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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河南出土钱币丛书3：开封商丘钱币发现与研究》为新中国成立50年来商丘钱币出土与发现情况
的总结，是对商丘几千年以来历代钱币的出土与发现资料的汇集。
在原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又对全区钱币的出土与发现进行了全面的普查，在普查过程中，得到了商丘
地区及各县市文博部门和民间钱币爱好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使得这一工作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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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便于对照分析，进行综合性权衡，兹根据第二节中所介绍的主要内容，加以分类整理，梳理出
币形演化对照简表，供参考。
　　从表中可以看出，魏祈布的币形是在春秋时期的空首布基础上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创新，并吸收
前者中的可取部分而揉合于其发展演化之中而形成平首方足布。
　　同一地点的铸币，币值有大小的不同，时间上亦有先后差别。
不同地点铸行的相同币值的货币，有的可能相距时间不太长，也有的在时间上可能相差悬殊。
同中有异，异中又有同。
对这些头绪繁杂、纵横交错的现象，则需要多方面的反复比较对照，加以梳理，才能寻找出其时代先
后的规律性。
　　安邑半祈、虞半祈、共半釿，都是在诸侯封国的都城名邑所铸行的，币值相同，币形都是平首上
有穿孔、缩颈、圆肩、浅弧裆、方足，有周廓，币文倒书，完全一致。
安邑一祈与虞一釿的币形同样都是缩颈、圆肩、深弧裆、方足，币文倒书。
然虞一祈有周廓而安邑一祈则无周廓，应属于大同中的小异。
由此可以看出，既有币值不同而在币形上的细微差别，又有其不同铸币地点的局部区别，总起来说，
大体上还应属于同一个历史阶段的铸币。
其始铸时间，相对来讲，可能属于魏文侯在位期间较早的铸币。
“共半祈”也属于这一时期，但却不见有。
共一祈“布出现，或许由”共“字圜钱以代之，这可能是战国早期，在太行山以东的魏国地区所特有
的钱币文化现象。
　　梁半祈和晋阳半祈，梁一祈和晋阳一祈，币值分别相应，币形都是缩颈、平肩、深弧裆、方足，
币文均为倒书，应是同一时期所铸行。
改圆肩为平肩，有沿袭前代的遗风，是其时代特色。
二者一个在河西郡流通，一个在黄河以东流通，始铸时间相对来讲应晚于安邑、虞、共等历史名邑，
约在魏文侯中期。
　　阴晋半祈、阴晋一祈和甫反半祈、甫反一祈的币形都是缩颈、平肩、深弧裆、方足，唯币文使用
正书，开魏祈布币文正书之先例。
其始铸时间应晚于梁半祈、梁一祈和晋阳半祈、晋阳-祈，相对年代应在文侯晚期。
　　还有高半祈和高安一祈，币形全同以上四种，唯在币文书写方式上有别异之处，高半祈的”高“
字为正书，半祈为倒书，高安一祈的”高安“二字合文，币文倒书，应是处于魏祈布由倒书朝向正书
书写的过渡阶段，其始铸时间可能介于两者之间，或走向正书中的又有返复因素，亦应划人文侯晚期
的范畴之中。
　　《史记，魏世家》中记有：“文侯三十六年（前410），秦侵我阴晋。
”由此可推断“阴晋布”始铸时间当在公元前410年以前不远。
又《史记·秦始皇本纪》：“惠文君六年（公元前332年），魏纳阴晋，更名宁秦。
”这是阴晋布币流通的下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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