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当业诞生于寺院

《后汉书·刘虞传》有“典当胡夷”

的记载，而刘秋根《中国典当制度史》

提出，“私人典当业从其业务形式来

看，汉代时期便已经产生了，但是有

关典当活动的零散文字，只能认作随

机性的行为，可视为产生典当业的萌

芽”。

而中国典当真正形成一个典当

行业规模的直接源头开始于南北朝

时的南朝佛寺。中国已故著名历史

学家范文澜先生曾写道：“后世典当

业，从南朝佛寺开始”。从寺库贷开

始的带有慈善济贫性质的以物质押

借贷的行为开始，逐渐形成了中国真

正的典当业。

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

主要“兴佛”时期，“兴佛”导致了寺院

经济的发达，也相应产生了如何使用

富裕的沉积资财的问题，按照佛教

“无尽财”思想，可以将富余的资财出

贷“生长”，因而寺库经营起典当业

务，并以济贫救世的慈善面目出现，

既可生息积财事佛，又是对贫民解决

一时窘急的慈善救助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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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由于受到钱庄、票号、

银行兴起和发展的影响，许多信誉卓

著、财力强盛的典当行还开始从

事兑换、发行信用货币等

业务，这与接受存

款一样，都是比当年一些官办典当行

进行多种商业经营更便捷繁杂的金

融活动。

新中国典当业的复出，那是上世

纪八十年代初的事。1987年12月30

日四川成都成立了我国改革开放后复

出的第一家典当行“成都市华茂典当

服务商行”。从此，这个古老

而神秘的行业悄然

复活，曾被定为剥削制度残渣余孽的

典当在中国大陆消亡30余年之后，竟

又奇迹般地得以新生。

如今，典当行再也不是过去穷人

家用物件换取救命钱的地方了，现代

典当业的服务对象已经从解决日常

生活急需的社会大众发展为广大的

中小企业家和个私业主，成为他们的

融资平台。

上世纪80年代出现第一家现代典当行

各国典当趣闻各国典当趣闻
外国典当行的出现外国典当行的出现，，一般认为是在欧一般认为是在欧

洲中世纪前期洲中世纪前期，，欧洲大陆金融机关开始于欧洲大陆金融机关开始于

寺院寺院。。早在公元前早在公元前 77 世纪世纪，，巴比伦的寺院巴比伦的寺院，，

便首营放款业务便首营放款业务。。而作为平民金融机关的而作为平民金融机关的

典当行典当行，，最早发祥于意大利最早发祥于意大利。。公元前公元前 675675

年年，，意大利的埃西利亚寺院金库意大利的埃西利亚寺院金库，，便开始经便开始经

营存款及放款业务营存款及放款业务。。欧洲最早经营典当业欧洲最早经营典当业

的当属犹太人的当属犹太人，，主要以营利为目的主要以营利为目的，，而典当而典当

行正式成立于行正式成立于 11981198 年年。。如今如今，，世界各国的世界各国的

当铺也都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当铺也都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

法国：当东西也可讨价还价

在法国，典当行业已有数百年历史。

在古代，典当行通常是穷人去的地方，担负

着救济穷人的使命。但如今，当铺已是法

国政府授权的六类信贷机构之一，成为从

事部分银行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官方

名称叫作“市政信贷银行”。

每年七八月份是法国人度假的高峰

期。为了筹集度假的费用，很多法国人都

会光顾当铺，把自己的首饰、手表等当掉，

等度假回来再赚钱赎回。在法国典当，手

续非常齐全而正式。典当行须凭有效证件

进行典当和赎当，法国人当东西时仍会讨

价还价，典当品的估价由双方协商确定。

对法国人来说，当铺就跟银行一样，如果觉

得需要就随时光顾，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美国：主人必须提供详细证明

美国大约有两万多家典当行，8万多从

业人员。当前，典当业最繁荣的是得克萨

斯州，美国前3名的连锁典当公司的总部都

设在这里。比如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Cash America”是美国最大的连锁当铺，在

全国有400多家连锁店，每年放款高达4亿

多美元。

为了防止赃物流入当铺，当铺作了严

格的规定，典当物的主人必须提供购物证

明和驾照等身份证明。

日本：进当铺被认为不光彩

在日本在日本，，当铺被称作当铺被称作““质屋质屋”，”，用来典当用来典当

的商品又叫的商品又叫““质草质草”。”。从东京任何一个车站从东京任何一个车站

下车下车，，站前的商业街上都能看到站前的商业街上都能看到““质屋质屋””和和

““消费者金融消费者金融”（”（即高利贷即高利贷）。）。对日本人来对日本人来

说说，，去质屋典当或消费都是不光彩的事去质屋典当或消费都是不光彩的事

情情。。可如今可如今，，质屋已经成为不少日本质屋已经成为不少日本““月光月光

族族””经常光顾的场所经常光顾的场所。。

日本质屋最明显的特点之一日本质屋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就是““死死

当当””的东西卖得特别的东西卖得特别

便宜便宜。。日本人节前日本人节前

去质屋典当的现象去质屋典当的现象

不明显不明显，，倒是节后去倒是节后去

的人比较多的人比较多。。

张亚琴张亚琴

典当：自南朝寺院开始
中国典当的由来，源远流

长，从南北朝时期算起，已有

上千年历史。典当最早称质

库，亦称质肆，后来又称长生

库、解库、解当铺和解典库等

等，真正“典当”一词的出现则

在明清以后。

朱玉婷

唐朝国力强盛，工商业发展加

快，货币需求迅速扩大，这些都为民

营典当业的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唐代民营典当行的特点之一是当本

极低、当期极短，此类一般由地主或

商人经营。

与民营典当行资本短少的经营者

相比，皇亲国戚、高官显宦就不大相同

了。太平公主，依仗其父唐高宗、其母

武则天之威，不但横征暴敛，“田园遍

于近甸膏服”；而且热衷经商之利，“市

易造作器物，吴、蜀、岭南俱造，相属于

路”、“货殖流于江剑。”以此富可敌国

之雄厚资本，她又在家中开设质库，其

规模、实力可以想见。这是官僚资本

最早向金融业转移的典型例子。

唐朝政府也涉猎典当，即所谓公

私质库并举，此风亦波及五代十国。

唐朝公私质库并举

宋代典当业的经营和资本性质格

局，同唐代大体相似，即官当，民当和

寺院并行于世，而当时的官营典当机

构发展甚为迅速，一时形成遍布各地

大小城镇，市集之势，是政府允许各级

官府“公使钱”经费，进行商业性活动，

以生息增值，并允许用抚养官员遗孤

的捡校财产作资本，从事典当生息。

宋代民商资本经营典当业的发

达，最显著的标志是在当时市井工商

诸行中独立为行，出现了中国典当史

上最早的行会组织。行会组织主事

的头目，叫“行老”或“行头”。官府了

解社情，往往利用包括典当在内的行

会组织。

宋朝寺院的典当在官民典当业

颇为发达的情况下，依然十分活跃，

是支撑寺院经济的主要方式。不过

宋代官营民营典当业的资本，经营规

模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已远

远超过了其间寺院典当业。

宋代出现典当史上最早行会组织

元末明初，僧办典当行急剧减

少，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

的主要是民办典当行。明中叶是

我国典当业史上的分水岭。民办

典当行中的商营典当行最为兴旺

发达，构成这时期典当业的一个新

的特点，即商人纷纷投资经营典当

行并且成为典当业的一支主要力

量。明代当商，还具有浓厚的地区

专业色彩，其中最著名的是徽州当

商。

清代以后，典当业的发展可以

说达到鼎盛时期。到了清末，典当

业融入了官僚资本，出现了许多官

商典当。如清末的两江总督曾国

藩，湖广总督张之洞，都曾以大笔的

资金存入典当放款收利，还在湖北，

江苏等地招商开典。典当业由于官

僚资本的加入而基础更加巩固，收

入急速增长、成为清末商界两大巨

擎之一。民国初期，上海的典当业

已是星罗棋布，不论是农村乡镇，

还是市区通都大邑，从租界到华

埠，无处不见典当的招牌。

明清时期民办典当成为主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