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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渤海新区、黄骅市博
物馆举办古钱币精品展，展出
1000 余枚古钱币，全方位呈现
了中国古钱币数千年的发展演
变历程。

据悉，渤海新区、黄骅市因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物产资源，具
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这在此次钱
币文化展中有着深刻体现。

千余枚古钱币
的“诉说”

“一枚枚小小的古钱币，就
像一面面历史的镜子，反映着王
朝更替、经济兴衰，是集历史、政
治、经济、科技、美学、民俗于一
身的中华传统文化瑰宝。”渤海
新区、黄骅市博物馆馆长张宝刚
说，为了让大家领略古币风采，
感受历史魅力，他们举办了这次
古钱币展览。

“早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
以贝币交换物品的现象，这是最
早的货币形式。此后，经过周代
的发展、秦朝的统一，以及汉唐
宋元明清的漫长发展史，中国钱
币文化内容越来越丰富。”张宝
刚说，他们从馆藏的万余枚钱币
中甄选出 1000 余枚品相上佳、
字口清晰、制作精湛，且具有代
表性的古钱币进行展览。展品从
新石器时代的贝币，到先秦早期
的刀布币、圜钱，再到持续 2000
年之久的方孔圆钱，至清末、民
国时期的机制铜、银元，品类繁
盛，珍品云集。

张宝刚告诉记者，这次展览
按照历史时期分类，有新石器时
代贝币，先秦早期刀布币、圜钱，
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
代、北宋、南宋、辽金西夏、元、
明、南明、清等时期方孔圆钱以
及民国时期的银锭、中华铜币、
银币、纸币等。

“展品中还有隋时期钱范、
宋代的铁钱、金代银铤、清朝大
清铜币等。”张宝刚说，这 1000
多枚古钱币基本反映了中国钱
币发展的概貌，展现了各个历史
时期钱币的风格及特点，勾画出
货币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脉络
与演变过程。

古钱币展现独特
艺术魅力

张宝刚介绍说，这次展览中
比较多的古钱币是刀布币和持
续 2000 年之久的方孔圆钱，分
别是117枚和612枚。

“这个是新莽时期的‘一刀
平五千’刀币，分为环柄和刀身
两部分，环柄为一方孔圆钱，环
文上曰‘一’，下曰‘刀’，字为阴
刻，字陷处填以黄金，并且加以
打磨，使字面与钱面平齐。刀身
上铸有阳文‘平五千’三字，其中

‘平’是‘值’的意思，即表示一枚
刀币价值等于 5000枚当时的五
铢钱。此为王莽在居摄二年（公
元 7 年）第一次币制改革时铸

造，制作精美，为历代藏家所珍
视。”张宝刚说，值得注意的是，
这枚刀币的造型独具韵味，没有
拘泥于春秋战国时代刀币形
制，古拙稳重，并透露出秀美气
息。币面铭文“一刀平五千”五
字书写流畅，气势生动，毫不呆
滞，承袭了战国时期币面铭文

“一笔过”的特征。目前，“一刀
平五千”的市场价值为几万元
一枚。

“‘开元通宝’的钱文由当
时著名的书法家欧阳询所书，
含八分篆隶体，这也是钱文有
书人姓名且记录在史书上的第
一次。这说明唐朝初期铸造‘开
元通宝’是一件大事。因为从书
法和做工方面都十分重视，初
期的‘开元通宝’不仅有使用价
值，还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张
宝刚介绍说，一般的“开元通

宝”，每文重一钱，每十文重一
两，每贯（即一千文）重六斤四
两。初唐“开元通宝”光背无文，
中唐起钱背开始有星、月及其
他纹饰，晚唐“会昌开元”则在
钱背面加上钱局所在地名。“开
元通宝”钱币币材多样，除铜
外，还有金银等，但金质铜钱传
世较少。唐代所铸的“开元通
宝”金银钱，主要用于宫廷赏赐
或玩赏。在唐朝钱币史上，“开
元通宝”的地位稳固，铸行了近
300 年，具有发行时间长、数量
大、版别多的特点，因此成为当
时的主要流通货币。

“宋朝皇帝宋徽宗将宋钱的
书法艺术推上了巅峰。‘大观通
宝’的问世就是最好的证明。”张
宝刚说，钱文“大观通宝”四字，
有简有繁，在方寸之间，布局恰
到好处。洒脱自如的钱文，加上

精湛的做工，使人赏心悦目。在
钱币的方寸之间，宋徽宗把他的
书法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他
统治的 20多年时间里，书写了

“崇宁重宝”“大观通宝”“政和通
宝”等年号的钱文。他用瘦金体
书写的御书钱，具有独特的风
格，再加上精湛的铸造技术，成
为钱币艺术的顶峰之作，代表了
宋代货币文化的最高水平。

“钱币先天之美，由钱文书
法与装饰两部分构成。书法即钱
文字体，除真草隶书篆行等书体
外，由皇帝、名人亲自书写设计
的钱文为钱币书法艺术增添了
美感。钱文书写笔画的细微变
化，或长或短，或高或低，呈现不
同的书法美感。钱币装饰包括钱
文、方孔、郭、厚度、尺寸等方面。
钱币的薄厚、方孔的大小，钱文
上下左右的位置变化，只要有

0.1毫米的变化，就会呈现不同
的美感。”张宝刚说，这些细微
变化，经整理分类，形成钱币
的版别。

“这些古钱币能够鲜活生动
地反映制作工艺的不断进步，而
且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具有
较强的观赏性和研究价值。”张
宝刚说，大家可以通过一枚枚钱
币了解各朝代的演进，进一步感
受我国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

古钱币出土数量
反映着当地在历史上
的经济状况

“钱币和一个地方的经济发
展有着重要关系。”张宝刚说，他
们当地出土的古钱币数量与渤
海新区、黄骅在历史上社会经济
的兴衰息息相关。

“渤海新区、黄骅出土比较
多的是战汉时期古钱币，共出土
了布币、刀币等先秦货币 100多
公斤，这也反映出当时这里的经
济是非常繁荣的。”张宝刚说，春
秋时期，齐桓公励精图治，迅速
成为五霸之首，而渤海新区、黄
骅作为当时齐国重要的盐产地，
经济也非常繁荣。

“经济繁荣，老百姓的购买
力就比较强，留下的货币也就
比较多。”张宝刚告诉记者，渤
海 新 区 、黄 骅 作 为 重 要 产 盐
地，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经济
都比较繁荣，所以这里出土的
北 齐“ 常 平 五 铢 ”、隋 代“ 五
铢”、唐代“开元通宝”等古钱币
数量都非常多。

张宝刚说，随着大运河的兴
盛，到了宋金时期，整个国家的
盐业更加发达了，渤海新区、
黄骅的盐业也更强了。尤其是
到了金代，海丰盐使司就位于
渤海新区、黄骅，管理河北和
山东的盐务，通过漕运把这里
的盐运往全国各地。“由于当
时经济繁荣，这里出土了金代

‘大定通宝’、‘正隆通宝’、‘银
铤’、海丰盐使司的专用印等
数量众多的文物。”张宝刚说，
明代以后渤海新区、黄骅盐业
逐渐衰落，出土那个时期的钱
币也就比较少了。

古钱币展开展后，吸引了很
多居民前来参观。“古钱币先进
的制作技艺，让我由衷钦佩先人
们的智慧。”市民张先生说，通
过这次展览，他还进一步了解
了渤海新区、黄骅在历史上的
兴衰。

贝币、刀币、布币、圜钱、方孔圆钱……渤海新区、黄骅市博物馆展出1000余枚古钱币——

古代人花的钱竟然如此有“创意”
本报记者 张倩

报
眉
广
告

1
3
9
3
0
7
5
8
4
9
6

地址：沧县捷地乡政府东行300米
电话：0317-8556789、13831703999

活动期间前50名办理入住，终身享床位费0折（2010元起）！
颐养园是一家“医养结合”型为长者提供医疗、康复、生活照料、心理疏导、文
化娱乐等全方位专业服务的养老机构。
服务对象：自理 失能 失智等长者。

托福颐养园
开年钜惠！

一枚枚古钱币“诉说”着王朝更替、经济兴衰。 本报通讯员 摄

此次展览详细介绍了各种古钱币。 本报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