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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武学翁藏泉》共汇集古钱拓2422种。
内容包括：中国最早的货币——贝币；春秋战国货币；秦代货币；两汉货币；三国货币；两晋南北朝
货币；隋代货币；唐代货币；五代十国货币；两宋货币；辽、西夏、金的货币；元代货币；明代货币
；清代货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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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宗明，1943年生，河北省新城县人。
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记者。
现为北京市新闻学会会长、市政协学习文史委特邀委员。
1959年入伍，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化通信学校、总参743部队学校学习。
1962年年底转业至北京无线电二厂任技术员、中层干部。
1972年调北京电子仪表工业局任专职新闻干事。
1978年调北京日报社工作，历任记者、部主任、副总编。
1994年年初任市委副秘书长，同年年底参与筹备《前线》复刊，任前线杂志社总编辑。
1998年任北京日报社党组副书记、副社长、总编辑。
2004年4月退居二线。
曾任第十届北京市政协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自1964年起在报刊发表习作，四十几年里，先后撰写过数千篇新闻消息、通讯、评论和数百篇杂文、
散文、报告文学、文艺评论等作品。
多篇作品获全国、北京市好新闻奖，其主笔的理论文章《中国人民的致富之路——试论邓小平的富民
思想及其实践》获1996年“五个一工程”奖，杂文《老严怎么走了？
》获全国杂文评比一等奖。
散文《一件珍贵的衬衫》和通讯《北京立交桥》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曾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出版工作者、优秀新闻工作者。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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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一、中国最早的货币——贝币 藏品图录／2 二、春秋战国货币 藏品图录／6 三、秦代货币 藏品图
录／15 四、两汉货币 藏品图录／29 五、三国货币 藏品图录／57 六、两晋南北朝货币 藏品图录／63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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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藏品图录／120 十一、辽、西夏、金的货币 藏品图录／205 十二、元代货币 藏品图录／213 十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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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隆庆通宝。
隆庆四年（1570年）铸，小平钱，传世较少。
 万历通宝。
万历四年（1576年）铸，有小平、折二两种。
小平光背者多见，背有“工”、“天”、“公”、“正”、“江”和日、月纹者较少。
背“户”、“河”、“鹤”者极少。
折二钱铸量略少，制作精美，有“万历通宝”折五十大型样钱，可能系开炉纪念性质，珍罕。
 天启通宝。
天启年间（1621—1627年）铸，天启时全国设炉156座，同铸“天启通宝”，故铸量多、版别复杂。
小平钱除光背者外，尚有背有日、月、星纹等标记的；有纪局、纪地的，如工、新、京、镇、密、浙
、福等；有纪重的，如一钱、一钱一分、一钱二分等。
铸量多寡不一，传世亦多寡悬殊。
其中，背“一钱”、 “一钱一分”者最少，背“密”、 “奉旨”者亦少。
折二型天启通宝较少，有背星纹、纪局名等，初铸背纪值“二”，世仅数枚。
当十大钱铸量很多，轻重不一，背上多有“十”、 “一两十”、“镇”、 “府”、“镇十”、 “密
十”等纪值、纪地文字，其中背“一两密十”较少。
 泰昌通宝。
天启年间补铸，有小平及宽沿折二两种，铸量不多。
“泰”字左方少一点称“心泰”者，罕见。
 崇祯通宝。
崇祯元年（1628年）铸，崇祯钱种类浩繁、版式复杂，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当十五等，小平
钱又分为背星、日、月纹者；背纪局、纪地者，如工、户、监、江、广、官、贵、京等；背纪天干者
，有甲、乙、丙、丁、戌、己、庚七种；背纪重量者，如“一钱”、“八钱”等；背“奉旨”、 “旨
”、 “忠”、 “府”、 “制”者；还有背马形图案者，俗称跑马崇祯。
折二钱背有“工二”、“户二”、“局二”等，当五钱背有“工五”、 “户五”、 “监五”三种，
这些钱铸量多寡不一，传世亦多寡悬殊。
当十钱铸量不多，多光背。
有背“十二两”者制作粗糙，或可能是民间私铸。
 明末农民起义军也各自铸有钱币。
 永昌通宝。
李白成大顺政权永昌年间（1644—1645年）铸，有小平、当五两种，传世稍多。
 大顺通宝。
张献忠大西政权于大顺年问（1644—1646年）铸，小平钱，制作较精。
有背“工”、“户”、“川户”等字， “川户”者罕见，余皆多见。
 西王赏功。
亦为张献忠所铸，有金、银、铜三品大钱，真品极为罕见，赝品充斥市场。
 兴朝通宝。
张自忠养子东平王孙可望于1649年铸钱，有小平、折二、折五背“五厘”、折十背“壹分”等几种，
存世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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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武学翁藏泉》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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