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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钱币丛书》从1993年创办到现在，已经走过了13个春秋。
出版的著作分甲、乙两种，已经出版23部：甲种本20部，按出版编序分别是：蒋若是著《秦汉钱币研
究》，甲种本之一，1997年。
杜坚毅、顾佩玉编著《新疆红钱大全图说》，甲种本之二，1996年。
[日]小川浩著、车新亭译《新订北宋符合泉志》，甲种本之三，1996年。
戴建兵著《中国钱票》，甲种本之四，2001年。
齐宗佑编著《咸丰钱的版式系列——自藏自拓咸丰钱集》，甲种本之五，2002年。
王雪农、刘建民著《中国山西民间票帖》，甲种本之六，2001年。
石长有编《民国地方钱票图录》，甲种本之七，2002年。
阎福善、高峰英、袁林、周延龄编著《两宋铁钱》，甲种本之八，2000年。
黄锡全著《先秦货币研究》，甲种本之九，2001年。
福建省钱币学会编著《福建货币史略》，甲种本之十，2001年。
周卫荣、戴志强等著《钱币学与冶铸史论丛》，甲种本之十一，2002年。
王雪农、刘建民著《半两钱研究与发现》，甲种本之十二，2005年。
周卫荣著《中国古代钱币合金成分研究》，甲种本之十三，2004年。
汪圣铎编《两宋货币史料汇编》，甲种本之十四，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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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钱币丛书》分甲种本和乙种本两种：甲种本为高水平的研究著作，力争反映当代钱币学的研究
成果。
乙种本为高质量的普通性读物，力争融学术性、知识性于一体，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本书列入“中国钱币丛书乙种本”之四，是以一种简便的图谱编排方式，把最新的铜元研究成果与
基本的中国铜元品种版式，快捷地传达给读者。
简单说，就是深入浅出地把铜元收藏与研究的基本知识与信息传达给读者。
收录正式行用铜元2000多个品种、版式，完整地概括了中国铜元的基本内容。
每枚币均评级并标出市场参考价（按上品、美品、全新三级），极大地便利了读者随时查阅参考。
此外，本书对收藏研究古钱、银币、纸币、外币、花钱、古玩等门类的爱好者来说，也是十分实用的
一本案头参考，因为大家在平时专业的收藏交流与研究中，也会碰到铜元或与铜元相关的问题，那时
可能需要找一本内容知识比较真实可靠、图片清晰美观的简明铜元参考书，那么《中国铜元谱》或许
可以满足大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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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修订说明序序二凡例绪论  铜元历史概说第一章  晚清政府时期开铸的厂局  第一节  广东  附：香港铜币 
第二节  福建  第三节  江苏  第四节  江南  第五节  湖北  第六节  安徽  第七节  湖南  第八节  北洋直隶  第
九节  吉林  第十节  四川  第十一节  浙江  第十二节  江西  第十三节  奉天  第十四节  户部、度支部  第十
五节  山东  第十六节  河南  第十七节  清江铜元局  第十八节  广西  第十九节  云南  第二十节  新疆  第二
十一节  西藏第二章  民国政府时期新开铸的厂局  第二十二节  民国政府  第二十三节  山西  第二十四节  
陕西  第二十五节  甘肃  第二十六节  直隶口北造币厂  第二十七节  贵州  第二十八节  绥远第三章  苏维
埃政权时期第四章  伪政权与东土分裂政权第五章  机制方孔第六章  代用币第七章  私铸币第八章  各省
异形与趣味品第九章  赝品附录一：铜元品相参考图附录二：机制币工艺程序简介附录三：国内主要
综合钱币网站介绍附录四：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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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909年规定：拥有造币权的厂家，只有度支部所辖的天津造币总厂，武汉、成都、昆明、广州
四处分厂，其他各地铸币厂应一律停铸。
1910年发布《币制则例》再次重申：银元、铜元的铸造大权统由中央掌管；七钱二分制银元定为主币
，经批准生产的铜元定为辅币，未经批准的铜元应停止铸造。
新法令的最大特色在于正式提出设立国家本位货币制度，确立以银币为本位货币，铜元为辅币，新式
铜元以分、厘为单位，不再与制钱挂钩。
同一年造币总厂铸造了“宣统年造”大清铜币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套币，通行全国，准备统一发
行，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套币没有大量铸造，影响不大。
1911年再设计相同图案，但纪年改为“宣统三年”的一套币。
这套币十分尴尬，与《币制则例》的规定有出入，面值又后退到制钱的阴影之中，改为“二十文、十
文、五文”三种，似乎永远摆脱不了制钱的羁绊。
然而历史的车轮不会再给大清皇朝机会了！
就在清政府穷思竭虑还想在制钱与铜元的道路上继续挣扎的时候，辛亥革命的枪声打破了所有的迷梦
。
中国铜元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三、民国时期铜元的铸造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二千多年封建帝制对中国的统治，
对整个社会生活与观念的震动极其深刻。
铜元的设计与铸造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最早铸造革命货币的造币厂是江西南昌。
就在武昌革命发生不久，驻扎九江、南昌的江西新军立即宣布江西独立，掌握了全省军政大权，并占
领了造币厂，着手制造纪念革命的新式铜币“大汉铜币”，币面左右“辛亥”纪年，中间书“大汉铜
币”，正中刻“赣”字，下缘书面值“当制钱十文”，背面图案是表示革命军军旗的粗壮的十八星图
。
这种币明显是直接依照前清时期的“丙午赣大清铜币”铸造的，由于事出仓促，模具简陋，铸造不精
，这种特立独行、革命意味强烈的新式铜元很快就被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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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全国很多泉友的大力支持，除了图片资料的提供之外，还有很多朋友从生活上
、工作条件上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与帮助，友情深厚，终身铭感！
在这里特别提出他们的名字，以表示谢意于万一：孙浩、施诚一、刘继武、李建清、金琪、舒文峰、
孙克勤、李勇、邹力、李平文、徐明。
各地泉友共有八十多人为本书提供了图片，有的标在正文中，有的图片只是面或背，没有标出，他们
的名字单独列在此处（排名不分先后）：美国：孙浩。
北京：孙克勤、李平文、魏亚军、郭平、谢立民；上海：马传德、孟雄、周连法、张诚、周沁园；天
津：崔晓光；台湾：施诚一、郑仁杰、对继武、曾文鸿；香港：朱秫諵；广西：宁业超、林海云、卜
月勤、李专；江苏：金琪、汪洋、顾鼎民、薛利群、吴文缪；浙江：吴连秋、郭鲁春、黄坚如、李健
进；黑龙江：于德潮；山东：杨承德、孙玉波、陈忠华、牟海涛、唐继恩、刘静、刘春阳、张国枢、
崔向荣、刘文合、林延军；安徽：李皖平、唐宗玉、方洁；江西：彭革华、周贵、姚涛；河南：喻战
勇、王向魁；四川：孔路原、程兴强、黄洋、张李辉；重庆：杜江、张可、王爱学；甘肃：姚晓炜、
王长智；湖北：谢彦、付哲、傅志方、朱政明、胡瑞；福建：李建清、邵宜勇、许裕雄；广东：林周
；湖南：戴晓波、周军；陕西：曹呋、尚小阳、曲建；新疆：宋志永、夏波、易勇军、陈建常；西藏
：尹正民、李利山；内蒙古：王殿臣；山西：武贵平、王旭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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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铜元谱(修订本)》：中国钱币丛书乙种本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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