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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货币，是充当一切商品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是一种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也是一种财富储藏手段，是
可以用以购买任何别的商品的商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
据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了原始的货币。
距今三千年前的殷商时期墓葬里也出土了不少“无文铜贝”，经考证应为最原始的金属货币。
到了西周晚期，除贝币外，还流通一些无一定形状的散铜块、铜锭等金属称量货币。
东周至战国晚期，随着商业的繁荣，金属铸币开始大量流通，但不同诸侯国的铸币形态各异。
自秦以后，以方孔圆钱为主，铜铸币的形态基本固定下来。
唐初铸造的开元通宝成为后代铸钱的楷模，而且影响到邻近国家的货币形式。
晚清以后，引进西方先进造币技术，采用机器铸币，传统的方孔圆钱逐渐被机器制造的金属钱币所取
代。
四千年来，中国金属货币的铸量极大，留存至今的难以数计。
大部分古钱的造型简单，艺术水准和名贵程度往往不能与青铜器、陶瓷器、书画、工艺品等相比，因
此不受人重视。
历年来，被当做废铜烂铁销熔的古钱无法统计。
实际上，古钱是历史长河中流存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实物资料。
它们与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收藏和研究中国古代钱币可以使我们增进对历史的了
解和认识。
就这点而言，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一些收藏品。
如王莽政权的垮台，就是同当时推行新货币政策的失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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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钱币收藏与鉴赏》内容简介：货币，是充当一切商品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是一种交换媒介和价值
尺度，也是一种财富储藏手段，是可以用以购买任何别的商品的商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
据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了原始的货币。
距今三千年前的殷商时期墓葬里也出土了不少“无文铜贝”，经考证应为最原始的金属货币。
到了西周晚期，除贝币外，还流通一些无一定形状的散铜块、铜锭等金属称量货币。
东周至战国晚期，随着商业的繁荣，金属铸币开始大量流通，但不同诸侯国的铸币形态各异。
自秦以后，以方孔圆钱为主，铜铸币的形态基本固定下来。
唐初铸造的开元通宝成为后代铸钱的楷模，而且影响到邻近国家的货币形式。
晚清以后，引进西方先进造币技术，采用机器铸币，传统的方孔圆钱逐渐被机器制造的金属钱币所取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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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平，1974年生于江苏省南京市。
自幼受父亲的启蒙和引导，从8岁开始收藏、研究中国古代钱币。
12岁加入上海市钱币学会。
13岁在昆山举行个人首次收藏钱币展览。
被媒体誉为“小小古币收藏家”。
18岁由中国钱币学会推荐保送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货币银行学专业，同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庆
典礼上举办个人收藏钱币展览，20岁在校内再度举办个展。
27年来，从未间断对古钱币的收藏和研究，现同时兼顾古代陶瓷、古代书画的收藏与研究，现任江苏
省古陶瓷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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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古代，珍珠玉石也是货币的一种，甚至是被管子称为高手贝币的“上币”。
这是因为珠玉在古代可作祭祀仪式中的重要礼器和佩戴的装饰品，是权力、身份和财富的象征，其价
值之高是无与伦比的，自然超过其他货币。
所以有“完璧归赵”的历史故事，和氏璧堪称价值连城。
因此，珠玉不会在民间小额贸易中使用，一般作为大额支付或上层馈赠聘问之用，所以称为“上币”
。
在许多古籍中都提到“金”，其实古代之“金”并非仅仅指黄金一种，而是泛指当时的一切金属。
《史记·平准书》载：“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
”实指金、银、铜三种金属。
金、银作为货币形式出现得较晚，黄金铸币最初见于战国时期楚国的金版，后来中原地区才大量使用
黄金作为货币。
《史记》中记苏秦说赵王合纵，赵王赠苏秦饰车百乘、黄金千镒（一镒为二十两）。
这种赵国金币未见实物资料，具体形态目前虽不得而知，但这也足以证明黄金在当时是一种贵重的金
属称量货币。
当然，黄金还是一种贵重的装饰品，常见于诸侯国的礼器、兵器上的错金鸟篆及纹饰。
四川三星堆曾出土一枚精美的金权杖。
1974年8月，河南扶沟出土了一批银质空首布，应为春秋晚期铸造，又开创了我国使用银币的先河。
铜作为称量货币使用的时代较早，商周时期，青铜是制造工具、兵器及礼器、贝币的主要原料，除用
作馈赠外，也作为称量货币使用。
西周武王时的利簋有“易又事利金”的铭文。
周穆王时的丰尊铭：“易丰金贝。
”这里金、贝并称，也说明青铜与贝同属货币一类。
商品交换的发展必然带动货币的发展，而货币形态的变化，又是与交换形式变化相适应的，因此，它
有着一定的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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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多次找回小时候收集到每一枚珍稀钱币时那种异常兴奋的感觉。
随着岁数的增长，藏品逐渐增多，涉猎门类越来越广，那种最初的兴奋随着年月的流逝已变得稀有，
那种满足的感觉因多次重复而渐渐迟钝。
小时候，我总是会把新收到的钱币放在床头，睡前欣赏再三；入眠后常会不断醒来，旋即亮起床头灯
继续欣赏，直至天亮。
现在，我安睡的时间固然多了，但那种发自内心的兴奋之情却也在渐渐淡去。
因此，我要感谢出版社给我这次写书的机会，让我重拾了当初的快乐。
朋友们，谢谢读完这本书，正因为有你们的思考，这些原本枯燥的章节和并不生动的图片才变得有意
义。
钱币文化是历史的一条线，收藏家就是线上的珠子；请尽量去了解、去亲近、去思考你们的藏品，这
就是我要对你们说的。
在截稿之际，我首先该感谢的是已在天国的许廷宪先生、马定祥先生、汪庆正先生、王松麟先生、吴
筹中先生、郁祥祯先生⋯⋯在你们的关心和培育下，我找到了一生中最大的乐趣，你们的音容笑貌伴
随着我度过了整个写作过程。
同时还要感谢戴志强先生、李绍斌先生、孙仲汇先生和黄锡明先生，你们的谆谆教导是我永远的宝贵
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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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钱币收藏与鉴赏》：《家庭收藏指南》丛书。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钱币收藏与鉴赏>>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