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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国际范围内被公认为研究中国铜元的鼻祖和权威的伍德华的经典著作，也是第一本对中国机
制当十铜元作系统介绍的书籍。
书中分省对中国机制铜元做了大量精细的梳理和鉴别，创设了分解铜元面背，分别编号，以编号的组
合来反映芜杂的版别，并且在表格中详细地列出币材、重量、评级等。
本书内容曾以英文于1926-1935年在《中国科学与艺术杂志》上陆续发表，1942年在巴黎正式结集出版
，出版60多年来，一直被公认为权威和经典，但却一直没有中文版面世。
作为首次中译本，本版中文由上海博物馆钱币鉴定专家钱屿翻译，并重新配制了图版。
本书既可作为钱币研究者和近代经济史、金融史和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参考，又为广大钱币收藏者和投
资者提供了一个权威、实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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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特拉西·伍德华，英文全名A. M. Tracey Woodward，美籍犹太人。
1876年，伍德华出生于印度洋中的留尼汪岛。
1879年随其母亲定居于日本横滨，1895年迁大阪附近的神户。
其父是一名海员，喜好收集邮票，伍德华12岁时接管了父亲的邮票集藏，养成其一生的收藏嗜好。
伍德华16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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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译说明序言第一篇 安徽省第二篇 浙江省第三篇 直隶省第四篇 清江第五篇 福建省第六篇 奉天省第七
篇 大清铜币通用币第八篇 湖南省第九篇 河南省第十篇 户部第十一篇 湖北省第十二篇 江西省第十三篇
江南省第十四篇 江苏省第十五篇 广西省第十六篇 广东省第十七篇 北洋第十八篇 民国铸造的当十铜元
通用币第十九篇 山东省第二十篇 山西省第二十一篇 四川省第二十二篇 云南省第二十三篇 东三省、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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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出版60余年来，影响深远、至今不衰；中国铜元学术研究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铜元研究经典著
作首度以中文面世；权威专家历时多年精心编译。
　　在中国铜元研究领，有一位外国人和他的著作经常被提起和引用，不少钱币学家多以他的这本著
作为蓝本，撰写各自的铜元著作，他因此被丰为科学研究中国当十铜元的奠基人，而他的本著作则被
认为是中国铜元学术研究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
他就是伍德华，而这本著作就是《中国当十铜元》。
　　伍德华，英文全名A. M. Tracey Woodward，美籍太人。
1876年，伍德华出生于印度洋中的留尼汪岛。
1879年随其母亲定居于日本横滨，1895年迁大阪附近的神户。
其父是一名海员，喜好收集邮票，伍德华12岁时接管了父亲的邮票集藏，养成其一生的收藏嗜好。
伍德华16岁时就撰写有关邮票文章。
1905年，伍德华售出其父亲的世界性的邮票集藏，着重于日本邮票，不久成为日本、朝鲜、中国台湾
邮票的权威。
　　他于1906年（一说1916年）移居上海，后为上海产业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
据其在法庭供称，从1918年至1925年，他已将价值几百万两的鸦片运到了中国。
1918年，伍德华因不堪在上海的美国律师的敲诈而向美国法庭自首，认当年他私运了价值白银一百万
两的鸦片到国。
此时美国虽主张禁止贩卖鸦片，但实际上对贩卖鸦片的处罚极其轻微。
因此，伍德华在交出一笔罚金后便逍遥法外，重操旧业。
1925年，伍德华又一次案。
这次，伍德华是从印度购买了270箱（合3.7万磅）大土运到波斯湾土耳其的一个大商埠，计划转运中
国，其间在印度的活动得到了英国殖民当局的同意，还牵涉到许多头面人物。
此次波斯事发，伍德华曾交出一笔罚金和保证金，后保管这笔款项的律师向伍德华索贿的隐情暴露，
故伍德华因在法庭上作证有功而免于处罚。
据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钱币馆长弗朗索瓦·蒂埃里（中文名陈明道）十余年前告知，巴黎的国际
警察组织欧洲分部至今仍藏有一份关于伍德华在20世纪10-30年代涉嫌走私鸦片、东方文物为生的档案
。
1930年他举家迁居法国，1937年又回上海清理个人财产，回法国的第二年去世。
伍德华的藏品均分出售，其赖以写作的资料数千枚当十铜元也已于1954年售出。
据买主称，这些铜元放在一个箱子里，重地搬不动。
　　伍德华平日对中国铜元研究情有独钟，以雄厚财力为后盾，不遗余力地四处收集中国铜元。
相传为收集铜元版别，伍德华曾在上海老城厢的九亩地（今西门中华剧场旧址）开设剧院，每日将售
票所得的铜元逐一挑选。
20世纪30年代，他曾与耿爱德等人组织的上海西人货币会、以及上海古钱收藏家们有着频繁联系。
在1922年8月出版的《新中国评论》杂志上，伍华首次发表了《山东铜元》，成为了中国当十元研究的
发端。
之后，从1926年3月至1935年12月，伍德华在《中国科学与艺术杂志》（不久改为《中国杂志》）上断
断续续地发表了《中国当十铜元》的系列英文文章，逐次一一介绍中国中央和地方各造币厂、铜元局
等铸造的当十铜元。
后于1942年，他已发表的文章被编辑成册，在法国巴黎正式出版。
　　《中国当十铜元》一书自出后60余年来，影响深远、至今不衰。
首先，此著以英文撰写，便于欧美钱币界人士了解中国铜元。
同时，作者在写作时已经考虑到西方人的需要，故在注释中分别对中国的各个省份作了背景介绍，详
细介绍了它们的地理、经济等方面的资料。
他所引用的书刊多来自诸如甘沛澍、艾约瑟、夏鸣雷、卜士礼、卫利、晏文士、骆任廷等人著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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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均为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外交官员。
今天，已经很难读到原著。
通过《中国当十铜元》的引文，对研究清代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了解当时西方人士对中国的实际观感
等无疑是一份珍贵的史料。
同时，他又大量地引用了英文版的《中国经济新闻简报》以及《海关十年报告书》，这些当时的档案
、报刊真实地反映了清代、民国年间铜元铸造、发行和流通的状况，对于今天我们从事经济、金融和
钱币学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学术资料。
其次，伍德华在《中国当十铜元》中对铜元的版别作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自行设出分解铜元面背
，分别编号，以编号的组合来反映杂芜的版别，并且在表格中详细地列出币材、重量、评级（珍稀程
度）等，这为后人科学地研究中国铜元开辟了一条阳关大道。
自《中国十铜元》出版以来，日本、台湾、香港等地的钱币学家多次以其为蓝本，撰写各自的铜元著
作，对铜元版别有所补充，但从开创性而言，均无法于伍德华《中国当十铜元》同日而语。
从这一角度出发，伍德华无愧于科学研究中国当十铜元的奠基人，而《中国当十铜元》则应是中国铜
元学术研究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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