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纸币的收藏与鉴别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纸币的收藏与鉴别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200032048

10位ISBN编号：7200032042

出版时间：1999-1

出版时间：北京出版社

作者：赵隆业

页数：15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纸币的收藏与鉴别研究>>

前言

中国纸币起于宋代天圣二年（1024年），迄今已有970多年的历史。
中国是世界上使用纸币最早的国家。
清代以前存世的纸币品种少，实物难得。
而品种数量最多的是辛亥革命以后到民国24年统一使用法币时期。
当时不但国家银行可以发行纸币，而且各级地方政府，如省、市、县级银行也都发行有纸币。
工商业家成立银行经过政府特许也能发行纸币。
声讨袁世凯称帝，以及军阀混战等战争需要筹饷，也发行军用票等。
甚而私人钱庄、银号也发行纸币。
在一个特殊年代（大部分在民国28-29年），因为辅币缺乏，各行各业都发行代用券流通市面。
要弄清中国纸币的数量，并系统地收藏它是极不容易的。
因此，只要一进入纸币收藏行列，就永无止境，收藏欲望希望集全一切银行或地区的纸币，但大部分
银行或地区总有那么几种纸币收集起来特别难，以致于尽毕生精力都做不到。
所以，在进入纸币收藏行列以前，先要作好思想准备，明确收藏目的，端正收藏态度。
我们说收藏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研究，要提高对纸币的鉴别能力和了解当时发行纸币的政治经济背
景，如果仅仅是收藏而不去研究，那么收藏就不容易巩固和深入。
收藏水平高，不仅是指收藏的纸币品种多，这仅仅是一个方面；水平高还应当包括熟知所收藏纸币的
历史，能鉴定其珍稀度和真伪。
当然，这两方面也是相辅相成的，如果纸币收藏数量多了，自然也会提高鉴别能力。
纸币收藏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因为收藏品是要花一定的代价才能获得。
对大多数以工薪生活的朋友来说，都是靠节衣缩食、过清贫生活来增加收藏品，但即使如此，藏品的
数量也不会增加太快。
大多数收藏者都是靠以票养票，或是用其他渠道的收入来作收购藏品的补充。
不管是从何渠道筹资来增加藏品，只要一旦以比较低的价格收集到某一稀见或自己希望要得到的某张
纸币后，往往会欣喜若狂，从中领会收藏的乐趣。
只有少数所谓的“大款”，他们可以出巨资从收藏家手中成批地接受其藏品，但他们说不出这些藏品
的价值和意义，也领会不到收藏的难度和乐趣，这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收藏。
他们若把收藏品当作商品，待价而沽，说不定到某一时候，又会全部抛售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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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纸币起于宋代天圣二年（1024年），迄今已有970多年的历史。
中国是世界上使用纸币最早的国家。
清代以前存世的纸币品种少，实物难得。
本书主要介绍收藏纸币的某些基础知识，它是手册和工具书的补充和延伸。
如果你已进入纸币收藏的行列，并且手头已经有了我们编写的《旧中国国家银行纸币图录》、《中国
各省地方银行纸币图录》、《中国商业银行纸币图录》、《中国人民货币图录》等工具书，那么不妨
再读读这本书。
前者告诉你各银行发行的纸币有多少种及其珍稀度，教你如何去收藏。
那么这本书将会告诉你如何对收藏品进行分类、研究、鉴别、估价、保存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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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村票只允许在当地流通，有的还规定在一年左右期间收回，以解决临时性的困难。
例如河北省在民国26-27年期间，各县受灾严重，农村经济窘迫异常，由县或县以下的各村、商号发行
救济农村流通券，面值均在2元以下，要求各商号自行回收兑现，种类繁多。
例如宁晋县救济农村流通券（图1-11），背面印有发行的详细声明。
各地的村票种类特别多。
现已发现河北赵县一地村票就达百种。
5.私帖：私帖名称种类十分多，如信票、凭帖、兑票、执照等。
私帖主要是清末民初由私人钱铺发行，并可随时填写或印有面值的票据，它可以是银票或钱票，票式
简单，主要凭印章，并且还规定面生不付，需有保人才能付给现金。
例如东华门外德昌钱铺的凭帖取二两平松江银叁拾两（图1-12），德升荣的凭帖取钱千文（图1-13）
等。
这些私帖的编号均为手书，有的没有年号，均为即期支付。
这种私帖从它有骑缝印章来看，均有存根。
对于私帖，俞鸿昌先生统称它为“会票”，即此地取票、彼地取值的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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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中国纸币的收藏与鉴别研究》一书的清样摆在我们面前时，该书的编著者、中国地质大学研究员
赵隆业先生已经故去一周年了。
赵隆业先生，1931年出生于浙江宁波，195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长期从事煤田地质与勘探的教
学和科研工作，足迹遍及全国各大煤炭基地。
四十年间，出版过专业著作五本，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前后承担的多项研究课题均获得地矿部科技
成果进步奖；并为中国地质大学培养出大批的毕业生。
到了花甲之年，他从担任地矿部北方煤炭测试中心总工程师的岗位上退休下来后，则把主要精力全身
心地投入业余爱好的纸币收藏和研究方面。
盖因赵隆业自少年起受其父赵莱馆先生的薰陶，即开始收集收藏中国纸币，数十年的纸币藏品已具有
相当规模，其中不乏精品。
赵隆业先生常说，收藏本身不是目的，收藏纸币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更好的进行研究。
数十年的收藏经历使赵隆业先生已具有颇多经验和较高造诣，退休之后使他又有了充裕的时间。
从事纸币研究和撰写纸币图录之类的事，对于赵隆业先生来讲，当是应付裕如，游刃有余，他用旺盛
的精力自办起全国的纸币信息联络网，担当“纸币收藏园地”主编，广结各地钱币界朋友；并与徐枫
先生、吴筹中先生合作，得以先后完成《旧中国国家银行纸币图录》、《日伪政权银行货币图录》、
《中国人民货币图录》、《中国各省地方银行纸币图录》、《中国商业银行纸币图录》、《中国代用
币图录》等书的编撰出版。
近几年间，赵隆业先生利用个人收藏品举办过多次纸币展览；在地质大学组织过数次全国钱币爱好者
交流活动；分别在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作过钱币专题节目和钱币讲座；为弘扬祖国的钱币文化尽
心竭力，虽累月经年，而乐此不疲。
正当赵隆业先生在钱币事业上大展宏图之际，然而不幸的事却降临到他的身上，1997年2月上旬的一天
，赵隆业先生突然感到身体不适，经医院检查，发现罹患胃癌和转移性肝癌，且已是晚期，经医治无
效，于1997年4月21日不幸逝世，终年66岁。
面对赵隆业先生的遗作清样，不由得睹物伤情和睹物思人，赵隆业先生作为北京市钱币学会常务理事
和纸币专题小组召集人，多年来与学会工作人员配合默契，合作愉快，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
不幸逝世不仅给他的家人与亲戚带来巨大的悲痛，也使钱币界他的朋友们深感悲伤和惋惜。
赵隆业先生生前为本书所写的“前言”中结尾时写到：“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参加到纸币收藏和研
究的行列中来，以推动纸币收藏文化的发展，促进钱币事业的繁荣。
”我们缅怀和纪念赵隆业先生最好的方式莫过于遵从赵隆业先生的这一遗愿，努力搞好普及钱币文化
知识工作，以推动钱币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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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纸币的收藏与鉴别研究》是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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