往進行自我審查，而不是發布所有的章節。但第二部著作

是在恢復獨立後不久出版的，尤其是我們考慮到，伊比利亞聯盟破滅

後，面對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間的衝突，耶穌會面臨微妙的立場，這一

事實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著作的意大利語版？8

本文試圖將重點放在我們稱之為古代澳門貨幣制度的起源與鞏固

問題上，將利用跨學科和多種不同的分散信息，來對一些事件做出一

個合理的解釋，並填補一些目前存在的空白，亦試圖分析和解釋全球

貨幣和金融的變化對澳門所產生的影響。也就是說，在澳門出現和存

在的第一個世紀中，全球貨幣與金融體系發生了一系列並行的變化。

葡萄牙人定居中國的目的是獲取中國商品的特權，鑑於規範此種

貿易的規則，在主要的賣方市場――廣州便以銀兩定價。在廣州市場

上，出售商品換來了銀兩，以銀圓或銀錠交付，然後將其熔化，以確

定純銀的重量。在對廣州的初期遠航中，在馬六甲的海外華人的建議

下，葡萄牙商人將蘇門答臘的胡椒運至廣州出售，而在後來90多年的

葡日貿易中（1549至1649年），經營的是大量日本銀條。

直至1549年，在與日本的常規貿易之前，很少部分的支付是以銀

幣進行的，例如，一艘裝滿胡椒的船舶的收入不夠支付葡萄牙商人想

購買的中國商品的款項。中國亦出口許多奢侈品，如絲綢，這些商品

每噸的附加值遠遠超過進口的商品。

葡萄牙商人在廣州支付的銀幣，起初大多是葡萄牙的，後大多以

西班牙的為主。事實上，將西班牙銀幣熔鑄成葡萄牙銀幣是件荒唐

事。而且在廣州，所有的銀幣將被回爐成有預定成色的銀錠，它與貨

幣的成色不同。在廣州，銀幣所代表的是其內在價值，即所含純銀的

重量。那時，常常是熔融後，才確定純銀的重量。還有一種辦法，兌

7. 以此名稱香港成立前的澳門，其發展模式、社會及與中國的關係與後來說採用的非常

不同。　

8.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有些參考著作省略了章節。這與出版日期或地點有關。許多在國

外出版的版本根據的是（未完）手稿副本，所以可能包含更多或更少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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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商可以用其他方法來測定成色，而不是用靠對銀幣的視覺觀察。應

該記住的是，銀幣總重量乘以成色便可得出銀幣的純銀重量。

這樣，我們對此文的標題才會有更深的理解。在澳門的初期，商

品以銀兩作價，葡萄牙商人則支付銀雷阿爾。最初是葡萄牙的銀雷阿

爾，後漸漸改用西班牙銀雷阿爾，這是因為西班牙人對新世界的白銀

進行了開採。這一開採使世界銀產量至少增加了一倍。更多的情況

是，儘管比值有所不同，在這兩個伊比利亞國家盛行雷阿爾，其複數

形式為雷伊斯。在16世紀後期，只在葡萄牙使用。

的確，西班牙銀幣成為了澳門貨幣體系中的第三個元素，因為它可

以兌換成其他兩種創始貨幣（銀兩和葡萄牙雷阿爾），所以使澳門貨幣

體系具有了多種優點，如更加有形、交流速度更快和更容易兌換。

西班牙銀幣的質量上乘，成色均勻，也可以與銀兩掛鉤。這便是

8雷阿爾銀幣。在葡萄牙文獻中，稱作西班牙銀幣。在《東方簡志》

中未涉及澳門圓（或8雷阿爾銀幣）。但這亦可以理解，因為在1515

年，西班牙貨幣尚未大量湧入葡萄牙。大量貴金屬抵達西班牙那是在

1521年，打敗了阿茲台克人，佔領了墨西哥後開始的。

而曾德昭的《大中國志》向歐洲精英介紹良好的中國，產生了巨

大影響，但他並未提及西班牙銀幣。這一事實很奇怪，因為據我們成

稿於1637年所使用的再版，還是在兩個王朝合併期間。當時，澳門充

斥此種西班牙銀幣，尤其在新世界鑄造的那種，因為馬尼拉—阿卡普

爾科貿易也反映到了澳門—馬尼拉貿易中。

我們覺得此事有點蹊蹺，於是查閱了其他同時代的文件，而值得

一提的是《澳門檔案》中刊登的瑪訥撒爾達聶使團的開支報告證明，

澳門的貨幣是三足鼎立。人們接受澳門圓，它通用了起來，從1667

年起被視為正式貨幣。這一葡萄牙遣華使團的帳單是受到葡屬印度總

督監督的，報告被送到了澳門。先將葡屬印度的貨幣轉換成西班牙銀

幣，然後再折合成銀兩，可以感知到存在此種三角關係及西班牙銀幣

在澳門貨幣體系中的核心作用。這一事實是一明證，只是需要確認從

何時起開始普及這一體系？首批西班牙雷阿爾何時來到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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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尼拉成立前或馬尼拉—阿卡普爾科航行初期，澳門所使用的

西班牙雷阿爾得到接受的程度如何？正是馬尼拉—阿卡普爾科之間的

航行顯著地增加了新世界的白銀在亞洲，尤其是中國的輸入。這並不

奇怪，嚴格來說，不涉及澳門的歷史演變。這是一個澳門對人類進化

的貢獻問題，澳門應該了解並為這些貢獻感到自豪。一般認為，漢語

史料的研究，同時要仔細比勘歐洲文獻，最終將給予這些和其他問題

以合理的答案。

二、澳門16世紀的貨幣

首先，要澄清這種情況，然後要承認銀兩為澳門最早的貨幣。在

這個意義上，無論是從經濟，還是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它是澳門最古

老的貨幣單位似乎是毋庸置疑的。這一情況與地理形勢，甚至與澳門

半島的歷史有關。在葡萄牙人定居澳門許久以前，銀兩便是官方貨

幣，因為這個地區早已融入中華帝國的版圖。而隨著葡萄牙人的定

居，幾乎同時和自動出現了葡萄牙雷阿爾，因為它是葡萄牙和葡屬印

度的貨幣單位9，而澳門在管理方面則隸屬於葡萄牙政府。

從實際運作的角度來看，無論是銀兩，還是葡萄牙雷阿爾，均不

是貨幣，而是貨幣單位或想像的貨幣。也就是說，只擔任鑄造的硬幣

或發行的紙幣價值的標準。在實際應用中，流通的是與雷阿爾或銀兩

掛鉤的銀幣或銀錠，換言之，代表了參照係數的一部分或幾部分。

如果一個銀幣的價值超過了一天的工資，有時甚至超過了一個月

的工資，必須流通價值極其低下的貨幣，即所謂的交換貨幣，來為日

常的交易服務。通常是銅質或各種合金的。當時在中國流通的是銅

板，大約相當於在葡萄牙流通的賽提。在古代中國也流通貝殼，其價

值還低，所以有一種至今仍然存在，雖然很少被提及的第三種次單

位，其值相當於十分之一的銅板。因其價值太低，所以不鑄造這個面

值的硬幣。

9. 《葡屬印度1571年預算案》，紀念葡萄牙發現全國委員會及達米昂．德．戈伊斯研究

中心，阿奧圖爾．特奧多羅．馬托斯主編及作序，里斯本，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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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貨幣通常反映了其鑄造或發行的歷史時期，還反

映了經濟狀況、國際關係、獲得貴金屬的便利、科技的發展及實行的

經濟政策。澳門不能在這些因素之外，因這些因素勢必反映在經濟和

金融政策的選擇中，所以還應考慮到並分析所發生的演變。隨著澳門

的發展和經濟關係的密切，擁有貴金屬的硬幣變得更加迫切，因為中

國不鑄造貨幣。在葡萄牙鑄造銀幣的值通常小於五分之一兩。 10只有

金幣才值錢，但黃金在中國市場的價值卻被嚴重低估。

根據葡萄牙在東方重鎮的傳統和澳門在葡屬印度的政治及行政地

位，澳門有建立一所類似馬六甲的貨幣鑄造局，有鑄造自己的銀幣的

自主權。11奇怪的是，澳門僅在1952年，即所謂的葡萄牙人定居395年

後，才鑄造了貨幣。中國於1935年放棄了銀本位，因而此次鑄造的價

值喪盡。情況是，中華帝國不承認我們聲稱的這一政治—行政地位。

中國唯一認可的是由皇帝授予的種種便利，他是澳門所有土地的主

人，這一佔主導地位大國的立場也提出了鑄幣合法性的問題及其可能

為皇帝所接受的問題。仍然可以提出一些諸如鑄造量、成色、反面和

正面的圖像等等的限制。但這可能會極大地限制該貨幣的效率，包括

境外的流通和其他市場的認可。

稍後我們將看到，還有其他一些因素阻礙了當地鑄造銀幣，如因

葡萄牙本國鑄造貨幣不當或不可能而導致的輸入需要。正是在這種背

景下，出現了西班牙銀幣，或者說，在競爭的氣氛中，在廣州出現了

來自不同產地的銀幣。西班牙銀幣以其優質勝出，得到了兌換商和商

家的認可，它們個頭很大，容易獲得和識別，所以8雷阿爾銀幣成為了

貨幣體系的第三個元素，讓澳門在300年間，有一個穩定、現代化、適

當、創新和獨特的貨幣體系，因為它不同於當時承認的其他體系，特

別是葡萄牙或西班牙帝國的體系。

10. 我們將在後談到，當時在葡屬印度，鑄造價值更高的銀幣。

11. 除了來源於馬六甲蘇丹國貨幣體系的貨幣外，也鑄造了高值的貨幣，如白雷阿爾或稱

馬拉克斯及半白雷阿爾。第一種價值10堂加拉里林。第二種價值5堂加拉里林。當時

分別是720和360葡萄牙雷阿爾。所以這最後一種也被稱為十字錢。這些硬幣質量上

乘，具有11迪內羅的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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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雷阿爾銀幣，在西班牙亦稱比索（重量為8雷阿爾），但葡萄牙

商人稱其為西班牙銀幣。12此種貨幣從15世紀後期的天主教君主時期開

始鑄造，但其大量鑄造開始於對新世界的開發之初。1545年，世界上

最大的銀礦在玻利維亞的波托西，當時在西班牙總督的治理下，總部

設在秘魯的首都利馬，亦是一個  大的銀幣鑄造中心。先在墨西哥鑄造

了類似8雷阿爾銀幣的貨幣，後在秘魯，接著在新世界的其他幾個地方

也鑄造過。在新大陸，被稱為比索。鑄造量每年達數以百萬計，出口

到西班牙，然後再在世界各地流通，大大促進了世界貿易和世界經濟

的貨幣化。因此，澳門有大量白銀湧入歐洲週期的初期。這個週期開

始於澳門成立之前約35年，它以佔領墨西哥為始，佔領秘魯後，又有

了長足的發展。在澳門開埠前12年，波托西銀礦的開採達到了高潮。

葡萄牙與西班牙為鄰，從來即是對手，又是盟友。 13白銀的湧入

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西班牙從葡萄牙的進口，尤其是香料

有了顯著增加。塞維利亞成為了香料入口的主要市場，既然葡萄牙處

於貿易平衡順差的地位，數以萬計的銀幣開始流向里斯本。在那裡，

它們被回爐或用於外貿，主要是海外貿易。情況是，在16世紀下半葉

初，唐若昂三世國王的妻子唐娜卡塔利娜王后，就是後來的攝政王唐

塞巴斯蒂的外祖母，為了扭轉唐若昂三世國王時期遭遇的金融危機的

國家財政情況，宣布西班牙雷阿爾的流通合法化。這一情況造成了西

班牙雷阿爾在葡萄牙貨幣流通中的份量。

澳門的形成正逢於葡萄牙宣布西班牙銀雷阿爾合法化時期。後來

澳門採用了此種貨幣，創建了一個三腳或三輪的貨幣體系：中國貨

幣、葡萄牙貨幣和國際貨幣。因此，澳門貨幣的三腳體系基於銀兩、

葡萄牙的雷阿爾和8雷阿爾銀幣。雖然8雷阿爾銀幣已經正式合法化，

但不是每個人都使用它，反而使用銀本位，通過葡萄牙雷阿爾，容易

進入葡屬印度的貨幣體系或兌換黃金和金幣。一直漂浮不定，銀子持

12. 西班牙雷阿爾誕生於天主教國王對西班牙貨幣的改革，約相當於3.4克。有1、2、4和

8雷阿爾。8雷阿爾也被稱為銀盎司，因為重量相近。　

13. 特別是在葡萄牙，因為約在唐塞巴斯蒂安去世的前百年，葡西關係更多是競爭，而非

敵意。幾乎總有一個葡萄牙血統的西班牙王后，或西班牙血統葡萄牙王后。在這兩個

國家瓜分待發現世界的探索時刻，婚姻外交確保了和平和方便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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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了幾十年，在16世紀最後25年，17世紀之初，出現了兩個葡萄牙的

盟友與合作夥伴――西班牙和日本，世界90%的白銀是他們提取的，

其中大部分用於購買中國商品。的確，新世界提取的白銀影響了16至

19世紀歷史的進程。也要注意到，在消費香料和絲綢的同時，白銀被

囤積或鑄成了貨幣，因此損耗小。其經濟與金融影響疊加，因為白銀

的損耗很小。白銀的庫存，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全球範圍內有了巨大

的增長。因此，在300年間，積累下來的白銀使許多經濟可以鑄錢，提

高其貨幣及金融體系的質量。

三、澳門從良性循環週期到生存——停滯                           
及多樣化週期

澳門這一飛地14，在首80年中，經濟、人口和城市快速增長。在

而後的10年裡，由於一組外部事件深深震撼了其經濟基礎和它的人

民，發展中止了。這些效應正好趕上明代的末期，因此可以說，改朝

換代後的清朝幫助在澳門開啟了一個新的週期，所謂的為生存而鬥爭

的週期。這一週期正好與葡萄牙的布拉干薩王朝重疊。此時，葡萄牙

政策頭幾十年所關注重點是大陸的防守，然後是巴西的發展，而太平

洋則成為了里斯本當局位於第三位的考慮。

儘管日本市場的封閉、中國當局設置的困難和其他西方列強在中

國市場和香料市場的競爭，虧得積累下來和交叉發揮作用的對葡萄牙

和中國的經驗及了解，澳門生存了下來。它的貨幣體系還起到了一種

吊鉤的作用，因為它不允許主要貨幣的貶值或崩潰，因此在澳門的第

二個週期內，太平洋逐漸跟隨澳門的腳步。8雷阿爾銀幣成為了這一

廣袤空間大部分地區的貨幣。要了解這第二個週期，必須認識到，在

澳門成立之前，葡萄牙在亞太地區的商業為馬六甲所控制。這個蘇丹

國於1511年由唐阿豐索．阿爾布爾克征服，此地是亞太和印度洋亞洲

14. 盎格魯——撒克遜文字中，使用這個詞，常常帶有貶義或惡意。當然，澳門為一飛

地，因為它完全被中國的領土所圍繞，但未被包圍，進出是自由的。佔領澳門的主要

威脅不是來自於中國，而是來自於荷蘭、英國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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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貿易的中介。澳門開埠後，對任務進行了劃分。澳門貿易的重點

是中國和日本。馬六甲開始注重香料貿易，但其影響力仍涉及廣大地

區：摩鹿加群島、爪哇、蘇門答臘、中南半島、婆羅洲、泰國、馬來

西亞和緬甸等，上述地方僅僅出口香料。

因此，直至馬六甲於1641年1月1日被荷蘭人攻陷前，澳城在葡屬

印度保持著巨大的經濟和戰略重要性。馬六甲的淪陷猶如一次地震的

震中，深深地動搖了葡萄牙人在太平洋的利益，反映了一系列全球權

力平衡深刻變化的起始，遠遠超出了荷蘭人在遠東的出現。因此，馬

六甲的淪陷對澳門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因為它是一個向果阿航

行的中繼站。更重要的是，從地理上來講，它是最接近澳門的據點。

在經濟方面，情況更糟糕，因為它僅距日本關閉葡萄牙貿易兩年，為

葡日貿易的利潤為葡中貿易提供了資金，馬六甲的淪落限制了廣州市

場需求很大的香料、檀香等商品的貿易。此外，還要考慮到伊比利亞

世界霸權的結束。雖然從無敵艦隊覆沒以來，呈下降趨勢，菲利普國

王還是設法保持了一定的尊嚴和一定的穩定性，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國

的合併則削弱了葡萄牙在葡屬印度各個據點的安全和經濟潛力。

在荷蘭人試圖主導國際貿易時，澳門  —馬尼拉這條軸線的結束，對

澳門構成了一個極大的打擊，但此種情況卻因馬尼拉的走私而得到了緩

解。在亞太各地擁有更大軍事和財政力量的荷蘭人站住了陣腳，並試圖

以荷蘭東印度公司控制貿易。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為英國東印度公

司所替代，這些情況造成了一個新的世界分工和歐洲列強在美洲的重大

投資，亦引起了重農主義、美國的獨立和工業革命。在風雲變換的17世

紀30年代和40年代，我們不得不提及明朝的消亡，葡萄牙人和耶穌會

士與明朝建立了一種積極的關係。因此在1645年，即在澳門開埠88年

後，澳門情形與曾德昭在1637年底的描述是大不相同的。

總而言之，在8年中，幾乎一切都變了，澳門失去了它最賺錢的

商業渠道：作為葡中貿易主要資金來源的對日貿易；葡萄牙—西班牙

合作亦中止了。在馬尼拉和澳門之間的互惠合作中止後，澳門深受其

害，面臨了荷蘭人的激烈競爭，或者說，是來自荷蘭的危險。還要指

出的是，一個新王朝的建立意味著要大大加強外交行動，以獲得新中

華帝國對現狀的承認，可財力已經耗盡。但是，在兩國合併期間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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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荷蘭吞併葡萄牙帝國的企圖仍在繼續，並未因伊比利亞聯盟的結

束而停止。對葡萄牙在南美、南部非洲，印度洋和太平洋領地的襲擊

和佔領時有發生或仍在繼續。因為葡萄牙的人力和物力資源有限，澳

門亦知道不要指望宗主國，因宗主國的人口遠遠未達2百萬，可它的帝

國分佈在3萬公里的海岸線上，還必須保衛與西班牙的邊界線。就這樣

開始了一個漫長的求存期，停滯不前，為求生存，出現了多種商品與

合作夥伴，形成一個跌宕起伏的時代。繼之是葡萄牙政府管治的88年

中，出現了一個長長的新經濟增長週期，其中經歷了一些困難時刻，

如第二次世界大戰。

從清代至中華民國這近267年中，澳門飽經滄桑，其中有些時期還

可細分，但有些東西是一成不變的，這就是西班牙銀幣。它保證了貨

幣和金融的穩定。因此，葡萄牙人開始在中國以葡萄牙銀幣 15支付，

貿易赤字必須以白銀或在廣州倒賣商品，主要是香料、檀香木及象牙

等來彌補。作為一種補充，從葡萄牙人在澳門定居起，開始從葡屬印

度發送來，還有充斥葡萄牙的西班牙銀幣。 16這些西班牙銀幣來自葡

萄牙在塞維利亞市場出售的香料。使用西班牙貨幣的原因是，由於通

常情況下，葡萄牙不鑄造重量大的銀幣，而鑄造一塊銀錠需要的量不

15. 16世紀下半葉在葡萄牙大陸鑄造的主要銀幣有：

 托斯藤價值100雷阿爾，重8.22克。半個托斯藤價值一半。

 文藤在唐塞巴斯蒂安時代，  價值20雷阿爾，是一個重1.32  克的小硬幣。半個文藤價值

一半。

 在葡屬印度的葡萄牙商站裡，也鑄造了數種銀幣，其匯率可能會在各地有所變化。從

穩定性和壽命來看，有帕爾德烏、謝拉芬、堂加拉里林。至於金幣，有聖多美帕爾

德烏，其價值為5謝拉芬。十字錢標價450雷阿爾。半個十字錢和馬拉克斯為750雷阿

爾。

 1559年，即在澳門曙光期，可以列出以下葡萄牙金幣：葡萄牙幣（5000雷阿爾），

十字錢（500雷阿爾），小十字錢（476雷阿爾），耶穌受難處——十字錢或山峰十字

錢（469雷阿爾），聖多美（1000雷阿爾）和聖文森特（1000雷阿爾）。這最後一枚

硬幣有“巧者”之稱，價值500雷阿爾，重量為3.83克，成色為千分之927。

 在菲利普一世期間，於1584年鑄造了葡萄牙硬幣，分別是4、2和1金十字錢，所有成

色均為221/8克拉，分別重15.95克、7.98克和3.99克，分別價值1600雷伊斯、800雷伊

斯和400雷伊斯。

 然而應當指出，重46.11克的葡萄牙幣消失了。這是在1499年為紀念到達印度鑄造

的。

16. 黎高略：“澳門圓的遺傳密碼”，《中國週》，2001年，里斯本，複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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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3澳門圓就達2兩多白銀了。某些西班牙銀幣質量很上乘，已經在

葡萄牙大陸部分獲准流通，尤其是在唐塞巴斯蒂安由他的祖母唐娜卡

塔利娜王后攝政期間 17，所以用西班牙雷阿爾和葡萄牙雷阿爾一起來

支付中國的發票。顯然，這兩種貨幣的匯合，在兩國合併後（1580

年）加劇了。此事發生在葡萄牙人獲准在澳門定居23年之後，顯然

由於受到馬尼拉—阿卡普爾科新航線帶來的銀幣的驅動，而且我們知

道，直到葡萄牙在日本貿易結束的1639年年底，日本的銀錠繼續是中

國銀子的主要來源。

從中日貿易結束開始，墨西哥銀幣？成為了中歐貿易融資的主要

來源。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了200多年。所以國際上亦公認西班牙對太

平洋國家的貨幣化和現代化起到了中樞作用，其中包括美國和中國。

在諸多經濟成份中，可以發覺中方很接受8雷阿爾銀幣，但在某些情況

下，開始檢查成色，所以不用熔化，開始大量使用或積累下來。這種

貨幣越來越重要，成為了澳門貨幣體系的第三個成份。它的採納看起

來很難，作起來卻很容易，使各方都得到了方便。

四、中國及葡萄牙貨幣化的歷史要素

我們再回溯一下，尋找歷史根源。需要提及的是，構成澳門的這

兩種文明具有很久的貨幣史，但歷史發展的軌跡卻有所不同。的確，

中國引入斧、刀、鑰匙、鋤頭等形狀的原始硬幣的時間約在澳城產生

的4000年前。一世紀後，便出現了紙幣。唐朝（公元618—907年）和

宋朝（公元960—1279年）尤為重要，但也爆發了與其相關聯的極度

通貨膨脹，這使得中華帝國放棄了紙幣，重返金屬貨幣。然而，在16
世紀中葉的澳門開埠初期，繼續停止鑄造貴金屬硬幣，只鑄造交換貨

幣，即著名的銅板。

17. 唐塞巴斯蒂安的祖母，唐若昂三世的寡婦，著名的西班牙查理一世（日耳曼民族神聖

羅馬帝國查理五世，後來成為西班牙菲利普二世和葡萄牙的菲利普一世的菲利普親王

的父親）的妹妹。唐娜卡塔利娜王后曾為唐塞巴斯蒂安攝政。當時，唐塞巴斯蒂安僅

3歲。她曾試圖通過與有新世界白銀的西班牙更緊密的關係，來提振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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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貨幣單位是銀兩，約重37.5克。18但是一方面不鑄造此重量

和價值的貨幣，另一方面又將兩以上的白銀和黃金熔化成錠。錠基本

上是價值的儲存。大多數付款是以銅板進行的，也會使用大米，有時

亦以其他商品貨幣來支付。只有在大型交易的情況下，才使用銀錠，

因為它的值大於一名勞動者的年均收入。

中國地域遼闊，差異巨大，銀產量的不足或地區間和暫時的不平

衡必然構成障礙。雖然以前在幾個古老的王國有過此種嘗試，還是促

成了決定不鑄造貴金屬貨幣。這項不鑄造硬幣的政策防止了貨幣的投

機，確保了價格的穩定，阻礙了交換，降低了貨幣流通的速度，阻止

了經濟的增長。這是中國長期處於低增長週期的因素之一，經濟實際

上只能伴隨人口的增長而增長。雖然貨幣單位是葡萄牙雷阿爾，但

當時在葡萄牙，它以金銀衡 19鑄造。這是一重量單位，廣泛在歐洲運

用。最初相當於羅馬磅重量的一半，但在歐洲範圍內，無統一的價

值。葡萄牙的金銀衡重229.5克，或約6.1兩白銀。應該說，是羅馬人

最先使葡萄牙經濟完成了貨幣化，或更確切地說，使西歐和地中海地

區的經濟完成了貨幣化，以前這是羅馬帝國的部分領土。懂得和使用

貨幣的習慣可追溯至天主教時代之前，是由希臘人傳輸的。約在公元

前700年，希臘首先在利迪亞鑄造了第一枚黃金幣，完成了貴金屬的貨

幣化。希臘將這方面的知識傳輸到了羅馬、近東和埃及。又傳到了印

度，然後又輸入了大致相當於地中海盆地的穆斯林國家的地理區域，

中東及其各自的古代帝國領土。葡萄牙貨幣及大多數歐洲國家的貨幣

18. 海關兩，用於對外貿易和與西方列強締結的國際條約。重37.783克，廣東兩重37.58
克。後因太平天國起義，上海採用了36.06克。參見黎高略在《澳門主題詞典》，澳

門，2011年中的有關詞條。

19. 這意味著，這些硬幣佔一個金銀衡的量。例如，當頒布鑄造一個新的硬幣時，每個金

銀衡鑄30，也即是說，這一貨幣所包含的貴金屬的淨重量為1/30金銀衡。例如，如果

成色為千分之800，硬幣的重量大於其貴金屬的重量25％（=x/0.800）。所以，最根

本的是，金銀衡除以每金銀衡規定鑄造的硬幣的數量。在危機時期，國王下令保持這

些硬幣的重量和法定價值，但降低了成色。這會減少比價或匯率。會把舊錢收集來融

化。新錢的貴金屬比例較低。剩餘的貴金屬進了國庫。這種操作被稱為“貨幣減少成

色”。它的濫用會引起通脹，使得貨幣失去信譽，所以是一種不得人心的機制。但在

不同的時間，是很常見的。在分析長時間段時，可以看到，這阻礙了一系列的價值和

國際比價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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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根源在這一希臘—羅馬的進化過程。即使是在蠻族和阿拉伯人

入侵的威脅下，亦未丟失。這多虧西羅馬帝國，即在公元800年加冕的

查理大帝領導下的日耳曼民族神聖羅馬帝國，它為希臘羅馬文化的復

興做出了貢獻。

在中世紀的歐洲以後，幾十個王國、公國、大公國和城邦鑄造了

貨幣，但養成了複製市場貨幣成功類型的習慣。這意味著，如果某種

金幣在威尼斯鑄造成功的話，大部分其他地區將鑄造類似重量和成色

的硬幣，這方便了交換和兌換及傳播了造幣技術，至14世紀，已居世

界領先的地位。

葡萄牙雷阿爾 20，根據金銀衡的重量定價，但又不與重量混淆，

也採取一種兩種金屬的複本位制。1509年，在唐曼努埃爾國王在位期

間，一銀金銀衡相當於2.340雷阿爾，一金金銀衡相當於25.800雷阿

爾。這意味著，在征服馬六甲時，一兩銀約相當於380雷阿爾，一兩

金相當於約4.200雷阿爾。當時，一克黃金的價值高於一克白銀。在葡

萄牙，黃金/白銀的比價約為11：1。21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白銀逐漸

失去了價值。從16世紀第二個二十五年起，由於西班牙美洲，即所謂

的新世界的大規模的生產，白銀的積累造成了衝擊。這促成了價格的

上漲。在歐洲，白銀對黃金的比價出現了一種緩慢，但顯著的下降。

這種貨幣體系的優點在於可以貶值貨幣，顯然這對例如靠收入生活的

人不具吸引力。此種情況發生於大多數國王可以以法令規定比價的國

家，例如一銀金銀衡開始價值100銀雷阿爾。

20. 1339年，提到了雷阿爾。那是在唐阿豐索四世時代，相當於840迪內羅，但第一個雷

阿爾硬幣出現是在唐費爾南多期間，相當於120雷阿爾。關於雷阿爾貨幣單位的規定

出現於1436年。每金銀衡白銀為700雷阿爾，每金銀衡黃金為7800雷阿爾。一直是葡

萄牙的貨幣單位。一百萬雷伊斯為1康托，等同於一千埃斯庫多。雷阿爾指的是金銀

衡（重量），一直用到1854年，都是兩種金屬的複本位制，後來採用了一種金屬的單

本位制。從那時起，一千雷伊斯不再與白銀掛鉤，其價值只有約1,625克黃金。

 15世紀，比價的浮動很大。在下行的情況下，提供最接近澳門成立時的數字最根本

的。例如，在1555年澳門開埠前夕，唐若昂三世規定每黃金金銀衡為30000雷伊斯，

為此黃金增值了16.55%，白銀的比價為2.600，即增加了4％。因此，兩種金屬之間的

比價從10.29上升至11.5。這是白銀充足的結果。

21. 在中國，這一價值低，因為白銀對黃金的比價要低得多。例如，在16世紀末，在中

國，黃金和白銀之間的比價是5.5到8，日本為10，莫臥爾帝國約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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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葡萄牙雷阿爾是以銀或金定價的，我們面臨一個兩種金屬的

複本位制。它自然需要對比價進行調整，例如，當這兩種貴金屬的比

較輸入量或輸出量發生持續的改變時。再說葡萄牙體系還允許鑄造大

量的兩種金屬的不同硬幣，其值是預先以雷阿爾確定和固定的。除了

鑄造所需的硬幣外，國王還下令鑄造一些貴金屬的硬幣，通常有紀

年，有君主的名字和徽記。往往是為了紀念某個軍事勝利或只是為了

名垂青史。這使得硬幣因可以長期留存，成為了具有重大歷史價值的

文物。

而在貨幣體系中，還有交換幣。通常是銅或合金質的。小面值的

硬幣通常不到1兩。在葡萄牙以外的許多國家，某些時候，貨幣體系給

了銅幣相當於貴金屬幣的地位，為它規定了比價。除了貶值外，該體

系還有其他弱點，可能會發生貨幣減少成色。經濟政策決定某種貨幣

成色的下降，也就是說，硬幣重量中貴金屬百分比的減少。通常情況

下收集某種貴金屬貨幣再融化，然後鑄造一種相似的新硬幣，但成色

低，這樣鑄幣局用剩餘的貴金屬可以鑄造更多的硬幣。而多餘的貨幣

就是成色降低後國庫的收入，可以用來資助戰爭或其他特殊的事情。

明顯地，鑄造更多的貨幣，可能危及物價的穩定和收益的真正價值。

最後，窮人的辦法有時是變造硬幣，即減少大小（直徑）或厚

度。大多數情況下，是摳下或磨下硬幣的邊緣。這樣做可以不太明顯

地從一塊硬幣獲取少量的重量和價值，這可以接受並繼續流通。在中

國貨幣體系中，重量單位為l兩。16兩為1斤，100斤為1擔，1兩等於10
錢，100分和1000文。這是一個十進位的體系，比歐洲的體系更容易

理解。銅板的價值是千分之一兩，即1文銀子，但不同的時期，變化很

大。在我們查閱過的文獻中，我們注意到1兩白銀在850—2200文之間

浮動，這可能還不是最高的記錄。

銅板的價值主要取決於國內生產的銅，其產量變化很大。此外，

銅具有許多用途，在生產稀缺的情況下，可將銅板融化，用於其他用

途，這是價格高漲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鑄造銅板並不是國家的

專利。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曾大量出口這種硬幣。中國周邊國家和貢國

（日本、朝鮮及越南等）經濟的貨幣化的第一步是通過中國大量出口的

銅板來實現的，為了鑄造硬幣，中國銅還大量出口到了印度。另外值得



673

一提的是，在中華帝國，國家及大地主的貨幣儲備是銀錠，較少使用金

錠，分為十、五十或以上兩的重量，葡萄牙人稱之為金元寶。

五、西班牙銀幣在中國貿易中的重要性

作為背景資料，我們要解釋8雷阿爾銀幣在中國貿易中的日益重

要性，這是理解澳門情況的關鍵。據吉列爾莫塞斯佩德斯．德．卡斯

蒂略在《第一種全球貨幣——8雷阿爾銀幣》一書中說，最重要的輸

出地是里斯本，因為它靠近塞維利亞，交通又便捷，里斯本和果阿之

間的流量蔓延到了所有的亞洲市場。從印度洋沿岸開始，到東南亞，

再到香料群島、日本和中國，擴散的基地是狹小的澳門。重要的是筆

者承認，雖然西班牙人稍晚於葡萄牙人抵達東方，但西班牙的查理一

世（更以日耳曼民族神聖羅馬帝國查理五世著稱）通過薩拉戈薩條

約 22，放棄了香料貿易，讓葡萄牙君主專營。

在1573年，第一艘馬尼拉大帆船抵達了阿卡普爾科，引發了澳門

的擔心。1580至1640年間，葡萄牙王室與西班牙王室的合併承擔了一

些擔憂。17世紀，我們目睹了通過荷蘭東印度公司，荷蘭的貿易活動

在逐步增長。荷蘭成為了歐洲在太平洋貿易的第一強國。在印尼、台

灣、斯里蘭卡、馬六甲等地經商。而後來在18世紀，領導亞洲與西方

貿易的是通過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英國。吉列爾莫．塞斯佩德斯．德．

卡斯蒂略的研究總結了一系列其他相對較新的研究，所以我們認為是

有用的。在此轉錄幾種貨幣的價值：“首先，歐洲向亞洲的海路出

口的總額，在16世紀末，達到了每年250萬雷阿爾銀幣。一個世紀以

後，達到了322萬雷阿爾銀幣。18世紀末期，工業革命開始時，已達到

了325萬雷阿爾銀幣。”在當時看來，這些數額是很有意義的，但在今

天看來則是低下的，因為平均而言，一年增長的速度略低於1.5%。外

貿的這種增長率，通常要比國內生產總值更加強勁。它表明工業革命

22. 經過長期談判後，唐若昂三世於1529年4月22日在薩拉戈薩簽署的條約。它確定了

1494年的托爾德西利亞斯條約的反子午線。它被設置於摩鹿加群島以東297.5里格

處。通過這個條約，由葡萄牙人發現的香料島嶼維持在葡萄牙人的管轄下，西班牙人

則獲得一大筆金錢補償（350,000金杜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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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由派革命前的年經濟增長很難超過1%。我們還要涉及長期的經濟

發展，其中不乏每年帶來重大變化的氣候變化。吉列爾莫．塞斯佩德

斯．德．卡斯蒂略還強調了與遠東貿易的巨大重要性。“遠東貿易從

在1600年的342萬雷阿爾銀幣增加到1780年的1071萬雷阿爾銀幣，吸

收了約60%歐洲向外輸出的白銀”，這反映在如下流動量總表中。

歐洲從亞洲進口的商品超過了出口，因此必須支付貴金屬。據估

計，所用的雷阿爾銀幣達數以百萬計，我們提出的這個總數為我們描

繪了歐洲白銀外流演變的全景，而歐洲白銀主要來自新世界。

表1 流動量總表（以百萬雷阿爾銀幣為單位）

出口路線 直至1600年 直至1700年 直至1780年

歐洲向中東國家 1,01 2,03 2,65

歐洲向波羅海國家 2,01 2,03 4,25

歐洲海路向遠東國家 1,42 4,57 8,71

新西班牙向菲律賓和中國 2 2 2

總計 6,46 10,63 17,61

資料來源：吉列爾莫．塞斯佩德斯．德．卡斯蒂略著《第一種全球貨幣—8雷

阿爾銀幣》。

應該指出，1780年是一個用來比較的好年份，因為它還未受到自

由派革命，拉美國家獨立和日益增大的對華出口鴉片的影響。很明顯

在16、17和18世紀，除了西班牙外，中華帝國最受益於拉美白銀，因

為直到鴉片戰爭，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貿易順差國。

六、結論

在作完歷史回顧後，我們不能不總結一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定

貨幣澳門圓的情況。近35年來，通過與港元掛鉤，澳門圓一直與美元

保持穩定，而與這些外幣的聯繫可以追溯到1977年，該年它停止了與

葡萄牙埃斯庫多的掛鉤。最早的澳門圓紙幣出現於1906年，但最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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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貨幣到1952年才開始鑄造和流通，然而，天主教澳門23或葡萄牙

人居留地，從正式開埠的1557年以來，始終有一個貨幣化的經濟。

這些澳門圓――紙幣和硬幣的傳播已是20世紀的事情，並有妥善的記

載、記錄、立法、報紙和官方消息，這一時期，可提供一系列的匯

率、價格和紙幣與硬幣的藏品。但對於澳門居民來說，澳門的古代貨

幣消失了，彷彿它從未存在過。哪裡有它們的收藏？在哪裡展出？普

通市民對其知之甚少，雖然記得有時聽說過曾很有錢，有匱乏的時代

和澳門未鑄造過貨幣。

文獻中有涉及，但難以將事實連接起來，定名和列舉使用過的標

本幣，確定時間及確定數量。這篇文章的目的是發幽或引起人們的好

奇，因為好像貨幣政策在澳門出現的頭幾十年就開始了，反映了有關

負責人巨大的聰明才智。

總之，16世紀所採用的解決方案使得澳門有一種強勁的貨幣，而

無需使用自己的正式貨幣。這不是由一個中央政府強加的。由於澳門

商人在葡屬印度的範圍內，享有自治是有可能的，這是聰明考慮的結

果，最終導致了一種對於當時來說，自主又創新的貨幣體系的建立，

及前面涉及過的三種貨幣的鼎立。對此，我們在後還有敘述。在我們

看來，巧妙的一招是引進了第三元素，即8雷阿爾銀幣。300多年來，

方便了其他兩個元素之間的關係。在澳門史學上，這個問題一直未得

到充分的研究，究其原因，或是因為缺乏初期經濟的總體研究，或是

因為文檔稀少且分散，尚未見到一份闡述澳門成立後頭幾十年貨幣體

系的文獻。

據澳門的舊史學，多年來澳門不曾有過自己的貨幣。查一下，找

不到規定法定貨幣流通及匯率的文件，但可能是在自由派革命之後，

通過1853年阿托基亞伯爵簽署的一份政府文件，宣布了西班牙銀幣為

合法貨幣。這份文件往往被認為是澳門貨幣的催產士。澳門首次發行

的紙幣以該文件為基礎，這份文件的重要性無可否認，唐娜瑪麗亞二

世的這項法令使已知和習慣的更加明確、非官方的官方化了，以前未

23. 天主教澳門是對葡萄牙人村落的一種稱呼。在16世紀，佔澳門半島的部分，面積不超

過2平方公里。這一狹小的地區一直維持到19世紀中葉。澳門半島的其餘部分仍然在

中華帝國的直接管轄之下，氹仔島和路環島的情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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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更加知名了。因此，此法令在歷史上是重要的。從官方和政府的

角度來看，澄清了沿用已久的舊體系，確立了西班牙比索——杜羅的

重要性，為8雷阿爾銀幣在澳門貨幣體系中釐定了新名。24恰逢西方對

中國的干預，因此標誌著葡萄牙對其他西方國家的立場和澳門免於葡

萄牙既定的放棄金本位政策的影響，葡萄牙於次年宣布放棄金本位。

如果在澳門開埠的第一世紀內，數種不同來源的貨幣，尤其是葡

萄牙雷阿爾和西班牙雷阿爾湧入了澳門，以它們來支付中國的發票。

這個功能後逐漸轉移至西班牙銀幣，而後轉移至所謂的墨西哥及秘魯

比索，各種交匯的經濟勢力的實用主義，調整了它們的利益，以適應

中國現實的特殊情況，所以可以看到中國方面很樂意接受8雷阿爾銀

幣，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開始測定成色，不再被熔化。

在16世紀，採用西班牙銀幣很重要，因為它是多種因素交叉的

結果：（一）使澳門擺脫了葡屬印度多種貨幣和匯率的混亂。在葡屬

印度，銀金兩種貨幣之間的匯率，在不同的自由市場上，可能會很不

相同。（二）使澳門擺脫了保持一個鑄幣局、鑄造的成本和國庫、專

家、關於貨幣和貴金屬的法規等，這對不能直接接觸到銀礦的澳城來

說，這些負擔是很沉重的。（三）允許澳門同時與銀兩和葡萄牙雷阿

爾掛鉤，方便了中國與葡萄牙及第三國貨幣之間的匯兌。（四）而

後，在約三個世紀中，支配和確定了亞太地區貨幣體系，幾乎所有國

家都鑄造了相同或相似的貨幣。（五）它引進中國早於馬尼拉的開

埠，並大大早於馬尼拉—阿卡普爾科貿易航線的建立。 25（六）後來

主要在墨西哥和秘魯鑄造，開始被稱為比索，而在葡萄牙人中被稱為

澳門圓，意大利人和法國人稱皮阿斯特之間，後來美國人、英國人和

中國人稱元。

24. 對於西方歷史學家而言，隨著各種中國文檔的發表，可以澄清許多疑惑。在這種情況

下，請注意金國平和吳志良8卷本的《粵澳公牘錄存》，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

 在這部著作中，可以看到，官方書中使用銀兩及其單位和澳門圓。中國當局主要使用銀

兩，澳門議事亭理事官則使用澳門圓。因此，可以證明阿托基亞伯爵的法令的意味。

 從對前往北京的瑪訥撒爾達聶使團的費用報告分析來看，參考的貨幣已經很清楚，是

澳門圓。它作為折算葡屬印度的貨幣或中國的銀兩的中間貨幣使用。

25. 援引馬加良斯．戈迪尼奧的話，“16世紀中，以墨西哥和秘魯白銀鑄造的雷阿爾越過

了地中海東部和開普敦航線，開始湧向印度洋。1554年的《度量衡書》還未提及。在

巴爾迪、巴雷特和林旭登（1580-1590年間）時代，在整個印度流通，特別是在馬六

甲海峽，中國則毫無止境地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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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葡日貿易週期結束後，葡萄牙才不再是中國白銀的主要供

應商。26日本白銀需要再出口，開始由西班牙的太平洋航線進行，這

種情況維持了250多年，我們忘記了，在此之前80年中，中國主要供應

商的角色是由葡萄牙，通過澳門扮演的。我們絕不能視而不見的是，

這一“神奇”貨幣的引進使中國龐大的白銀儲備成為了可能，加速推

動了中國貨幣化的進程。但通常的情況是，西班牙銀幣在中國的傳播

是西班牙人和菲律賓進行的。部分原因是與王朝合併重疊（菲利普二

世只有從1580年開始才成為了葡萄牙國王）。還有馬尼拉—阿卡普爾

科航線的出現。重要的是，澳門有權要求這個文明的獎杯，因此是它

將8雷阿爾銀幣輸入了中國和亞太，這也是亞太貨幣史上極其重大的事

件。應該指出的是，葡萄牙人採用此種硬幣是有計劃和富有遠見的。

後來，北美13英國殖民地，在殖民地期間，使用更多的是西班牙銀

幣，而不是英國貨幣絕不是偶然的，而且直到1857年它是美國的法定

貨幣，所以直到美元創立後很久，它還在使用中。

美國人給了它各種名稱，包括西班牙元、8雷阿爾和8雷阿爾幣

等；法國人和意大利人則稱其為皮阿斯特。長期以來，葡萄牙人以許

多不同的名稱稱呼它，如澳門圓、西班牙銀幣、8雷阿爾、西班牙比

索、強比索、比索—杜羅、墨西哥比索和秘魯比索。名目繁多，不太

了解的人真是莫名其妙。後來，美元、加元、中國的人民幣和其他一

些其官方貨幣均以8雷阿爾銀幣為基礎。1792年，在對美國的貨幣體系

立法，創建美國鑄幣局時，規定美元的重量為27克，足銀佔24.1克。

當時，8雷阿爾銀幣的重量為27.468克，足銀佔25.568克，即其成色略

高，這使得它多年來享有盛譽和流通，這種情況直到1857年的禁止西

班牙銀元令才有了改變，這差不多是美國成立80年之後的事情。

關於葡萄牙人在澳門的第一個世紀歷史的文件涉及了數種西方貨

幣，在涉及澳門與中國之間的貿易時，我們要說說謝拉芬、杜卡多、

十字錢和帕爾德烏。在羅利路關於外貿、商品及相關問題的文章中有

涉及，尤其是在最近的《澳門主題詞典》 27中發表的詞條和有關信息

26. 黎高略：“滿把銀子”，《澳門》雜誌，第二系列，第1期，1987年。

27. 羅利路：《澳門主題詞典》，澳門，澳門大學，2011年，4卷中發表了數個有關詞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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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總結。但這些文獻通常不解釋貨幣在澳門日常生活中如何運作。直

到18世紀後期，才出現了更多的文獻，從自由派革命起，才出現了報

紙和憲報。對這類數據的收集任務才有了記載。此外，這些以前的文

字是給歐洲，後來給美國看的。在許多情況下，價格往往換算或調整

成了這些國家通用的貨幣。另一個方面要考慮的是，上述貨幣在澳門

歷史上是有波動的，有時還很顯著。特別要考慮到，硬幣不是以白銀

鑄造的，雖然白銀的貶值很大，黃金—白銀的比價在某些亞洲地區之

間更大。

葡萄牙是個管理強國，使用兩種金屬的複本位制，即用白銀和黃

金同時鑄造貨幣和標價。可這個管理強國卻使用銀兩作為貨幣單位，

需要補充的是，日本的白銀，然後是西班牙美洲（墨西哥、秘魯等）

的白銀方便了貿易，極大地提高了貨幣化的程度和中國等亞洲國家的

囤積。因此，在1667年，澳門的貨幣體系可以說是已經確立，這可以

在瑪訥撒爾達聶使團的出使正式開支報告中隱約看到，而澳門的機構

也承認這一事實的，尤其是在議事亭和澳門仁慈堂殘留下來的文件或

資訊中可以看到。打個比喻來說，澳門的貨幣制度，不是雙軌制的，

而是類似一部總有摔倒危險的自行車，迅速演變成一個三輪的體系，

一部三輪車（或者甚至是一部人力車）。由於它優點很多，所以更權

威，特別與金本位和銀本位的掛鉤，再加上與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實體

中國聯盟，然後再與當時控制了世界白銀提取而成為最大的世界金融

強國的西班牙的結盟。

現在可以結論說，本文簡單回顧了澳門的貨幣體系，但只是一個

開頭，需要進行更多的文本研究，還需要學術辯論，以引發新的詮

釋。希望很快能對主題的其他方面進行分析。儘管還有許多方面與本

主題有關，但未能在本文中一一加以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