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以铸出多件铜器
。

这在铸造业发展上是一次重大飞

跃
。

如果掌握了这种技术
,

就可以在短期里生产出大量

的铜鱼
,

能够满足社会需要
。

④
,

鱼的谐音余也
。

是一种美好
、

吉利的象征
,

又加

上鱼身扁长
、

平滑
、

对称而又美观
,

其形状很适用做货

币
。

另外在秦人陈仓石鼓文中可以看出
,

秦人对鱼的形

状
、

种类
、

分布范围和生活规律了解的清清楚楚的
,

这

说明秦人似乎对鱼有一种特别偏爱或崇拜
。

因此他们

用鱼做货币的形状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

③
.

铜鱼的大小
、

轻重
、

长短与中原其它诸侯国的

金属货币
,

例如齐刀
、

燕刀等大小
、

轻重和长短十分相

似
,

十分适应于在社会上流通
。

另外铜鱼又有大
、

中
、

小

之分
,

这大概是值一
、

折五
、

当十之分
,

这要比中原其它

诸侯国的金属诸币更加先进
、

实用
,

更加便于使用和流

通
。

从这些铜鱼的出土范围来看
,

基本上都是早期活动

范围 ;从出土的具体地点来看
,

均在先秦墓葬和遗址
。

因此不论从风格和时间断代来看
,

铜鱼也应定为先秦

标准的金属货币
。

⑥铜鱼是先秦金属货币的说法虽然没有人在过去

系统提出
,

但以往古钱币研究者已注意到这个问题
,

他

们中的一些人提出的观点
,

很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

例如

《衡门百泉谱》中写到
“

从海产的贝类中发现了货币
,

连

带也可能把鱼类也引用作货币
。

古代有一种鱼币和另

一种馨币
,

都是很完全地照鱼的形状和馨的形状做成
。

根据各家的推测很可能是一种礼币
,

凡始嫁报聘
、

庆

贺
、

殉葬都用鱼币或罄币
。 ” 《许堂古物薄 》中也写到

“

陕

豫中近有铜鱼出土
,

长自三寸至二寸不等
,

铜质
,

无文

字及花纹或谓古之饰物
,

或云明器以殉葬者
,

或云上古

钱币
。

近几年所获鱼币多在黄河流域
,

考古家认为是渔

民引用之币
。 ”

这些古钱币研究者虽然没有详细提出铜
鱼是先秦金属货市

,

植他们都提出了铜鱼很可能是一

种流通的金属货币
。

这些人都是治学严谨
、

认真的学

者
。

他们之所以提出上述观点是经过详细考证的
,

决非

随意妄断
。

字
,

图解有著图
。

四为 字
。

桑叶状图案在陕南还属仅

见
。

心毋幼勿
` 吕 J 口

乾县出土金五铜钱

安康发现一种桑叶蚁鼻钱

. 陕西 王爱廷

此币青铜质
,

红绿锈
,

径 1
.

6 c m
,

高度 1
.

s o m
, 【

R 2
.

2 克
,

上端无孔
,

中间
一

孔不透
,

孔周围不规则
,

拿注后

竟然发现为一片桑叶
,

同时发现的另三枚图二
、

三为桑

. . 陕西 鞠国兴

19 93 年 10 月
,

陕西省乾县大墙乡
、

大墙村
、

第八

组村民在地里挖沟时
,

距地表 1
.

3 米深处
,

发现一灰色

陶罐
,

内盛窖藏铜钱八十余公斤
。

经过仔细整理后
.

发

现其窖藏上限钱币为西汉四株半两
,

下限钱币为梁
,

二

柱五株
。

其中西汉四株半两有 7枚 ;新莽货泉 15 枚 ;私

铸大泉 53 枚 ;布泉 26 枚 ; 剪轮合背五朱 63 枚 ;四出五

殊 32 枚 ;背四决文五株 27 枚 ;阴文符号五株和阳文符

号五株共 30 余枚 ;南朝梁两柱五株 2 枚 ; 较为少见的

钱币仅出土
“

金五 ,’l 枚
,

如图
。

其钱径 2
.

08 厘米
、

穿 .0

92 厘米
、

厚 0
.

13 厘米
、

重 1
.

74 克
。

钱表面有较浅的外
廓

、

金字写成黔普通发现的金五书成金有明显的版

别之差
,

由于铸造粗陋
,

钱体呈面小背大的梯形状
,

钱

背无内外廓
。

这次乾县
、

大墙村出土窖藏铜钱
,

其埋藏时间为南

朝梁元帝铸行
“

一当十
”
两柱五殊铜钱之后

。

经整理后

发现其中鹅眼
、

剪边
、

诞环
、

公式女钱等恶钱约占整个

窖藏钱币的 85 %左右
。

这次窖藏铜钱本身经历了南朝

的宋
、

齐
、

梁三朝
,

它从一个侧面再次证明南朝宋齐梁

阵时期是中国货币史上最混乱的时期
。

由于南朝混乱的货币导致毁大铸小之风 日益猖

撅
,

这种货币铸行流通的恶性循环
,

可以说是造成这

63 枚合背剪边五朱的主要原因
。

在这种环境
、

年代铸

出这种轻薄小的
“

金五
”

铜钱就不足为奇了
。

朱活先
,

}三

在其所著《古钱新典 》一书中对南朝铸行五株别品列如

叼 i金
” 、 “

金五
” 、 “

五子
, , 、 “

五工
, , , “

五五
”

等钱币石
`

较科

学的论述
: “

大凡钱的文字体制尚有五钵余韵
,

版别不

一
,

多薄小
,

铸无可考
,

钱近六朝
,

多为六朝墓出土
,

概

为六侧私铸
,

钱家多将其列入五株别品
” 。

由此可以将

这枚乾县新出土之
“

金五
”

铜钱列为六朝私铸
、

五株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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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为宜
。

繁多
。

制作较粗
,

钱背多有
“ 。 ” 、 “ ” 、 “ 6 ”

等戳文
,

径一

般在 2
.

2 厘米左右
,

重一般在 2
.

2 克上下
。

曝舜
安岳发现崇宁通宝铁母钱

. 四 Jll 黄岳明

备曝备
橇毋待

19 9 3年底
,

在四川安岳县周礼镇改建公路工程施

工中
,

发现一窖崇宁通宝折十铜钱
,

近千余枚
,

出土后

全被民工分散收集
,

后笔者闻讯去往出土地点调查这

批崇宁通宝折十钱中
,

除在其中一人所得币中
,

整理出

各种不同版式近 30 余种外
,

无意中拣得一枚
“

崇宁通

宝
, ,

铁母 (附图)
,

其钱径为 3 2
.

s m m
、

厚 2
.

s m m
、

重 1 1
.

59
。

类似这种批量出土单一
“

崇宁通宝
”

折十钱的情

况
,

在四川曾多次出现
,

从侧面有力地证明了四川当时

在使用铁钱的同时
,

人们更喜爱集铜质大钱
,

因为每次

出土的崇宁通宝折十钱 (含崇宁重宝折十钱 )
,

但数量

大
,

而且版式也相当丰富
,

这种窖藏不可能是同一铸钱

局铸造的
,

而是人们在商贸活动中
,

逐渐积累起来的
。

这种情况
,

为我们研究宋代货币提供了一定的素材
。

经多方了解得知
,

今年 3 月 28 日
,

洋县一农民在

取土时 (具体地址不详 )挖出一罐散装碎银子
,

约 3 斤

多重
,

内有 n 枚银
“

麻钱
” ,

次 日该农 民将散碎银子和
“

麻钱
”

售给邻县一泉贩
,

后几经易手
,

这批银质大朝通

宝钱才在汉中钱币市场出现
。

这次洋县发现银质大朝通宝钱
,

是继去年 9 月甘

肃天水大批量发现大朝通宝银钱之后在西北地区又一

次较多的发现
。

宁夏彭阳县发现

咸丰宝陕局小平铁毋
. . 宁夏 张篙

一九九三年夏
,

笔者在宁夏彭阳农村购得一枚咸

丰宝陕局小平铜钱
。

该钱铜色金黄
,

质地细腻
,

手感光

滑
,

从锈色上看
,

是老生坑品
。

钱径 2
.

45
,

穿径 0
.

75
,

厚

.0 1c8 m
,

重 5
.

5 克
。

钱文纤秀
、

字体深峻
,

外缘较宽
、

轮

廓规整
、

内外廓拔摸斜度异常明显
,

背陕满文
,

刀痕状

在
。

对照数种钱谱刊载的宝陕局所铸咸丰小
压

丹跌钱拓

图
。

二者字体
、

形制如出一辙
,

只是铜者稍大一点而异
。

由是可以确定
,

此钱系咸丰宝陕局铁母
。

洋县发现银质大朝通宝钱

. 陕西 赵汉国

笔者见到 11 枚大朝通宝银钱
,

1 枚喀喇汗钱
。

其

中大朝通宝钱品相稍好的有 7枚
,

残破的有 4 枚
。

大多

外缘不规整
,

内穿大小悬殊
,

钱文笔划肥瘦有别
,

版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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