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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
历史悠久的中国钱币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们留给后人的一份丰富的文化遗产。
广大集币者急唤能有一系列全面、权威介绍品鉴中国珍稀古钱、珍稀机制币（银币铜元）、珍稀纸币
和珍稀钱币辨伪的工具性书籍。
余榴梁先生藏品宏富。
他苦心集藏50年，藏有世界上2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历代钱币近40000种。
其中有金属流通货币、纸币、花钱等，材质有金、银、铜、铁、锡、镍、铝、铅、锑、陶、纸、竹、
骨、琉璃、塑料等种类。
上起夏商，下至现代，绵延整整30个世纪，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品种之全堪称全国之最，他的家
被人戏称为“万国银行”，而他本人则被人称为“江南有钱人”。
余先生嗜“泉”如命，但在收藏过程中，欲以实实在在的学术和藏品去填补国内钱币研究及钱币文献
出版领域的空白。
为此，他不放过对到手的每一枚钱币的探究，结合文史类文献，并虚心求教于钱币大家马定祥和钱币
界等同道，先后撰写论文700多篇刊于中外报刊。
10多年前，社会上流传清康熙帝时期从四川进藏平叛途中所铸罗汉钱内含有金子成分。
为了澄清史实，余先生将一枚罗汉钱锯成小块，用强酸溶融后，化验各种成分，证明其中并没有含金
，于是他撰文否定了这一讹说。
2001年，台湾《钱币世界》创刊号在封面上刊出了一只“柿子银饼”钱币照片，并确认此钱币为珍稀
古钱。
余先生几经考证，否定了这种说法，并撰《也谈汉柿子银饼》一文，在该文刊载后，得到了钱学界的
认同。
他发表的一篇《“天福镇宝”不是五代货币》的文章，考证了“天福镇宝”系安南国（今越南）所铸
的由来。
余先生还以大量的材料证明了“上杠五铢”不是宣帝时造的，而是宣帝前武帝造的论断，推翻了历代
公认的“五铢钱”的断代时间。
他还发现了广西出土的历史上无任何著作记载的五代十国的“马殷铅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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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为《中国珍稀钱币图典》的第一部即《纸币卷》，是余榴梁和朱勇坤两君精心合著之作。
作者从发行数量、存世量、文献有无记载以及币材的质地、品相等几个方面来综合衡量，以考古样品
和历史文献为基础，在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的前提下，力求做到考证严密、叙述简洁、解释明确、选图
清晰。
本书汇聚了作者大量经验性内容，也是作者近半个世纪收藏鉴定钱币的心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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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榴梁，钱币收藏家。
上海钱币学会理事、香港钱币研究会会员、《中国收藏与欣赏》编委会副主编、中国文物学会民间收
藏委员会理事。
50年来，收藏了中外钱币40000多种。
著有《古钱》、《世界流通铸币》等。
与他人合著的有《钱币投资技巧》、《钱币漫谈》、《中国花钱》、《钱币学纲要》等16部著作。
朱勇坤，《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1957年生于上海。
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
曾供职于新华通讯社上海分社任记者、编辑，上海市经济委员会研究室。
发表有关中国政经济文化的消息、通讯、评论、报告文学达500万余字。
担任主编和执行主编的有《上海外资企业风采》、《看见上海细节》、《上海的古树名木》等。
近年来，作者把集藏热潮作为我国经济生活中一个独特的经济现象来探讨和研究，先后编著有《中国
集邮潮》、《邮票投资技巧》、《钱币投资收藏手册》、《金银币投资收藏手册》、《油画品鉴与投
资》等10余部收藏投资类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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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古代纸币  1.南宋行在会子库钞版  2.中统元宝交钞壹贯文省  3.中统元宝交钞叁伯文  4.中统元宝交
钞伍伯文  5.至元通行宝钞1287年贰贯之一  6.至元通行宝钞1287年贰贯之二  7.至元通行宝钞1287年壹贯 
8.至元通行宝钞1287年叁拾文  9.至元通行宝钞1287年贰拾文  10.大明通行宝钞洪武柒年（1374）壹贯 
11.大明通行宝钞1374年肆伯文  12.大明通行宝钞1374年叁伯文  13.户部官票咸丰肆年（1854）伍拾两 
14.户部官票咸丰五年（1855）拾两  15.户部官票咸丰四年（1854）伍两  16.户部官票咸丰五年（1855）
叁两  17.户部官票咸丰四年（1854）壹两  18.大清宝钞咸丰捌年（1858）百千文  19.大清宝钞咸丰柒年
（1857）伍拾千文  20.大清宝钞咸丰捌年（1858）拾千文  21.大清宝钞咸丰捌年（1858）伍千文  22.大清
宝钞咸丰捌年（1858）贰千文  23.大清宝钞咸丰肆年（1854）壹千五百文  24.大清宝钞咸丰肆年（1854
）壹千文  25.大清宝钞成丰肆年（1854）伍百文  26.甘肃司钞同治柒年（1867）准钱壹千文  27.甘肃司
钞咸丰肆年（1854）伍伯文  28.同治银票1866年壹拾两  29.同治银票1867年壹两二、清后期纸币  30.大清
户部光绪32年（1906）壹圆兑换券  31.大清户部光绪32年（1906）伍圆兑换券  32.大清户部光绪32年
（1906）拾圆兑换券  33.大清银行光绪三十三年（1907）壹圆兑换券  34.大清银行宣统元年（1909）壹
圆兑换券样票  35.大清银行宣统元年（1909）伍圆兑换券样票  36.大清银行宣统元年（1909）拾圆兑换
券样票  37.大清银行宣统元年（1909）伍拾圆兑换券样票  38.大清银行宣统元年（1909）壹百圆兑换券
样票  ⋯⋯三、商业银行纸币四、民国军用票五、民国四大银行纸币六、地方银行纸币七、外国银行
在中国发行的纸币八、日伪政权纸币九、钱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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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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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纸币堪称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其数量之多可谓汗牛充栋，珍品稀品也多见披露。
但要编入本书，还要颇费思量。
故本书从酝酿到写作，历时数年。
我们主要考量三点：一是选入本书的纸币必须符合珍稀标准。
因此，要综合考虑纸币的存世数量、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以及在货币史、钱币学上的地位等要素。
但也要考虑部分纸币特别是纸币的历史价值。
也因为纸币的市场价年年不同，故本书采用12级分等制的纸币定级，基本上给出了纸币的真实参考价
格。
读者只要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拍卖图录、收藏报刊，结合本书的纸币定级，就能推断出更真实的纸币
价格。
二是对纸币真赝严加甄别。
假的坚决杜绝，学术界有争议的、存疑的也不收入。
三是在图片上力求精致，能用实物的尽量用纸币实物进行电子分色。
尽管对纸币可能略有影响，我们还是照做了。
这样，选用的纸币作者略多了些，这是稍有遗憾的。
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的藏家能予以帮助。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有图片都采取电子分色，少量图片给予一定修整，但都保留了原纸币的历史风
貌。
中国纸币品种繁杂，收集详备极为不易，考证定级更是难上加难。
但我们本着要为钱币收藏界、为钱币爱好者提供一本兼顾实用性、鉴赏性的品鉴中国珍稀纸币的工具
书，作出了极大的努力。
然而，限于作者学力，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不尽人意之处也还有许多。
所有上述，盼识者正之。
本书从收集资料到出版，先后得到了各个方面的关心和照应。
香港钱币研究会会长马德和先生拔冗为本书作序；顾欣、陈新、张弛先生提供了帮助、联络，马定祥
、丁张弓良、许义宗中、王松龄的旧藏资源充实了本书内容；戴志强、徐渊、马传德、周祥、徐晓岳
、张建勤、王宣瑞、孙彬、王慧新、徐云、刘晓露、薄地阔、李明等先生为本书提供了帮助；上海钱
币学会、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博物馆、上海印钞厂、中国近代印刷公司上海印刷厂、沈阳
造币厂等单位为本书展示珍品；徐枫、石长有、冯志苗、苗培贵、季炳王从、沈建军、黄和祥、赫卫
星、张德祥、金立夫、黄享俊、欧阳青、黄虎生、徐为民、顾诚、杨湘君、方奇先生等提供了实物资
料。
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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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珍稀钱币图典:纸币卷》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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