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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收藏是一种爱好，有人认为收藏是一门学问，有人认为收藏是一
种消遣，还有人认为收藏是一种投资，而通过价值让藏品从侧面证明自己
独到的眼光，就是一种自我认同般的享受。

我是老黄，关注我，了解更多值得收藏的小物件，早日实现人生价值

有空点点小程序，就是对老黄最大的鼓励

1

青铜贝币

在收藏中，古钱币是一为小件，但其中的学问很深，古钱发展源远流长，品种纷繁
，从商代的贝币、战国的刀、布币，秦代的方孔圆钱，到清末的机制币，数以万种
千姿百态的钱币构成了当今钱币收藏领域中最为庞大的收藏门类。自先秦以来，货
币随着朝代的变迁，形式也不断地改变，从最初的贝币到宋代的交子，以及明清时
的票号。这些货币形式的不变更新，是一种社会进步，也是一种发展的必然。

□ 漫话古钱币

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就开始利用剩余的物品，以物易物进行交换，所以在《易经
》中有"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记载。在这
个时期，因为还没有货币，所以人们只能用一般等价物品进行交换。为此物品也就
成为最原始的货币。而且这种用一般等价物进行交换的贸易形式，一直延续到西周
时期，还有古老的痕迹，西周时的青铜器勿鼎，有"我既买汝五夫，用匹马束丝"的
铭文记载，清楚的记录了这一以物易物的贸易交换史实。

最初的货币并称为钱，从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可以了解到："钱，铫也，古者田器
"，从中可以看到钱当时是一种农具的名称，也反映了我国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国家
。

货币是什么？从商代墓葬的发掘中，我们发现在当时不仅是一种装饰品，而且在当
时也是一种一般等价等的特殊物品，即为我们说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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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中有"庚戌卜，□贞：锡多女有贝朋"，西周时金文中也有"侯易中贝三朋，作
祖癸宝鼎"等记载。由此可以说，贝在西周时已经成为有一定价值的特殊物品。

货币的形成，是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根据汉代桓宽《盐铁论》错币中"夏后
以玄贝"一说，贝作为货币可能起源于夏代，从安阳出土的铜贝表明，我国的金属铸
币不晚于殷商时期，而后才有空首布、无文刀化及蚁鼻钱。随之又进变为有文字的
布钱及刀化等。

许慎说："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除在文
字和度量衡等方面"罢与秦不同处"，而且在货币制度上"废贝行钱"，行使半两圆形
方孔钱，使货币得到统一，结束了先秦以前货币混乱状况。

秦货币统一也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繁荣，从秦半两钱到宣统通宝的铸造，这
种圆形方孔钱在我国沿用二千多年。

货币的发展是根据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每当一个王朝的社会基础发生变化
时，也因大量的地铸钱而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经济的崩溃也促进社会的前进。

古钱币已经成为一种学问，是同铭刻学，印章学，纹饰学一样，是不可分割的学科
。古钱币的多种多样，有天然贝、铜铸币、蚁鼻钱及布泉刀化，秦后有圆形方孔钱
，到宋代时出现了交子，钱币涉及到的材质有金银铜铁锡纸等等，不同时期的钱币
有不同时期的文字和特点，这样我们在研究古代货币发展的同时，了解古代社会的
各个方面的情况，会得到一些经验和启示。

□ 古钱币的鉴定

学习古钱币鉴定，从方法上讲，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去辨别历代钱币的真假，鉴定钱
币的目的，是要弄清各种历史钱币的文物价值和经济文化价值。

需要先掌握古钱币的基础常识，以及中国古钱币的演变发展史。通过多看，多对比
分析，才能提高自己的分辨能力，一般来说，鉴定古钱币要从钱币的制作、流传、
锈色等方面去考虑，我们知道任何历史器物，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特点，有着不
同的风格。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发生着变化。辨别古钱币不但要掌握大
量的古币特征，同时还要对作假手段、形制等方面有一个充分的了解，才能提高自
己的辨别能力。

在学习辨别的同时，要注意对历史文献的学习研究。我国的史料浩如烟海，大量的
有关古钱币记载散见于史书中，如《史记》《汉书》等正史，在各家野史、文集、
笔记等资料中也多有涉及，自六朝以后钱币学兴起，有专门记载历史钱币的著录和

                                    2 / 7



智行理财网
虚拟货币 甲骨文

专述，这些资料的学习对古钱币的辨别有很大帮助，但也不要全信这些记载，这些
材料只能在鉴别中参考，古钱币鉴定是一门严肃、周密的学问，须在长期学习实践
中加以辨别和提高，这样才能取其精华，察其谬误。否则就会在鉴别时主观武断，
这样就造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错误。

要充分利用考古成果进行鉴定。从钱币的形制、材料、金相、文字及出土时间、地
点和数量，结合历史实际来探求社会经济制度和发展规律。

要懂得古代铸币工艺。古代铸币，一向是用手工制作，到唐代就改用母钱铸钱法。
钱币显得规整精美，同版钱很多，且无砂眼。现今伪造古币是采用翻砂伪造，很容
易留下砂粒印迹。古钱辨伪中，书法知识也是必要的。因为钱文多为名书法家和当
时书法造诣很高的人所写。如唐开元通宝就是由欧阳询手书，北宋元丰钱由苏东坡
题写。鉴定钱币也离不开古汉语和古文字学等。

掌握古钱币的鉴定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是看铜质，在历代古钱币中大多为铜合金铸造而成，各个时期的含量也不同，这
一点与鉴定青铜器有相近之处。看铜质有一个共性，先秦铸市，以铜锡合金铸成，
铜质呈青红色；汉唐宋时期的钱币为青铜铸造，铜色青白中微带淡红。隋代五铢钱
因为锡的成份大，铜质泛白，称之为白钱；明嘉靖以后，开始向黄铜过渡。天启年
间，用黄铜铸市成为定制，钱币色泽较之以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乾隆五年以后，
铸钱加锡。叫做青钱。用铜锌合金铸造的钱币呈黄色，铜锡合金铸造的钱币呈青色
。清代及民国时期，有的地区铸钱用铜加少许锌铅，铸成的钱币颜色呈红色。

二是观锈色，古钱币有两种，一为发掘品，二为传世品，出土的钱币多有包浆，呈
墨色或铜色。钱币上的铜锈有南北之分，北方干燥，雨水少，不易干，则锈色坚硬
。南方多雨水且潮湿，氧化层较松且多呈蓝绿相间二色。

三是看钱文。不同时代的铸币铭文，有不同的书写风格。先秦时期的刀、布、圜钱
等金属铸币上的文字是用大篆来书写的，莽钱悬针，唐钱八分。钱币文字以时代而
分，如与特点不符必为伪品。鉴定时还需要听声音，质地不同声音不同，先秦钱币
多为哑声，明清钱币落地清脆。

□ 古钱币的墨拓

在收藏古钱币时，为了长期的保存资料，也便于对实物进行编目研究，还要对古钱
币进行墨拓工作。

墨拓用于古钱币，同碑帖拓本、金文拓片一样，是一种细致的工作。拓本，也作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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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存资料的重要方法，在出版古钱币著录书时，所刊布的有许多是拓本，如丁
福保的《古钱币大辞典》等，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提高，当代的古钱币著录已经大
量采用了照片印刷。

古钱币的墨拓，需要使用专门的工具，这有别于碑刻的墨拓。一般情况在进行墨拓
时，需要准备墨汁，以一得阁为佳，其它一些墨也可以采用，有的墨需要倒在容器
中放置一些时间，以使墨汁更加的粘稠，除此之外，还要准备宣纸、拓包、砚台、
棕老虎、白芨水等。墨拓的大致方法是，先将古钱币放置在一个平板上，有着铜质
差的古钱币可以放置在橡皮泥上加以固定。橡皮泥是起固定作用，主要固定墙体与
桌面。一般方孔钱也可用印章垫，空首布或扭曲的脆、裂、锈钱币一定要用橡皮泥
固定好，让钱体着墨时受力均匀，不致损坏。

将宣纸用湿布润湿，蒙在古钱币上，稍后再垫上几层宣纸，用棕刷排刷使拓纸和古
钱紧紧密贴住，再等纸发白时，就可以上墨了。拓制时要少蘸黑，注意先从四周均
匀连续轻轻拓制，不要用力不均，拓完轮廓再拓中间有字与穿口，背后如无字只拓
内外郭即可。无字地方留白不要着墨。先秦钱币更是如此。为加深墨色，拓片时，
要一遍遍的轻拍拓纸，直至文字与纹饰清楚。

除墨拓外，还有一些应急的蜡拓法和复写纸的拓法，这两种拓法因为简易好学，也
便于掌握。是在没有墨拓工具的情况下所使用的。这种拓法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就
是所拓出的拓本不能逼真，所以通常情况下后两种拓片不做为正式资料保存，只能
供研究所用。

在完成古钱币的拓印后，还要进行装裱并统一格式，将拓本分类存放，在资料齐全
后就可以进行编目了。古钱币的拓本，是一种简易方便的收藏方法，尤其是在不具
备收藏古钱实物的个人，古钱币拓片成为研究古钱币不可缺少的手段。

□ 古钱文字与书法

古钱币是一个边缘学科，钱币学不仅有自身的文物价值和经济历史价值，还同古文
字学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国的成熟文字史已经有了三千年历史，甲骨文是已发现的较早古文字，因为历史
的原因，大量的古文字资料散见于铜器、碑石、印章、简帛、钱币上。特别是在先
秦时期，遗留在这些器物上的文字成为研究中国文字发展不可缺少的可贵资料。

先秦时期，早期的文字以甲骨文为代表，西周以钟鼎文为代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列国的割治政治，在不同地域里出现不同的文字，为此说这战国诸侯国中的文字
其偏旁较为杂乱，形体繁简不定，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大量的古钱币及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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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出土，丰富了这方面的资料，尤以先秦钱币为材料，对研究先秦文字提供了
新的佐证。

书法是我国的传统艺术，有悠久的历史。古代钱币以文字为饰，数千年来，钱币文
字为研究文字发展和书法提供了珍贵资料。

汉字用于钱币，出现于春秋时期，当时流通在南方的"蚁鼻钱"和方北的首布钱，都
铸有文字，由于铸钱时使用的泥范，所以每范只能铸一钱，所铸的钱文，书无定势
，字无定法，有大篆、六国时期的古文，这些文字的字画繁简，结构错杂。

在秦统一中国之后，书同文，车同轨，文字也由大篆简化为小篆，钱币的文字也使
用小篆铸造，也就是秦半两。半两钱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统一的货币。

半两钱之后，钱币上的书法多姿多彩，包括金文、篆书、隶书、楷书、仿宋体、瘦
金体、行书、草书等，风格多样，如始于战国的篆书体，先秦以前为大篆，秦时为
小篆，王莽用悬针篆，南朝宋易为韭叶篆，更有宋代九叠篆，金代玉筋篆入钱文；
三国蜀铸直百五铢，隶书正式入钱文，汉末楷书始入钱文，有的还使用了当时大书
法家的笔迹。如唐代发行的"开元通宝"钱就是由唐代书法家欧阳询书写的。在宋代
，书法用钱币铸造更是丰富多彩，有苏东坡手书的"元丰通宝"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
大观通宝"等等，这些钱币上的书法有的端正古朴，有的刚劲纤秀，更使钱币书法奇
葩，弥足珍贵。

古钱币文字，到了南宋绍熙年之后，所用的字体逐渐被匀称的楷书所替代。清代钱
币文字以满文和汉字并行。

图片与说明

先秦布币

（此处已添加小程序，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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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已添加小程序，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查看）

布币

布币，因形状似铲，又称铲布，春秋早期出现，直至战国晚期铸行并流通的铲形货
币。"布"是"镈"的同声假借字，在古代通用。布币是从青铜农具鎛演变而来的，主
要在三晋、两周地区通行。按布币形状划分，可分为空首布、平首布两大类。

（此处已添加小程序，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查看）

先秦刀币

刀币，正式称谓是"刀化（货）刀币"。刀币是一种中国古代的铜币名。由生产工具
的刀演变而成。流通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燕、赵等国。种类很多，有齐刀、即墨
刀、安阳刀、针首刀、尖首刀、圆首刀和明刀等。刀币因为铸地不同、形体各异而
形成了"齐刀"、"燕刀"、"赵刀"三大系列。

（此处已添加小程序，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查看）

包金贝

包金贝是中国古代钱币的一种。商代中晚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金属贝类货
币。形仿天然海贝。有金贝、银贝、铜贝等。用青铜浇铸的无文铜贝，有的铜贝外
面包金故称为包金贝，是我国最早出现的金属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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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已添加小程序，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查看）

花钱

花钱源于汉代，花钱在早期使用的时候主要是民间自娱自乐的一种玩钱，不是流通
钱，因此铸造比较粗糙，民间把这种钱称为"花钱"。民间花钱的种类繁多，诸如开
炉、镇库、馈赠、祝福、玩赏、戏作、配饰、生肖等等都要铸钱，这种"钱"，其实
是专供某种需要的辟邪品、吉利品、纪念品。其中"吉语钱"比较普遍，以"长命富贵
"、"福德长寿"、"加官进禄""天下太平"等吉语为多，明清花钱发展达到鼎盛，皇宫
内也开始铸造花钱，而民间花钱也开始用上等的黄铜做材质。

钱范

钱范是古代铸造金属货币的模子，一般称为钱模。早期钱范的钱模直接刻划在石、
铜质的范材上，也有用陶质刻划的。

古钱币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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