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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为教学需要，在国家文物局直接领导和关怀下，聘请多位专家、学者编写。
因执笔诸先生大力支持，得以顺利完稿。
本书分上、下两编。
上编介绍中国古钱发生发展概况、铸行情况以及重点钱币等。
上起先秦，下迄清亡。
所谓重点钱币，并非专指“孤品”、“无定价”钱等，而是综合考察其史料价值，以学术评价为主，
不是以值钱多少，来确定是否重点。
下编从不同角度，介绍相关知识，涉及面广，比较复杂，有的问题，是今天说不全，明天仍然不能说
全的。
比如古钱鉴定，就是没完没了，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化的。
因此，所介绍内容，难免有欠妥的地方，尚祈读者批评指正，以期逐步完善。
分工情况：（1）主编，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唐石父。
（2）各篇章执笔者：先秦钱币：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朱凤瀚。
秦汉三国两晋十六国南北朝钱币：长城博物馆馆长王雪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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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教学需要所编，是文物博物馆系列教材中的一册，具体介绍了中国的古钱币，共分上下两篇。
上篇介绍中国古钱币发生、发展、铸造情况以及重点钱币等。
下篇从不同角度，介绍相关知识，涉及面广。
    本书内容全面，图文并茂，说明详细具体，是各大专院校和文物爱好者值得一读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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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石父，天津市人。
1957年起在《文物》、《中国钱币》、《钱币博览》、《陕西钱币》、《安徽钱币》等杂志上发表文
章。
其中《武德钱文研究》收入《中国历代货币大系》第十四卷并荣获中国钱币学会首届金泉奖及金质开
通元宝。
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委员、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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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以上弧背明刀、磬折明刀，除河北省易县燕下都遗址多有出土外，北京市、天津市、啊北省、
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及朝鲜半岛北部等地亦有出土。
 （3）针首刀  又称锐锋刀。
刀首与上述明刀有明显差异，与尖首刀相比，刀首之尖端更长，刀柄的直纹，面仍二直，背则减成一
直。
铜质不精，制作也粗，文字简单，或无文字[图1-383。
最先发现于1932年，是在今河北省承德出土的，约百余枚。
研究者向来认为当属燕国所铸。
而且1987年，在河北省易县燕下都遗址内的高阳乡军营村出土的尖首刀中，夹有针首刀两枚，尤足为
燕国刀之证。
就其锐锋之长，刀柄背面只一直等看来，它与尖首刀、明刀的关系实难于作出解释。
有人认为有可能系山戎部落与燕人及其他民族交往，而仿尖首刀铸行的一种特殊刀币。
然而刀尖延长则尚难解释。
只好待更多出土资料再作解释吧。
（二）齐国刀币刀身弧背，凹刃，刀首、刀身、刀刃、刀脊，有郭隆起，高达4毫米，刃部也有郭，
高3毫米。
与实用刀之刃薄脊厚，相去已远。
较之燕刀保有实用刀之刃薄脊厚者大异，适为晚出之证。
而历来认为齐刀先于燕刀之说者，概未察及刃薄脊厚之异，实为工具刀之遗痕。
如尖首刀，而齐刀则刀刃一方亦为高达3毫米。
这种差异亦为齐刀晚出之证。
如郑家相、彭信威、日本奥平昌洪等皆主张燕刀早于齐刀之说。
《中国古钱谱》从之。
面文由地名或国名与“之法化”或“法化”结合组成，一行直下。
与之法化结合者，刀脊中断；与法化结合者，刀脊不断。
这一变化，当是工具刀演变的遗痕。
由实用刀之断脊，与断脊之消失，可以推知前者早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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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钱币》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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