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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考古 、中国古代钱币等研究。

[摘　要] 钱币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门类 ,其学科理论 、研究方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研

究本体及研究目标内涵的界定还多有含混。钱币是指历史上作为一般等价物使用的 ,有加工

痕迹及固定单位的金属铸币和纸币 。钱币学是研究中国历代货币形态 ,探索钱币演变规律 ,探

讨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学科。钱币学基础研究理论方法的丰富与完善 ,需要借鉴考古学 、

古文字学等相邻学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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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学在近代考古学建立以前 ,是隶属于传统金石学的一个门类 ,中国近代考古学建立以后 ,随之

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1936年 ,丁福保发起在上海成立中国古泉学会 ,发行会刊《古泉学》杂志 ,提出

了“古泉学” 这一名称。1954年 ,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创立了“钱币学” 这个概念。1982年以

后 ,随着中国钱币学会的成立 ,钱币学研究取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越来越受到重视 ,钱币学作为一个独立

的学科门类的发展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但是 ,因为学科还处在初创阶段 ,存在的问题也很多 ,其中最基

本的学科研究对象 、学科研究目的 ,也还未能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笔者对此有一些思考 ,这里谈谈自

己的看法 。

一 、关于钱币

关于钱币的定义 ,在钱币学界是有歧义的 。一般认为 ,钱币有狭义和广义两个概念。所谓“钱币是

指铸币形态的货币 ,广义的还包括纸币形态;而货币则既可以指铸币 ,也可以指不是铸币的货币 ,而按抽

象的范畴来说 ,则是指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商品。”[ 1](第 21 页)这是钱币概念的笼统提法。郭彦岗先生

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说明:“钱币的概念有两个含义 。通常称钱币 ,就是指以方孔圆形 、外圆内方 ,有肉有

好的铜钱 ,以此为本体 ,包括布钱 、刀币 、圜钱 、铜贝和铁 、铅 、锑 、锡及各种低质合金钱 。 …这是钱币的狭

义概念。但在我国钱币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中 ,由于在各个历史时期各种货币的发展 、变化 、兴衰及其

结构体系的不同 ,以及它们的历史背景 ,它们同各个历史阶段政治 、经济 、社会和文化的相互关系 ,而出

现各种各样的货币和货币代用品 ,其范围远远超出狭义钱币的范围。我们总称之为历史货币 ,也就是广

义的钱币 。它包括 ,除上述狭义钱币外 ,还有铜元 、金银货币(如银两 、铜元 、银辅币),纸币和各种信用货

币 、信用流通工具 ,如钱庄的庄票 、票号的票据 、古代的里布 、傅别 、皮币 、飞钱 、会票等 ,粮食 、布帛和各种

实物形态的货币 ,各种货币代用品及变相货币等 ,共计五大类 ,都是我国历史上曾当作货币使用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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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还有那些具有货币形状但不作为货币流通使用的 ,如压胜钱 、打马钱 、吉祥钱 、农民革命中的信钱

等 ,也是钱币研究的对象 。”

对上述观点 ,学术界也有不同意见 。如有人认为:“钱币是具有专用货币形制的非流通意义上的货

币。”
[ 2]
(第 42 页)并有学者就此作了进一步阐释:“钱币区别于货币最明显的特征是其非流通性。它体现

货币的形制 、轻重 、色泽 、成分 、图案 、文字 、材料 、真伪 ,无需通过商品流通就存在 。钱币研究的基础是钱

币本身。货币中处于非流通状态的实物货币 ,在其退出流通的同时便退回到原来的属性中 ,如金银 、谷

帛等 ,不属于钱币范畴。只有专用货币 ,如铸币 、纸币 ,在离开流通后仍自成一类 ,它们才是真正意义上

的钱币 。”
[ 3]
(第 19页)不过这种观点也同意“广义的钱币则还应包括各历史时期 ,虽不用流通 ,而具有货

币形态的纪念章 ,压胜钱之类 。” 。

还有学者认为 ,钱币的范畴应涵盖现代货币。“现在我们所说的`钱币' ,则是文化领域的一个名词 ,

它既包括正在流通使用的货币 ,也包括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货币 ,还包括因为货币和货币文化而产生的

其它相关的东西 ,我们不妨称之谓`货币文化的衍生物' 。” [ 4](第 13页)

上述有关钱币的定义多少都有些含糊不清或不够严谨 ,而且存在将钱币与钱币学混为一谈的问题。

实际上 ,我们在讨论钱币这个概念时 ,有几点首先要明确:第一点 ,我们所讨论的钱币 ,从性质上看 ,属于

经济学的货币的范畴 ,这一点是不容质疑的。而现代经济学对货币的定义非常明确 ,是指作为一般等价

物的特殊商品。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讨论的钱币 ,必须是用来作为货币使用的。第二点 ,古代钱币和现

代货币 ,分属于历史学和经济学两个性质迥异的学科。非现代经济学领域的学者 ,而能从事现代流通货

币研究的内容是极其有限的。我们并不能因为现代经济学者的相关研究对象 ,有貌似古代钱币的内容 ,

便将其纳入同一个范畴之中。因此 ,从内容上看 ,我们所说的钱币 ,是指历史时期曾经的流通货币 ,也就

是古代钱币。第三点 ,从形态上看 ,钱币这个词正如上述有学者指出的那样 ,本身是一个文化学的概念 ,

是一个人文的概念 ,因此 ,钱币是指有人为加工制造痕迹的 ,有一定形状及固定单位的特殊物品。

在有了上述界定以后 ,我们可以给古钱币下一个较为明确的定义:钱币是指历史上作为一般等价物

使用的 ,有加工痕迹及固定单位的金属铸币和纸币。其中 ,金属铸币的内容以方孔圆形钱为主 ,同时也

包括先秦以来各个历史时期中 ,用于流通领域的非方孔圆形铸币 ,质地以铜质为主 ,包括金 、银 、铁 、铅 、

锡 、锑 、纸等。

二 、关于钱币学

目前 ,关于钱币学的定义 ,或已显陈旧。如《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卷》“古钱学”条
[ 5]
(第 143 页):

以古代钱币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又名古泉学。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在国外 ,也包

括研究为纪念某事件和人物而制做的纪念章和徽章之类。主要研究历代所发行的金属货币和

钞币的形制 、大小 、风格 、铭文 、成分 、机能及艺术价值。尤以货币的单位 、重量等为主要课题 。

与考古学 、历史学 、地理学 、美术史学等均有密切联系。

或稍嫌简单。如《辞海》“钱币学”条[ 6]
(第 4839 页):

钱币学旧称“古钱学” 。研究历代钱币的学科。过去以研究古钱为主 ,故称“古钱学” 。建

国后研究范围扩大 ,包括了当代钱币 ,并兼及其他有关文物 ,故改称“钱币学” 。古钱学的研究

方法主要是就钱论钱 ,钱币学则从研究钱币实物及有关文物出发 ,进而探索钱币发展规律 、历

史作用 、文物价值和社会意义等。

事实上 ,要为钱币学这样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下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首

要的条件是 ,学科发展已达到一定的程度 ,基础研究工作的开展已相当广泛 ,而相关理论的滞后影响了

学科研究的深化 ,制约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 ,对学科理论的建设有了迫切的要求。勿庸置疑的是 ,

钱币学目前的发展状况 ,无论是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都已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迫切需要我们对学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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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深入的探讨与总结 ,以指导学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其次 ,要对学科本身的研究状况 、研究目标和

研究任务有较为成熟的思考 ,形成较为清晰的认识 ,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而目前钱币学界对学科理论

的积极探讨 ,已经为我们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最后 ,需要我们在这一基础之上 ,对学科的性质形成

较为全面准确而又高度概括的认识 。在此 ,结合我们的思考 ,尝试对钱币学作出如下总结:

研究中国历代铸造 、发行 、流通钱币的形态 ,探索古代钱币演变规律 ,探讨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

学科 ,我们称之为钱币学 。钱币学的研究对象以历代铸造和发行的金属铸币以及纸币为主 ,也包括实物

货币 ,铸造成一定形状的金 、银 ,作为信用货币的票据 ,以及制作成钱币形态并以钱而名之的压胜钱 、游

戏钱 、纪念币等 。研究内容和目的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研究具体钱币的时代 、形制 、大小 、轻重 、

版别 、质地 、文字 、图案 、真伪 、制作技术工艺等 ,这是钱币学的基础研究工作 。第二个层次是研究中国古

代钱币整体的发生 、发展 、演变的过程及规律 ,以及与之相关的货币理论。第三个层次是在前述研究的

基础上 ,以钱币研究为视角 ,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经济运行机制 、经济制度等 。

三 、关于钱币学研究理论方法体系的丰富与完善

传统钱币学的研究方法 ,总体而言是以钱论钱 ,着重通过钱币的形制 、轻重 、大小 、文字 、图案等方面

的整理 ,研究钱币的版别 、时代 、真伪等 ,这一研究方法至清代便已达到极致 。仅仅依靠这样的研究方

法 ,这样的研究广度与研究深度 ,钱币学要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学科门类 ,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由

此 ,我们需要有更加丰富 、更加有效的研究方法 ,达到更为广泛 、更为深入的研究目标。在目前阶段 ,主

要是通过对相邻学科理论方法的借鉴和改造 ,以充实本学科的理论方法体系 。本文仅就学科研究第一

个层次的研究方法谈一些想法 。

(一)考古类型学方法在钱币学研究中的运用

近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以后 ,钱币学曾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领域;考古学的相关成果 ,曾经为钱币

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资料 ,而钱币学研究也一直关注并迅速反映着考古学的最新成果 。因

此 ,旧钱币学时代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 ,在这一时期都取得了非常大的突破。例如 ,在旧钱币学时代一

直都一筹莫展的半两钱 、五铢钱等持续时间很长的非年号钱断代问题 ,在考古学出土材料的支持下 ,己

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我们现在己经建立起了半两钱 、五铢钱和开元通宝等钱币基本的年代学框架。

与此同时 ,在与考古学研究相互渗透的过程中 ,考古类型学的研究理论也影响到了钱币学的研究。

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理论方法 ,这一理论方法在对考古遗存的研究过程中 ,体现出了无与伦比的

价值 。钱币作为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内容 ,自然也受到它的影响 ,迄今为止 ,运用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 ,

我们在钱币学领域里也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总体而言 ,类型学方法在钱币学研究中运用的普及程度尚

嫌不够 ,运用的方法也还多只是机械地套用一些术语和概念 ,真正纯熟地将这一理论用于钱币学的研究

成果还很不足。因此 ,如何结合钱币学研究的具体实践 ,将考古类型学这一理论方法更好地运用于钱币

学的研究当中 ,是我们要研究的一个课题。笔者尝试用类型学的方法对东汉五铢钱进行梳理 ,将东汉五

铢钱分为九型二十余式 ,获得了关于东汉五铢钱时代特征的基本线索 ,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 。

(二)古文字学研究方法在钱币学中的运用

东周时期是中国古代铸币的起源阶段 ,是钱币学研究十分重要的内容 。东周时期的墓葬中极少瘗

钱 ,因此 ,东周铸币币面文字的正确释读 ,对于铸币铸造地点和铸造时间的研究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而东周铸币遍及当时的各个国家 ,文字的书写体系殊异 ,字形结构变化多端 ,给币面文字的释读造成一

定困难。过去 ,由于一些钱币学者古文字研究的专业训练不够 ,对于先秦货币文字的释读 ,往往不能通

过科学严谨的方法进行探求 ,从而产生睹形训意 ,望文生义 ,不求甚解等诸多问题 ,导致对先秦币文的理

解多有歧义 ,使得先秦货币的研究工作难以深入。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 ,由于古文字学研究本身的发展 ,再加上一些在本学术领域卓有成就的古

·684·



　第 5 期 徐承泰:论钱币与钱币学

文字学者 ,开始致力于先秦货币文字的研究 ,带来了古文字学的科学研究方法 ,以及古文字学研究的最

新成果 ,更注重从形 、音 、义等诸方面对先秦货币文字进行科学而全面的分析 ,使得先秦货币文字的训读

有了很大突破 ,从而带动了先秦铸币研究的深入发展。因此 ,钱币学界关注古文字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并

迅速加以吸收 ,借鉴古文字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 ,更广泛地开展先秦铸币的研究 ,也是发展钱币学学科

理论方法的一个重要课题 。这一方面 ,黄锡全先生的《先秦货币通论》 ,可以说是古文字学与钱币学研究

相结合的一个很好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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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y &Numismatics

XU Chengtai

(Schoo l o f History , Wuhan Univer sity ,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Biography:XU Chengtai (1946-), male , Associate Professo r , School of H isto ry , Wuhan

University , majoring in archaeo logy f rom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Qin and Han

Dynast ies , and numismatics of acient China.

Abstract:A s an emerging subject , the subject o f numismat ics need to be perfected in its theo ry

and method , and the definitio n be tw een meaning of object and aim of i t still be a confusion sometimes.

Money means the unive rsal equivalent used in history , w ith marks of fabrication and fixed uni ts ,

including metal coins and paper money.Subject of numismatics study in pat terns of money f rom each

danasty o f China , quest for the evo lving rules and explore the economical state of acient society.The

perfection of basical theo ry and method need reference to related subjects such as archaelolg y and

study of acient scripts and so on.

Key words:money;numismatics;theo ry of subject;archaeolog y;study of acient scri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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