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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在网络上发现一则与汾阳气
候有关的史料，它不仅揭示了民国一段时期
汾阳气候观测的珍贵数据，还为我们呈现了
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民国十三年（1924年），
天津测候所曾在汾阳设立雨量站，这或为吕
梁境内最早设立的雨量站。

该史料名为《天津测候所汾阳（汾州）降
水量记录》，册号为第 116 号，包括封面在内
总共七页，内容记载了民国十三年（1924 年）
11月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2月这段时期降
雨量数据。

第 2 页为雨量站说明表，详细记录了雨
量站的基本信息。汾阳的地理位置标注为东
经 111°47′北纬 37°14′，与现如今的经纬度相
差无几，海拔高度约为 550 米。雨量站设立

在汾阳医院内，为该医院悠久的历史又增添
了一份历史见证。设站日期为民国十三年

（1924年）11月，观测员姓名及地址为山西汾
阳医院 W.A.Mehean，推测其也是汾阳医院的
一名工作人员。此外，该表还记录了与雨量
站相关的其他信息，如最近的邮局为汾阳邮
局，最近的火车站为同蒲路介休车站，以及通
往太原、平遥等地的公路交通情况。

第 3 页至第 7 页，则是具体的降水量记
录。从民国十三年（1924年）11月到民国十六
年（1927 年）2 月，这段时间的降水量被详尽
地记录下来。其中，民国十四年（1925 年）全
年降水量为 385.1mm，降水最多的月份是 8
月，降水量高达 137mm，而降水最少的月份则
是 12月，降水量为零。民国十五年（1926年）

的全年降水量为 389mm，同样以 8 月为降水
最多的月份，但降水量略降为 124mm，而 10
月则成为降水最少的月份，同样为零降水。
这些记录不仅反映了当时汾阳的气候特点，
也为后世的气候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
持。

在逐日降水总量的记录中，可以更直观
地感受当时汾阳的天气变化。例如，民国十
四年（1925年）1月到 12月的单日降水最大量
分别是 1月 23日的 1.1mm，2月 5日的 2.5mm,
3月 21日的 3mm，4月 7日的 7mm，5月 6日的
9.5mm，6月 22日的 31mm,7月 3日的 20mm，8
月 4日的 37mm，9月 28日的 16.5mm，10月 25
日 的 4mm，11 月 1 日 的 3mm，12 月 数 据 为
0mm。

查询天津测候所相关史料发现，民国年间
天津测候所在山西共设有 16 个雨量站。其
中，设立时间较早的有民国八年（1919年）的阳
曲县和忻县、民国九年（1920年）的浑源县和天
镇县等。而汾阳的雨量站设立时间排名第八，
吕梁境内仅此一家。

回顾这段历史，不禁感叹在过去那个时
代，虽然科技手段相对有限，但人们依然通过
不懈努力，为后人留下宝贵气候数据。这些
数据为了解过去气候变化提供了依据，也为
未来气候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现如今，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气候观测
的手段和方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段关于汾阳雨量
站的历史记忆都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方山县，一个承载着丰富历史底蕴的地
方，其纸币发行的历程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
当地经济发展、政治变迁以及金融环境的沧
桑巨变。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深入挖掘，我们
不仅能够梳理出方山县乃至整个区域的经济
金融发展脉络，还能深刻体会到纸币在地方
经济中的独特作用与深远影响。

清末民初
金融动荡与纸币泛滥
清朝末年，方山县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

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困境。政府财政枯
竭，战乱连绵，社会动荡不安。为了应对日益
严峻的财政压力，清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纸
币，试图以此缓解危机。然而，由于缺乏统一
的发行标准和监管机制，这些纸币迅速泛滥
成灾，币制混乱，民众生活苦不堪言。

方山县在这一时期也未能独善其身，市
场上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纸币，它们或由地方
政府发行，或由私营商号印制，种类繁多，流
通无序。这些纸币的发行不仅未能有效缓解
经济压力，反而加剧了市场的动荡和民众的
不满。

辛亥革命后，新政权虽然建立，但财政问题
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相反，由于战乱和自然灾
害频发，财政状况愈发恶化。为了筹集资金，地
方政府纷纷效仿清末的做法，大量发行纸币。
方山县的金融市场在这一时期更是乱象丛生，
纸币的发行和流通几乎处于失控状态。

地方银行兴起
纸币发行的规范化尝试

面对清末民初的金融乱象，地方银行应
运而生。这些地方银行大多由各省政府设
立，承担着发行纸币、调节金融等重要职责。
虽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财政压

力，但由于缺乏统一的监管和法规约束，纸币
发行仍然处于混乱状态。

方山县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由地方政府
控制的地方银行或金融机构。这些机构开始
发行具有一定信誉和流通性的纸币，试图取
代市场上的混乱纸币。然而，由于缺乏有效
的监管和法规支持，这些纸币的发行并未能
彻底改变市场的混乱局面。

民国初期，山西省政府为了统一纸币发
行，取缔了私营商号发行的钱贴，转而由山西
省银行发行晋钞。方山县也开始流通晋钞，
这些纸币包括银圆券和铜圆券两种，面额多
样，满足了不同交易需求。晋钞的发行在一
定程度上规范了市场流通，提高了纸币的信
誉和流通性。

民国时期
纸币发行的特殊时期
民国二十八年，方山县的纸币发行进入

了一个特殊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方山县银
号和方山县财政局分别发行了纸币，这些纸
币在地方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方山县银号发行的纸币，以其独特的防
伪技术和精美的印制工艺，赢得了市场的广
泛认可。这些纸币的发行不仅满足了地方经
济的需要，还促进了金融市场的繁荣。同时，
方山县银号还加强了对纸币流通的监管，确
保了市场的稳定和有序。与此同时，方山县
财政局也发行了临时维持券。这些券种主要
是为了应对当时财政困难而采取的临时措
施。尽管它们的流通时间较短，但在当时却

起到了重要的经济支撑作用。这些临时维持
券的发行和流通，也反映了当时方山县财政
状况的严峻性和复杂性。

抗战时期
纸币发行与货币斗争的交织

抗日战争时期，方山县的纸币发行进入
了一个特殊而关键的阶段。日本侵略军的占
领和封锁给根据地军民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为了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侵略，新的
抗日政权成立后，迅速健全了财政、税收、贸
易及金融等方面的制度与组织。

1940年，西北农民银行在兴县成立，并宣
布停止兴县农民银行的业务活动，逐渐收回
兴农币。西北农民银行发行的西农币成为根
据地的本位货币，并在方山县广泛流通。西
农币的发行不仅为根据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持，还通过与敌伪的经济斗争，维护了
根据地的金融秩序。

在这一时期，方山县的纸币发行与货币斗
争紧密相连。为了稳定币值，边区政府采取了
多种措施，如平抑市场物价、推广农钞、拒用伪
币等。这些措施有效地维护了根据地的金融稳
定，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保障。

解放战争至新中国成立
纸币发行的转折与新生

解放战争期间，方山县的纸币发行继续
受到战争和政治因素的影响。然而，随着解

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方山县的纸
币发行迎来了新的转折。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实行货币改革，
废止了旧有的纸币和银圆等货币，统一发行
人民币。方山县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开始
使用人民币作为流通货币。在货币改革的过
程中，方山县的金融机构积极配合国家的政
策，开展了大量的货币兑换和宣传工作，确保
了货币改革的顺利进行。

通过对方山县历史上纸币发行的深入研
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方山县的纸币发行历史与当地的经济发
展、政治变迁以及金融环境的变化紧密相
连。从清末民初的金融乱象到抗日战争时期
的货币斗争，再到解放战争后的货币改革和
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方山县的纸币发
行历程充满了曲折与艰辛。

纸币的发行在方山县的经济金融发展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促进了经济的
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还维护了金融的稳定和
安全。

1939 年前后，方山县银号和方山县财政
局发行的纸币，反映了当时地方经济的特殊
需求和财政状况的复杂性。这些纸币的发行
和流通，对方山县的经济和金融发展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
纸币的发行更是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
经济支持。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完
善，方山县的纸币发行逐渐趋于规范化和市
场化。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不仅方便了民众
的生活和生产活动，还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
展和金融市场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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