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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峰 周海燕

  在我国古代，造假钞的行当有一个别称，叫“火

门”。这是因为古代的货币以金属货币为主，在造假

的时候需要冶炼，后来，“火门”就成了造假钞的代

称，包括伪造纸币的行为。在今天，制造假币，出售、

购买、运输和持有、使用假币以及变造货币都是犯

罪行为，处罚非常严厉。那么，在古代，有没有人造

假币呢？古人又是如何防范、制裁造假币的犯罪行

为的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有一出元杂剧叫《包待制陈州粜米》，讲的是包

公微服私访、惩办贪官、陈州放粮的故事。剧中有这

样一幕：小衙内在粜米时叮嘱自己的手下：“你们两

个仔细看银子，别样假的也还好看，单要防那‘四堵

墙’，休要着他哄了。”所谓的“四堵墙”，就是当时的

一种假钱。这种钱里面灌的是铅，四面用银子包上。

除了铅芯的假银子，还有铁芯的。

  社会动荡的五代时期，割据兖州的慕容彦超

很有经济头脑，自己还兼职开当铺。一天，当铺的

员工向慕容彦超汇报，说当铺里收到了假银子，

把银子劈开之后，里面全是铁。对方用这块假银

子骗走了当铺不少铜钱。慕容彦超决定，一定要

找到这位高手，让他为自己所用。慕容彦超在城

中张贴告示，说自家的当铺被盗了，抵押的物品

被一扫而光。但是，当铺是讲诚信的，一定会赔偿

大家的损失，所以在我这里当东西的人赶紧来登

记。那位高手便拿着当票来要求赔偿，结果正好

落入慕容彦超的圈套。就这样，在这位造假钱能

人的帮助下，慕容彦超建立起假币工厂，开足马

力生产，一两真银子掺入铁块之后变成了十两，

这种银子被称为“铁胎银”。后来，周太祖郭威兵

临城下。慕容彦超为了让大家给自己卖命，就悬

出重赏。可是，大家都知道他的重赏乃是用“铁胎

银”来兑现的，完全是水货。所以，根本没人搭他

的茬儿。城破之后，慕容彦超被迫自杀，至于他造

的“铁胎银”最后落到谁的手中，就不得而知了。

  其实，早在汉代的时候，假币就已经泛滥成灾

了，在江淮一带情况尤为严重。政府被迫采用严刑

峻法，在汉武帝时期，私自铸钱被处以极刑的人多

达数十万。假币泛滥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对国家

的经济生活造成恶劣的影响。到了宋代，纸币出现

了。纸币的造假难度比金属货币低多了，所以出现

了更大规模的伪造货币犯罪集团。南宋的时候曾经

破获一个假币犯罪集团，成员有五十多人，分工明

确，组织严密，而且假币数额巨大。到了元朝，出现

了假币犯罪集中的地方，如现在的江西省铅山县。

当地有一个叫吴友文的人，是假币犯罪团伙的首

领，他造的假币遍及大江南北、黄河上下。靠着造假

币，吴友文积累了大量财富，养了一批马仔，谁敢揭

发他的犯罪行为，就会遭到打击报复，并且公然对

抗官府，气焰十分嚣张。

  金币、银币、铜币、铁币都有造假的，而纸币向

来是造假的重灾区。不同朝代的纸币，包括宋代的

交子、会子，元明清的宝钞有伪造的；有价证券，如

明清的盐引、汇票，也有伪造的。

  和今天一样，古代的法律对于造假币这种犯罪

行为处罚也非常严厉。《宋刑统》规定：“诸私铸钱者

流三千里，作具已备未铸者，徒二年；作具未备者，

杖一百。”在清代，私铸钱币的首犯和工匠都要砍

头，并处没收财产；参与者、知情者、使用者以及甲

长和知情的地方官员，也要接受处罚；住在一起的

父兄、伯叔与弟，如果知情并参与分利，罪减一等，

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对于举报的人，则重赏纹银

50两。

  造假币需要材料，只要严格控制材料，就能从

源头上遏制造假币的行为。例如，宋代禁止民间开

采铜矿和铸造、买卖铜器。铜镜、铜锣以及宫廷、军

队、寺庙中使用的铜器都由政府负责制造和销售；

有些铜器，如铜钟则施行特许经营，制造者需要申

请政府审批并接受政府监督。至于日常生活中常

见的一些铜铸物件，如大门上的铜钉、铜饰则全部

禁止私造。

  真币的防伪技术是防止造假的重要手段。以

古代的纸币为例，上面往往印有复杂的花纹和图

案，宋代的纸币上面印有著名画家的作品，清代的

纸币则以龙的图案为主。在纸币上，还会印很多文

字，都是皇帝和著名书法家的手笔，甚至还会印上

打击造假的法律条文，起到警示宣传作用。在古

代，各地官府还有鉴别钱币的专家，负责帮助老百

姓鉴别假币。不过，这可不是义务的，是要收费的，

少则两钱，多则六钱。

  （文章节选自刘峰、周海燕《回到古代打官司：

中国人的法律智慧》，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火火门门””
古古代代的的货货币币战战争争

史海钩沉

□ 殷啸虎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人情社会，迎来送往被视为

是人之常情，官场之上更是如此。北宋时期随着商品

经济的发展，市场繁荣，文人士大夫待遇优厚，生活

优渥，使得相互之间迎来送往成了官场文化的重要

部分。但这种官场之上的迎来送往在应酬的幌子下，

也加剧了请托送礼的不正之风，影响了公务活动的

正常开展。虽然北宋王朝建立后，对官场之上的迎来

送往也有一定的限制，如规定御史等特殊岗位的官

员不得参与各类应酬，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从苏轼

等士大夫之间的应酬交往来看，可以看到这种官场

之上迎来送往的风气是比较普遍的。为此，从现有史

料记载来看，至迟从北宋中后期开始，对这种官场上

的迎来送往行为，以禁令的方式，从法律上进行规范

和限制，成为廉政立法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当时相关的禁令规定来看，对官场迎来送往

规制的主体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是一般官员，尤其是地方的文武官员，

非因公务需要，不得擅自拜访上司及会见宾客。宋

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就曾规定，，“州县官吏毋得

迎送过客”；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也规定：地方

文武官员除职事相干及亲戚外，“其往谒及接见宾

客，违法并见之者，各杖一百”。

  第二类是负有监察职能的官员，如转运使、提

刑使等被称为“监司”的官员。宋徽宗崇宁五年

（1106年）就规定：诸路监司及属官出差，非因公务，

“沿路不许见州县官及受馈送，违者徒二年，仍不以

赦降、去官原减”。大观二年（1108年）又规定：监司

及属官出差除正常公务接待外，“别作诸般名目收

受”的，按照监主自盗论处，而且“许人陈告”。

  第三类是执政大臣及司法机关等特殊岗位的

官员，对这些人历来是有专门要求的。元丰二年

（1079年）曾规定：“大理寺官属，可依御史台例，禁

出谒及见宾客。”而对执政大臣接见宾客，虽然已有

约束，但别人往往通过其亲属子弟借谒见之际打通

关节。因此，元丰四年（1081年）由中书省立法，“执

政官在京，本宗有服亲戚非职事相干及亲属，不得

往还看谒。违者，并往还之人各杖一百”。

  此外，对官场之上正常的迎来送往活动也作了明

确的规定。首先，官员因公赴任出差等，地方官虽然

有义务安排接待所需的劳役和交通工具，但不得超

标，不得因此而“非理扰民”。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

年）规定：“臣僚赴任、罢任不得差店户百姓担擎物色

及借车牛。”其次是不得接受地方官员的馈送。

  南宋建立之初，虽然政局动荡，战乱频繁，但作

为严厉整顿吏治、预防和惩治贪赃犯罪的一个重要

方面，对于规制官场迎来送往在北宋的基础上，进

一步作了明确的规定。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

就以“军兴之际，州郡将迎送谒，妨废日力”为由，下

令南方各地知州通判等，“今后并不许出谒及受谒、

接送，违者徒三年。虽监司亦不许接送”，而且“官属

非实缘干办事，妄作名目，辄求出差，与差者各徒二

年”。到了绍兴年间，随着政局的逐步稳定，也不断

发布禁令，约束官场上的迎来送往。

  与此前历朝历代相比，南宋对官场迎来送往行

为除了发布禁令外，还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南宋宁

宗嘉泰三年（1203年）颁布了《庆元条法事类》，这部

法典采取的是分门别类汇集敕、令、格、式和随敕申

明的体例，按照门类将相关规定汇编在一起。其中

《职制门》的“禁谒”“迎送宴会”“馈送”等门类，就对

迎来送往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首先，关于官员拜访及会见接待宾客的限制。

《庆元条法事类》延续了北宋关于非公务需要严格

限制官场迎来送往的规定，对拜访及接待宾客等行

为作了明确规定，“诸知州通判县令，非假日辄出谒

及宾客受谒者，各徒一年”。而且对官员子弟亲属也

有同样的限制，如《职制令》规定：监司和知州、通判

等“不得令随行子弟亲属接见所部官，其子弟亲属

亦不许自接见”。违反者，按照《职制敕》的规定：“令

随行子弟亲属接见所部官，并见之者，各杖八十。”

  其次，关于公务接待的限制。南宋同北宋时一

样，对官场之上的公务接待按照官员的职务、品级

等有明确的标准。如《仪制令》规定：“诸臣僚过州、

县、镇、寨，非泛遣使命及太中大夫、观察使以上，若

本处见任、罢任官者，官吏不得迎送。”如果超标，或

是违反标准的规定，依法要承担法律责任。如《职制

敕》规定：“诸发运监司预妓乐宴会”的，各徒二年；

“不应赴酒食而辄赴”的，各杖一百。

  其三，关于迎来送往过程中收受财物的限制。

礼尚往来是古代官场的习俗，也可以说是一种陋

习，南宋也不例外。但这种礼尚往来往往又是滋生

腐败的温床，因此，《庆元条法事类》中，对迎来送往

过程中收受礼物特别是钱财的行为也作出了明确

的规定。

  一是不得借正常接待巧立名目索取钱财。《职

制敕》规定：官员“应迎送，辄以船脚之类为名，需索

钱物入己，坐赃论”。针对将正常接待的酒食费用折

算成现钱收受的行为，《公用令》明确规定，“诸公使

宴会，并不得折算价钱”；《仪制令》也规定：“应受酒

食之类，辄受折送钱者，许互察。”违者按照受馈送

法论处。

  二是不得在正常接待之外收受钱财。根据《职

制敕》的规定，监司和州县长官等及随行吏员参加

下属安排的公务接待时，“受例外供馈，以受所监

临财物论”。按照《宋刑统·职制律》的规定：“诸监

临之官受所监临财物者，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

等；八匹徒一年，八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二千里。与

者减五等，罪止杖一百。乞取者加一等，强乞取者

准枉法论”；如果是朝廷派遣的使者接受供给馈送

的，“以自盗论”，按照《宋刑统·贼盗律》的规定：

“诸监临主守自盗，及盗所监临财物者，加凡盗二

等，三十匹绞。”

宋宋朝朝法法律律如如何何规规制制官官场场迎迎来来送送往往

法律文化

□ 编写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法治教育从娃娃

抓起”。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

育是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共同责任。人民检察

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和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

护全过程的政法机关，肩负着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

育的重要责任。近年来，检察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法

治思想为指引，大力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最高

人民检察院联合教育部开展为期3年的“法治进校

园”全国巡讲活动，推动全国3.9万余名检察官在7.7

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把开展未成年人法治

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为“主责主业”，对

于传播法律知识，促进广大青少年尊法学法守法用

法发挥了积极作用。

  播撒法治的种子，让法治信仰在青少年心中生

根发芽，需要用他们喜欢和接受的方式。适逢未成年

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全面修订，条文和字

数大幅增加，体系和制度系统重塑，编制一本贴近青

少年内心、符合其阅读习惯的法治全书必不可少。为

此，我们以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

主要内容，在宋英辉、佟丽华、龙迪等专家学者的指

导下，组织全国30余位优秀未检检察官精心设计方

案、策划场景、编写文案、梳理法条、筛选案例，并邀

请专业人员插画绘图，反复打磨，精益求精，历时一

年有余，编制完成《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全书》。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

  这是一部普法教育的“小百科”。本书借鉴大百

科全书的设计方式，以孩子的视角，对法律规定进

行一看就懂的图画设计，配合通俗易懂的文字解

说，并辅以体验式的情景案例，知识性、故事性、趣

味性更强。本书每篇篇首均配有思维导图，采用百

科类图书经典的“词条”设计，通过三级词条的前后

呼应、导图串联、情景插图与元素插图相结合，将全

部知识点进行“点线面”逻辑贯穿，是一部图文并茂

的未成年人普法教育百科全书。

  这是一堂内容丰富的“法治课”。本书以未成

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重点，同时关

照宪法、民法典、刑法、刑事诉讼法、家庭教育促进

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中涉

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规定，分为序篇、家庭保护、

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

护、自觉守法8个篇章，为读者呈现363个具体知识

点，涵盖从出生到成年前的各个阶段，有助于青少

年在潜移默化中学习法律知识，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这是一套健康成长的“护身符”。青少年系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需要熟谙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本

书不但详细列举了未成年人享有的各项权利，而且

通过案例对如何行使权利进行了细致讲解。同时，

也指出未成年人应自觉遵守法律，抵制、摒弃不良

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杜绝违法犯罪行为，不侵犯

他人的合法权益，这既是青少年必须履行的义务，

也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通过全面阐述未成年人

的权利和义务，教会孩子既不能做“无畏的莽夫”，

也不能做“沉默的羔羊”。为方便深化学习，本书还

配有普法小视频、典型案例“二维码”等，让权利和

义务易理解、可感知。

  这是一扇走近法律监督的“百叶窗”。本书以未

成年人检察工作、司法保护为视角，既对“六大保

护”涉及的检察司法保护进行详细阐述，更对检察

机关担负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赋

予的法律监督职责进行了全面讲解，重点围绕检察

司法保护主动融入其他“五大保护”、以依法监督的

“我管”促职能机关依法履职的“都管”进行释法说

理，既是检察机关能动履职的真实写照，又是各职

能部门、各有关方面协同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

生动体现，彰显了社会各界共同关爱保护未成年人

的信心和决心。

  值此“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谨以此书献给

广大青少年朋友、老师、家长以及关心关注未成年

人法治教育的同志们。希望我们以书为媒，携手同

行，努力把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

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让法治精神真正抵达孩

子们的内心。

让法治信仰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全书》序言

书林臧否

□ 检宣

  2022年6月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修订实施一周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对家庭保护作了

详细规定，但仍有一些未成

年人受到来自家庭的伤害。

检察机关如何坚持最有利于

未成年人原则，对未成年被

害人开展全面综合司法保

护？如何让被性侵的未成年

人解开心中郁结，重新开始

生活？近日，由最高人民检察

院第九检察厅、中国检察出

版社联合广东省佛山市顺德

区人民检察院共同创作拍摄

并发布的微电影《前方有光》

带你揭晓答案。

  《前方有光》聚焦性侵害

这一社会热点话题，从小父

亲去世，母亲重新组建新家

庭的女童苏琴，一直跟随重

男轻女的奶奶生活，在一次

叔叔回家探亲时，被醉酒后

的叔叔侵害留下严重的心理

创伤。学校老师根据强制报

告制度报警后案发，未检检

察官文君充分发挥检察职能

帮助苏琴顺利实现监护权变

更，申请取得司法救助金和

低保，同时借助社工力量对

被害人苏琴开展心理疏导使

其逐渐从心理阴影中走出

来，通过家庭教育指导帮助

其奶奶转变重男轻女的封建

思想。在一次意外到来时奶

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与孙女苏琴和解，最终被害人

苏琴考上高中重新开始正常生活。

  “这次在剧本创作上，将法律逻辑与生活逻辑紧

密结合，给予很多具有思辨性的概念，力求在沉重的

主题中传递治愈心灵的力量，着重表现检察官针对犯

罪背后深层次的问题，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在办案过程

中不断‘溯源’，能动履职进行根源性治理，兼顾观赏

性的同时让普法效果更加贴近生活更易理解，整体基

调充满希望。”作品策划兼制片人、中国检察出版社侯

绍辉说。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

书（2020）》表明，检察机关重点加强对留守儿童和困境

儿童关爱保护，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影片中，检察官文

君同样被苏琴的遭遇触动着，为帮助苏琴走出暗夜迎

来光明，她协调联系法律援助、心理辅导、社会救助，为

苏琴提供司法救助、支持起诉，最终帮助苏琴抚平心理

创伤，解开奶奶和苏琴的心结，帮助苏琴一家走出了

困境。

  据悉，关爱保护留守儿童主题栏目剧《前方有光》

剧情版将于近期在央视社会与法频道黄金时段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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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大凝眸：老照片背后的故事》是中国政法大学70周

年校庆校史系列丛书之一。本书采用图文结合的方式，通

过大量的珍贵老照片和老照片背后的故事，讲述了法大建

设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记录那些艰苦奋斗、殚精竭虑

的前辈先贤以及时代发展中的亮色和闪光，刻画了法大师

生与时代同行、为全面依法治国艰苦奋斗的一幅幅历史

画卷。

  本书甄选法大建设发展的70年历程中三十余个瞬间，

定格历史记忆，凝眸于某一事件或人物，以一个个横切面

来描摹大事件背后的精彩故事，以更生动的文字记录校史

的宏观叙事之外的细节，让这些美丽的回忆和回忆中为法

大作出无私奉献的前辈先贤走近今天的读者。本书对于加

深法大校史的全面了解，对刻画历史人物、塑造法大精神

具有重要的意义。

影视文化

法大70年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看书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