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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早时候的当票
王天杨

④宁海聚成当铺当票 ⑤慈溪义成当铺当票

金融业被誉为“百业之首”，在近代钱庄和银行出现之前，典当业是中国极其重要的
金融业。从事典当的店铺，称为当铺（图一），是一种收取典押物进行放款的信用行业，
运用货币资本生息图利。

①①民国时期当铺门面民国时期当铺门面

当铺收取当物，付给收据，作为
赎取当物的唯一凭证。此凭证，就是

“当票”。当铺对当票管理很严，专门
刻版印制以防假冒。当票上面印有
当铺名称、地址、抵押期限、抵押利率
等内容，交当物人收执，到期凭此赎
取当物。当物人如急需用钱，也可将
当票售卖。当票上除印有上述固定
的内容外，还有手写的文字，有关当
物名称、质量、数量、典当金额等内
容。当票体采用本行业的特殊文字，
这种文字被称为“当字”（图二），只有
当铺内部的人才能辨认，外行人很难
辨识。其目的就是防止第三者冒领，
通过询问对象形状及质典数字等，进
行真伪辨别。另外，当铺有本店的特
殊文字，可以作为本店的特色，也是
中国传统当票的特色。有的典当行
也和其他钱庄商号一样，发有钱票，
融通资金[1]。

宁波钱庄业未兴起之前，宁波典
当业曾长期统领借贷领域。宁波典
当行一般设“总上”1人，总理事务，
由股东担任。职员分为内、外两部。
外部有正看、副看、账房、票房、取房、
牌房、衣房；内部有楼头、楼二、楼三、
银房，各带学徒。正、副看评定抵押
品价格，取房为赎当时交付低押品
者，票房负责付予当票及银钱，牌房
给抵押品编号拴附，衣房将当入物品
整理入库。楼头专司仓库内的各项
事务，楼二、楼三辅之。宁波鄞县多
数典当月利息为2分，质物期限为18
个月。过期不赎称为“满当”，由典当
行自行处理。典当业资本一般不是
很充足，平时周转往往不敷支出，大
多依赖于银钱业的调节。典当业也
经营存款业务，以增加资本，弥补不
足[2]。

典当行均四周高墙，柜高过顶
（图三）。投资开设典当行的多为官
僚豪绅、巨富显贵，在社会上拥有一
定的势力。旧时，求当者除贫苦大众
外，还不乏鸡鸣狗盗之辈和赌徒。当
铺的地址多分布在水陆交通要道，但
也有设在里弄僻静之处。繁华之处
可招揽更多的生意，典当、赎当也便
于找寻；设在僻静处也有好处，毕竟
典当物品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②当票上的“当字”

③当铺的高柜台

本人收藏着一张民国时期的
当票（图四），抬头为“聚成”当铺，
敦字1343号，典当金额2000文，
丁卯年（应该是 1927 年），月息2
分，当期24个月，宁海县北门内
春浪桥聚成典票。据《宁波金融
志》介绍：宁波典当业早期设置情
况已难查考。1871年（清同治十
年），鄞县城乡有典当行 23家。
1915年，浙江省典业公会成立时，
鄞县典当行增至32家，其中城区
21家，四郊农村11家。宁波所属
其他各县（除定海县，包括今余
姚、宁海两县）36家，共68家。至
1918 年，宁波共有城乡典当 79
家，聚成典当便是宁海县两家中
的一家[3]。

不久前，一宁波泉友在本地
市场淘到一张票据，由于印刷模
板的磨损，导致字体模糊不清，无
法分辨是何物，找我交流。我一
见如故，此票与我手中的宁海当
票如出一辙，犹如孪生兄弟。仔
细观察，隐约可见义成二字，此为
义成典当行的当票。每一个时
期，每一个地方的当票风格不一，
独具一格。查阅《宁波金融志》，
1918年宁波府属各典当业中，慈
溪县的 9家中，便有一家为“义
成”，经理人：胡子颖，地址：沈师
桥。由此可以断定，此票为民国
时期慈溪县价值2000文的义成
典当行的当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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