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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大学时，曾有一段时间，读《史记》着迷，书中生动的文字，形象的叙事，令我爱不忍释。
三皇五帝，盘庚迁殷；七国争雄，秦皇汉武。
古代三千年辉煌岁月，各领风骚几十年。
司马迁先生的记述，波澜壮阔，壮怀激烈。
我敬仰古人，多有感叹，以至食之无味，夜不能寐。
于是，我尝试将读书心得记录下来，名日“笔记”。
时间一长，读书做笔记，也就成了习惯，而且一发不可收。
多少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痴迷上了古钱收藏，仍然也是笔不离手，日记心得，其乐无穷。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人对历史有着一种近乎超态的迷恋。
从官方所修的庞大史书，到民间个人所写的野史杂记，种类繁多，数不胜数。
当活生生的历史抽象成静止的语言符号时，人们与历史之间就有了便捷的桥梁。
唐太宗是一位会读历史的人。
他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唐太宗很聪明，他将历史的现实意义阐述得很明白。
我以为，如果视历史为一面“镜子”，后人往往是通过自己的心得和笔记来进行观照的，以此来校正
自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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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钱币是当今收藏者最热门的收藏品之一。
中国古钱文化涵盖古今，博大精深。
本书采取笔记的形式，将作者的收藏感受和心得，与古钱图片、古钱历史和古钱故事融为一体，追述
中国古钱文化的发展历程，挖掘古钱文化的丰富内涵，解析古钱文化的哲学观照。
全书流动着五彩缤纷的特质美感，展示出中国古钱文化的优美画卷。
　  本书是一把欣赏和解读中国古钱币文化的钥匙。
内容丰富，语言风趣，图文并茂，通俗易懂。
对于古钱爱好者和收藏爱好者有一定的借鉴性和指导性，对于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有一定
的学术参考价值。
只要你对古钱乃至文化有兴趣，本书就一定会让你其乐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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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政协委员。
痴迷于古钱的收藏与研究，钟情于古钱与文学的联姻，先生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以及钱学论
文多篇（部），共计300万字。
古钱文化小说《传世古》荣获第八届全国铁路文学奖长篇小说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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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先秦钱币：原始货币的起源贝布，中国货币的鼻祖早在远古时期（新石期时代晚期），人类
的肌体很发达，不用穿衣，身上最多披几片树叶或将兽皮挂在腰间，以遮住隐秘处。
天下皆为兄弟姐妹，打来飞禽走兽大家分享，来了洪水猛兽一同抵抗。
后来有爱美之人，发现海边沙滩上有一种很特别的小贝壳，天然纯净，象牙白色，隐约可见血丝。
它一面是浑圆隆起的山丘，另一面则是扁平椭圆，中间裂开一条长缝，两边排列着整齐齿态。
于是，他们用树皮绳将贝壳穿起来挂在胸前，十分炫耀地在海边行走。
没想到，这小贝壳引起了许多人的喜爱，大家争相仿效。
由于这种贝壳十分稀少，谁想要小贝壳，就得讨好有贝壳者，给他吃的喝的，帮他干活。
后经考证，这种特别的小贝壳叫齿贝。
它光洁美丽，小巧玲珑，坚固耐磨，易于计数。
因得之不易，且弥足珍贵。
这就是中国最早的货币：一种指甲盖大小的贝壳。
远古时代部落、氏族间的交换行为，最初都是采取以物易物的形式。
《周易。
系辞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记述了当时的交换活动。
慢慢地，到了奴隶社会，小贝壳就演变成货币。
奴隶主占有人力，自然也占有了货币。
他们用小贝壳交换女人、交换食物、交换自己想要而又没有的东西。
据考证，在我国古代，牲畜、布帛、谷物、小生产工具等，都起过交换媒介的作用。
其中的布帛、谷物，在民间的交换活动中，有着特殊的作用。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必然产物。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品有了剩余，私有财产逐渐积累，社会分工日益明显。
人们在相互交换剩余产品时，一些生活中普遍需求的商品（如工具、装饰品之类）往往起着价值尺度
及交换媒介的作用。
贝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化身的国家之一。
《尚书．盘庚中》孔颖达正义载：“贝者，水虫，古人取其甲以为货，如今之用钱然。
”中国货币不仅历史悠久，而且种类繁多，它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们留给后人的一份丰富的文化遗产。
海贝是中国最早的原始货币。
这在古钱界已成共识。
海贝是内陆地区罕见物品，来之不易．除当货币外，还用做装饰。
犹如一枚箭头，既是战争用的武器，也是狩猎的工具。
据古籍记载，我国最早的货币，有金、银、铜、玉、贝壳、龟甲等。
考古发掘资料和殷商甲骨文、金文有关文字证明，夏商以来，贝壳是当时主要的货币形式。
天然海贝的品种很多，有“货贝”（又名齿贝）、“拟枣贝”、“阿文绶贝”、“伶鼬榧螺”等，其
中货贝比较常见，贝面上的长齿槽称为“贝齿”或“贝唇”。
人们为了便于携带方便，在货贝的背部多凿有小孔，早期孔相对小，称之为“小孔式货贝”，以后，
穿孔逐渐扩大，称为“大孔式货贝”。
当时的捕捞条件、交通运输工具相当落后，海贝的采集及带往中原地区并非想象中那样容易，贝币的
价值较高。
加之货贝产地遥远，只有通过贸易交换和贡赋等渠道才能传到中原地区。
奴隶社会的夏商时代，贝币就成了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
这种贝币在我国匹古时代曾流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贝币在我国边远地区使用的历史也很长，如云南部分地区直到清初仍在使用，称做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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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族是以善于经商而载人史册的。
殷商时期，商业发达起来，货巾被广泛使用。
商代的甲骨文与青铜器铭文中，就有不少“取贝”、“赐贝”的记载。
商代墓葬中，更有大量的货贝实物出土。
西周成王时何尊铭记王赐何贝卅朋，贝币也被视做财富的象征。
贝作为货币，在我国汉字里也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凡与财物有关的字多数带贝旁，如财、贸、贪、贫、贿、赂等。
这充分说明我国在创造和使用文字之时，贝已经是货币了。
贝币大都是由天然海贝加工而成的贝类货币。
1976年秋，河南考古工作者在安阳殷墟发掘出了一座商代古 墓，除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外，随之出土
的自然贝币就有7000多枚。
考古工作者通过对这些货贝的计算，预料此墓主必定为商代的大户富主无疑。
考证结果，最后认定为王武丁配偶妇好之墓。
这些出土贝币的年代为公元前19世纪至前16世纪，距今约3500年以上。
经过加工的天然贝币形体一面有槽齿，贝币光洁美观，便于携带。
这类海贝主要出产于我国的东海、南海等海域，反映了商代商业交流的情况。
商代用贝币作为随葬品的发现很多，依据墓葬规格的不同，用贝币的数量也差别悬殊，少则几枚、十
几枚，多的达数千枚。
商代的卜辞和铜器铭文中，也有“锡贝”、“囚贝”、“赏贝”等字样。
在商代中期以前贝币价值很高，臣下若能获得商王贝币的赏赐那可真是极大的荣耀。
到了商代晚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日益频繁，交换地域也不断扩大，导致海贝供不应求。
这时，人们又想出了以其他材料仿制贝形货币的方法，如石贝、骨贝、蚌贝、玉贝、陶贝、绿松贝等
。
这类贝币形体都较小。
至商代晚期，青铜铸造的铜贝问世，其贝面凸起，还模铸一道贝齿。
由于没有文字，古钱学家称之为“无文铜贝”。
铜贝出土于河南安阳和山西保德等地的商代晚期墓葬中，年代约为公元前14世纪至前11世纪，铜贝堪
称是我国最早的金属货币了，也是迄今发现的人类社会最早的金属铸币，应为“世界之最”。
其中有一种表面包金的铜贝是作为大额货币使用的，现存世量极少。
蚌贝因一出土就容易损坏，现保存完好的不多。
铜贝是继原始贝币之后产生的新币种，它没有脱离原始贝型，延续了对贝壳形制的模仿。
从天然贝到铜贝，这无疑是货币发展的一大进步。
据说，在西方公元7世纪时，小亚细亚的吕底亚人有一种椭圆形金属钱，状似圆卵，被认为是世界上
最早的铸币。
其实，这种钱币只是盖有印记的金属锭，制作也是比较原始的。
即先把烧热的金属块放在铁砧上，然后加印模在上面，用锤子敲打而成。
一面有些条纹，另一面三处凹陷，类似蚕豆大小。
而我国铜贝的出现，则比此早得多。
作为货币，铜贝具有更适于流通的耐久性和价值衡定性。
春秋战国时期的货贝背部几乎磨平，称为“磨背式货贝”。
“铜仿贝”一般仿货贝之形，早期者与天然贝形制相近，春秋以后，南方楚国地区又铸造出有文字的
“铜仿贝”，是为有文铜贝。
它的外形有的像蚂蚁爬鼻，有的像鬼脸的样子，所以俗称“蚁鼻钱”或“鬼脸钱”，其面文多达十余
种。
从西周中期以后，铜仿贝就逐渐多于天然贝了。
到了公元前7世纪，我国春秋时代出现了原始空首币。
铜仿贝是金属铸币的过渡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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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前期，黄河中下游一些诸侯国还曾继续铸行铜贝，但到春秋中晚期，各国继铜贝而铸行的是布币
和刀币。
商代贝币的计量单位是“朋”。
“朋”的古字本义是指一串或两串相连的“贝”，后来逐渐演化成计量单位。
“一朋”到底为多少只贝呢？
一直未有一致的说法，从两只到二十只，各说不一，一般多认为两串五个的贝或两串十个的贝为“一
朋”。
据金文中记载，君王的赐贝是臣下极大的荣宠。
如商代的小子省壶铭：“甲寅，子赏小于省贝五朋，省扬君赏，用作已宝彝。
”可见贝币的价值是挺高的。
在江浙一带的农村，家长们十分习惯将贝佩挂于孩童的身上，期望孩子健康成长。
更有父母干脆把儿女直呼为“宝贝”。
“贝币”虽小，却集经济、历史、文化等多重含义于一身，颇受钱币收藏爱好者们的青睐，进而成为
当今收藏的一大门类。
目前存世的普通天然贝币大多呈乳白色，表面无光泽。
由于天然贝币出土很多，基本上没人作伪，而用其他材料所制的贝币就有不少赝品了，集币爱好者在
收藏时应小心谨慎。
在钱币交易市场里，一枚天然贝币的价格约10余元，石贝、骨贝的价格约20元至40元左右一枚，绿松
贝和铜贝的价格要高许多，一些品相上好的铜贝要价上百元甚至更高。
铲布：写在农具上的甲骨文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
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病卧在床，琉璃厂清秘阁爱好金石的孙秋风先生特地去府上拜见看望。
王懿荣将一种称之为“龙骨”的药物给他看， “龙骨”上有类似铜器上的铭文文字。
王问他：“是否认识这样的篆字？
”孙说：“不识。
”孙问王：“这‘龙骨，出于何处？
”王回答道：“是药铺里卖的一味药也。
”王懿荣从药铺里收集了数十片“龙骨”，未及研究出道道来就去世了。
一次，孙秋风拜访老主顾孙诒让，得知他也在研究“龙骨”，撰写过《契文举例》，考释“龙骨”上
的文字。
这时，孙秋风才知道“龙骨”是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的殷墟。
上古时，古人将铭文烙于龟壳上，或是占b，或是记录事情。
近百年来，河南安阳小屯因出土了大量刻有文字的甲骨而闻名遐迩。
名曰：甲骨文。
春秋时期，我国曾流通使用过一种名叫“铲布”的货币，其币面上大多铸有文字或符号，即用甲骨文
刻写的钱文。
商代甲骨文与铲布钱文前后相隔500余年，却一脉相承，关系紧密。
铲布的钱文是先在土范上用刀刻成，然后翻铸，钱文上可以看出刀锋的痕迹，其刀法笔意都与甲骨上
的文字相似。
铲布上的数字、天干、地支及文字如侯、京、于、吉、宫、不、大、弗、朋等都与甲骨文一样。
甲骨文的雨字分上下两部分组成，铲布上的雨字已连成一体。
又如铲布上的黍字，类木字四周加上四点，甲骨文中也有木字旁加二点的字，与此相似，此字有祭祀
之意。
铲布的钱文由于随范而异，每枚都不雷同，因此无所谓版别之分，但不同的钱文仍是多寡悬殊，少见
的有癸、子、丑、北、下、平、巨、白、祝、月等，它如官考、文货、安周等二字铲布或四字铲布较
为少见。
相传，社会发展到公元前6世纪后期，“贝币”已完全不能适应市场交换的需要了。
有时为了买一头牛，要背上成斗的“贝币”或者“仿贝”到市场上去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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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国王下决心要改革货币制度，决定铸行大额“货币”与各种“贝币”并行。
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国王不顾保守势力的反对，终于铸造出了大钱一一“铲布”，这是
一种模仿古代农具铲的形状铸造的青铜货币。
古代铲土的农具带有一个把儿，为了插把儿，有一个安把儿的地方像空心的方锥。
钱币学称为“銎”。
铲布是我国最早的金属货币之一，它诞生于中原文化圈。
中原地区的西部为黄土高原，东部是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宜于耕作。
当时中原耕作的农耕器具为青铜器的“博”和“钱”。
“铸”是一种耨具，为短銎宽刃的小锄头，用来除去田间杂草；“钱”是一种耕具，铲状，用来松上
。
合起来称做“镈钱”。
“镈”和“钱”作为商周时期的重要农具，农产之间时常相互借用，于是它们很自然地成为了交换媒
介。
因“镭”字和“布”字通假，所以又称做“布钱”。
这两种农具又是铲的式样，便又称“铲布”。
其币身厚不足一毫米，已失去了实用价值，完全从实物货币的范畴中分化出来，成了真正的金属货币
。
钱面有地名和货币单位等钱文。
“铲币”也叫做布币，依形制可分为空首布与平首布两类。
空首布首部中空成銎状，犹如一种可安插木柄的工具铲，有弧足空首布和尖足空首布两种。
后来，空首布的銎，由于工艺改进、简化，而改为平首布，但通体小于空首布，重量也较轻。
根据考古资料研究，平首布盛行于战国中、晚期，流通于周王畿与韩、赵、魏、等国。
布面都有文字，背无文或有数字。
秦统一后，为秦半两所代替，布币退出历史舞台。
商周时期，青铜是制造工具、兵器及礼器的主要原料。
除用做馈赠外，自然可做称量货币使用。
如西周武王时的利簋就刻有“易又事利金”铭文，周穆王时的丰尊也刻有“易丰金贝”铭文。
这里金、贝并称，也说明青铜与贝同属货币一类。
春秋战国时期，新旧贵族统治者交替频繁，各阶层力量不断壮大，商品交换及流通已超越国界。
商业的繁荣促进了货币需求量的激增，原始的实物货币逐渐淘汰，金属铸币开始大量出现。
当时，金属货币的形式一般都是因地而异。
譬如中原地区的货币就是以空首布为主。
近年来，空首布在河南洛阳、宜阳、新安、孟津、伊川等地大量出土，从地理位置看，都集中在洛阳
周围百里之内，这里是殷商人聚居的地方。
据史载，武王灭纣，仍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殷，武王死后，管叔、蔡叔等助武庚反周，周公镇压叛乱后
迁殷遗民于成周洛邑，而殷人的文化中心也随着移至洛阳地区。
殷人在失去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后，可能改以经商，所以后世商人称为“商贾”。
铲布是殷人最初使用的货币，文字有着殷文化的痕迹。
铲布有平肩、斜肩及大小多型，特大型及特小型的都很少见，前者是铲布减重所致，它们的铸行期短
，所以存世极少。
1978年8月，河南扶沟曾出土了一批银质铲布，这有可能是我国最早的银币形式。
由于甲骨文字形复杂，许多字义还有待破译，导致了铲布的面文也相当复杂，为后人带来了许多研究
空间。
空首布面文自一字至四字计达一百多种，有的为数字，有的是天干、地支，还有一些币文前人认为是
铸地的名称，但不完全正确。
如前人释阜为堂阜，在齐国；粤在越国，吴在吴国，智在晋国，成在鲁国。
但实际上，齐鲁吴越并非铲布的铸行地，这些地区基本上无铲布出土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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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大型平肩弧足铲布尽管面文不一，但大小、厚薄、形制都基本相同，应是同一地区的产品，所以大
部分单字铲布的钱文也许仅仅是铸炉的标记。
铲布在流通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不利因素。
譬如，铲币的尖锐首部、肩和足，既容易伤人，又不便于大量携带和存放。
后来，布的体形逐渐变小，携带起来就方便多了。
轻巧的铲币带来了交易的方便。
周王朝时，属下的各诸侯国纷纷效仿铸行铲币。
战国时期，一些主要诸侯国，如韩、魏、赵、燕、楚等都铸行铲币。
“空首布”的购买力，历史没有记载，据猜想推测，开始可能是以“个”为单位，无论大小轻重，一
个就当一个用，这是因为古人的价值观念含混所致。
后来空首布的体形逐渐变小是为了便于携带，与后世钱币的减重不同，在那时减重不影响作价，所以
，空首布的体形可以自由地改进，变得多姿多彩。
铲布自殷商至战国流通1000余年，数量应该相当多，但现在发现的却不多，大概在当时就有很多被熔
毁改铸器皿或重铸钱币。
加之它的体形大，厚度薄，出土时很容易被大量损坏。
现存的初期铲布中无文大布非常少，连体的尤其难得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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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伟大的文学家巴尔扎克说过：“一个毫无癖好的人简直是魔鬼。
”其实，一个人有了癖好也是魔鬼。
这多年，我痴迷于古钱的收藏与研究，钟情于古钱与文学的联姻。
怡情养性，有快乐，也有收获；陶醉沉迷，有苦恼，也有郁闷。
在这种似乎“魔化”了的生活形态中，我享受着一种不易言表的生活乐趣。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我慕名采访了古钱爱好者宋先生。
他是襄樊铁路电务段的一名普通干部，患胃癌后，胃切去了三分之二。
见面时，宋先生却精神饱满，谈笑风声。
他说，刚从医院检查回来，癌细胞没了。
宋先生告诉了我一个对抗癌症的秘诀：坚持长跑。
从宋先生家到樊城江边的古渡口，有两公里多远，他每天要往返多次，而且都是跑步而行。
原来，宋先生是跑步到江边搜集古钱币，古人过渡，为求平安，乘渡船时都要向江水里抛掷钱币，名
日过渡钱。
襄樊的城市建设需要汉江底的沙石，挖石船开到了古渡口的江面上。
猛然间，民工们发现出水的沙石中夹有好多“窟眼钱”。
民工们端着脸盆兜售古钱，轰动了襄阳、樊城。
古钱爱好者们蜂拥而来，或拎着襄阳烧酒，或拿些生活用品，与民工以物易“钱”。
宋先生说： “古渡口的江底可是一个宏大的水下博物馆呢，历朝历代的古钱都有。
”于是，我跟着宋先生跑起了古渡口。
几年后，我竟然成为了一个很富有的古钱收藏者。
泉友相聚，喝茶品钱，不亦乐乎。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钱收藏笔记>>

编辑推荐

《古钱收藏笔记》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钱收藏笔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