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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河洛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长期处于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史记·封禅书》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
”我国历史上的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十三个
朝代，先后在这里建都长达一千五百多年。
洛阳是中国建都年代最早、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历史古都。
千年古都的文化积淀，使邙山上下、伊洛之滨成为蕴藏华夏钱币的风水宝地。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产物，而商品交换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它使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等领域的劳动者，用自己的产品换取其他产品成为可能。
这种互利双赢的交换行为，不仅推动了专业分工的迅速发展，而且还极大地调动了人们从事商品生产
（包括创造新型商品）的积极性。
这就促使人类财富不断增加，日益改善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同时，货币也是商品交换的媒介物。
它是一切商品的价值尺度，具有流通手段和贮藏功能。
于是，货币便被视为财富的象征。
谁拥有它，谁就可以拥有一切。
这样，因货币的产生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使人们更易于携带自己的财富，从
而冲破氏族和土地的束缚远走异国他乡。
这就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人类文明的飞速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货币也是人类文明的催化剂，因此，钱币文化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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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洛阳是中国著名的十三朝古都，洛阳发现的历代钱币在中国钱币文化中既有广泛的代表性，又具有明
显的地方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洛阳钱币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受到钱币学界的高度评价。
本书便是从洛阳钱币学者已发表的300多篇论文和考古简报里精选出来的优秀论著及考古简报，其中十
多篇是首次发表的新作，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资料价值。
    本书适合于钱币学、历史学等研究者和爱好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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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编 先秦钱币中国古代玉币略论实物货币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货币形态，玉币便是其中之一。
但是，以往我国研究玉器的著作大都没有涉及玉器的货币职能，有的学者甚至否认我国古代有玉币的
史实。
因此，玉器是否为我国古代货币，这种货币的种类、年代、单位及购买力等问题，都是需要澄清的重
要问题。
本文仅就我国古代玉币及其相关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玉器是中国古代的实物货币玉器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货币形态之一，这在古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
《管子·国蓄》说：“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
⋯⋯先王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
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地数》等篇也有类似的记录。
《管子》一书是反映我国先秦经济制度最为重要的典籍，因此这些记载成为后世史家研究我国古代货
币制度的重要依据。
《管子》的记载是否可信？
也就是说，玉器是否为我国古代货币？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兹有四证：1. 我国古代文献不乏玉币的记载《尚书·盘庚》载：“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
”《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孟子·梁惠王下》载：“昔者大王居郐，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
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
”货贝、布帛、皮毛、犬马都是我国古代的实物货币，与其并举的“珠玉”也当是实物货币。
《盐铁论·错币》说：“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
”这里的“紫石”泛指玉器。
《史记·平准书》说：秦始皇统一货币后，“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汉书·食货志下》也有同样的记录。
这从反面说明先秦时期“珠玉”曾充当货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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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洛阳钱币与河洛文明》是1985年洛阳钱币学会成立以来，洛阳的钱币专家、文物考古及钱币爱好者
，利用洛阳得天独厚的钱币资料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受到了我国钱币学界的高度评价。
《洛阳钱币与河洛文明》精选了50余篇重要的论文和资料汇集成册，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
。
河洛文化是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和洛水交汇地区古代物质与精神文化的总和。
河洛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既是中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精华。
它以“河图洛书”为标志，以十三朝古都的历史文化为基础，具有传统性、核心性、开放性和先异性
的鲜明特征，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甚至世界文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时代连贯、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洛阳钱币则是河洛文化的重要内容。
相信这本论集的编辑出版，对中国钱币文化及河洛文化研究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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