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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钱”与我们息息相关，

哪怕如今以数字展现，但其职能并未改变！

历史的魅力以致现如今的人们对过往不断探索。

钱币历史是中国自春秋战国后的历史脉络之一；

了解钱币史，也更能理解中国历史社会发展、动荡、变革的原因；

再有，更多的关注货币史，方能真正懂得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过程中，明
白商业社会是如何逐步走到今天，乃至可以更多的了解除中国以外的多元文明的商
业发展！

这一期，我们就来聊聊中国5大古钱币之最，你知道几个呢？

中国古钱币之最| 中国最早的货币单位

中国古代钱币萌芽于夏代，起源于殷商，发展于东周，统一于秦，历经了四千多年
的漫长历史，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

不仅如此，中国钱币系统之完整，门类之丰富，脉络之清晰，内涵之博大，是任何
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商周、春秋战国时期——钱币初步发展

▲ 商·贝币一组五十枚

贝是中国最早的货币，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货币形式，被称为钱币的始祖。在中国
的汉字中，凡与价值有关的字，大都从“贝”。

贝币的诞生，极大地方便了中国古人生活物资的交换和流通。最早的贝币都是天然
海贝。

▲ 春秋·玉质贝币、猪头桥梁币一组五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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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中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大，出现了真贝供不应求的局
面。

人们开始寻找各种代用品，就以其他材料仿制贝形货币的方法，便出现了陶贝、石
贝，骨贝、玉贝、铅贝、铜贝等人工仿贝。

贝币穿成一串为一“朋”，是我国最早的货币单位。

刘宏毅 《千字文讲记》：在上古人类主要活动于黄河流域，见不到大海，贝壳很稀
有，故此以贝壳作为流通的货币。贝壳上打洞，用绳子穿起来，五个叫一系，二系
叫一朋。老友来了，在脖子上挂两串贝壳去喝酒，就叫“朋”友。

中国钱币之最|中国最早的年号线

中国帝王使用年号始于西汉武帝，但是历史上最早的年号钱却是十六国时李寿所铸
的汉兴钱。

李寿是西晋末年起义军首领李特的侄子，于东晋咸康四年(338年)在成都称帝，改国
号为汉，以汉兴为年号，铸行钱币汉兴钱（338-343年）。这是我国最早的年号钱
。

汉兴线按钱文排列的方式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上下排列，俗称“竖汉兴”或“直汉兴”；

另一种是左右排列，俗称“横汉兴”。

▲竖汉兴

竖汉兴大小如汉朝的榆荚半两钱，重量仅1克左右，文字是上下排列

▲横汉兴

横汉兴径约1.67厘米至1.7厘米，重0.7克至1.1克，钱文隶书，或在穿上下，或在穿
右左，两字皆顺读，近于其他蜀地铸钱形制，另有钱背刻有阴文者。

                                    2 / 5



智行理财网
全世界钱币排名（全世界钱币排名中国排名多少）

横书比直书少见，形制均甚薄小。汉兴钱虽然小薄质劣，但为中国钱币形制、书法
划出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中国钱币之最| 中国最早的流通铸币

布币是中国古代货币，因形状似铲，又称铲布。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流通于中原诸国的铲状铜币，铲状工具曾是民间交易的媒介，故
最早出现的铸币铸成铲状。

▲国家博物馆藏

它们是金属流通货币的雏形。

布币是从青铜农具鎛演变而来的，主要在三晋、两周地区通行。按布币形状划分，
可分为空首布、平首布两大类。

▲ 空首布

公元前475年之前的春秋时代的刀币，形状似刀

国家博物馆藏

尖首刀“刀中刀”· 春秋战国

成交价：RMB156000

中国古钱币之最| 中国最早的纸币

钱币多样性与第三次革命。

唐代中晚期出现了重宝元宝等钱名，此后中国的方孔圆钱，形成了记年号，称宝的
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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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钱币

宋元明清时期

交子是发行于北宋于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的货币，曾作为官方法定的货币流通，
称作“官交子”，在四川境内流通近80年。

北宋时，由于铸钱的铜料紧缺，政府为弥补铜钱的不足，在一些地区大量地铸造铁
钱。铁钱笨重不便，纸币交子就应运而生。交子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金
属货币向纸币的一次重要演变。

▲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交子”（图样，非真品）

交子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重要发明，是中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也被认
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
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

除此之外，南宋淳熙七年铸行的淳熙通宝（钱背上有“柒”字纪年，至淳熙九年后
改成小写，这就是所谓的纪年钱。）

这种钱币纪年制度一直沿用到宋末，是宋钱的一大特征，比欧洲钱币纪年要早三百
多年。

▲南宋·端平元宝背折十利铁母

中国古钱币之最| 中国铸造最成功的银币

中国古代铸造钱币的方法，基本上为手工制造。清朝后期，随着国外先进科学技术
的逐渐传入，光绪年间已开始在国外购买造币机器，用于制造银元、铜元。

从此，机制币全面进入我国的货币领域，流通了二千多年的圆形方孔钱寿终正寝。

▲清·光绪二十四年奉天机器局一圆银币

说明：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奉天机器局铸造。该套银币打破了中国历代以
两钱纪重的习惯，是我国较早采用以圆计值的流通银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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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2月天津总厂铸造的“袁世凯头像”银元，正面铸造有袁世凯的肖像和铸
造年代，俗称“袁头币”或“袁大头”。这是我国铸造最成功的银币，也是在我国
流通最广的银币。

▲袁世凯像民国三年壹圆签字 PCGS SP 58

成交价：RMB 747500

此币为民国三年袁世凯像壹圆“L.GIORGI”签字版银币试铸样币，由天津造币总厂
意大利籍雕刻师乔奇设计制模，币面加注其名字，正式铸造时将签名去之，故签名
版之“袁大头”壹圆银币留存甚少。

▲ 袁世凯像民国三年中圆普通 PCGS MS 65

2014年秋拍成交价：RMB 155250

此币为民国三年袁世凯像中圆银币，中圆完美品相者罕见。此枚银光绚丽，状态极
佳，品相难得，PCGS MS65金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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