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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清中期，中国封建社会正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急速转型，各个领域受到了空前的冲击，主动或被动
地发生着一系列变革。
错综复杂的咸丰钱币，将这非常时期在社会、经济、货币、文化等方面的震荡体现得淋漓尽致。
咸丰钱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咸丰钱始终吸引着钱币收藏与研究者的目光，自清人鲍康《大钱图录》问世以来，出现了一系列关于
咸丰钱的著录和研究文章，对咸丰钱的历史背景、历史面貌、历史教训，从收藏、研究、艺术等多角
度、多层面进行深究与剖析。
王文良先生积二十余年专集咸丰钱之功，不辞辛劳将切身体验和研究心得编著成书，眼前这本《清代
咸丰钱鉴赏与集藏》无疑扩充与丰富了咸丰钱研究的新篇章。
清廷执政以后，接受历史上推行虚值大钱的惨痛教训，对于铸行大额钱币和发行纸钞是慎之又慎，然
而形势所逼，终究没有逃脱历史的桎梏。
18世纪初，当中国皇帝还躺在龙床上悠游自得之时，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开始，闭关并没有让中
华民族保持安宁，而是饱受了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洪流的冲击。
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英国在印度设立的东印度公司开始实行鸦片专卖，面对清廷闭关政策，他
们采取贿赂、偷运、走私等种种手段，成功地将鸦片源源输向中国，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打破了
中国银钱并用的货币结构，严重破坏了清廷财政平衡。
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和沿海匪徒滋事，进一步使清廷财源缩小、支出猛增，增发铜钱又因滇铜受阻，
困于铜源缺乏而无能实施，终于饮鸩止渴下狠心推行大钱和纸钞。
但要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在全国急速上马大钱，势必难以遵循既定的钱币铸行顺序，结果就打造出了
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千姿百态的“方孔精灵”。
本书摆脱了以往单纯就钱论钱的桎梏。
一方面，在对咸丰钱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综合考察的基础上，努力对各地区不同钱局所铸钱币的历史
面貌进行还原。
对每个钱局铸的咸丰钱主要风格特征，都有扼要的描述，提纲挈领，切中要害。
不仅是中原各地、各省的，还涵盖了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六个钱局的咸丰钱，也有比较丰富、贴切
的展示。
另一方面，对咸丰钱的收集、辨识、鉴赏和保管等都做出了独到的讲解，言之有物，实实在在，有条
有理，使人读来有碰得到、看得见、摸得着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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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之中国，西方列强两次挑起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占据半壁江山，中华大
地饱受百年劫难与凌辱，激发起近代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
    咸丰三年(1853年)，为平息内乱外患，财力捉襟见肘的成丰皇帝开铸减重大钱以协济军饷。
因信息为战场阻隔且政局的瞬息万变，使中央政府处于强弩之末，地方铸钱局又各自为政，致使成丰
钱的铸造百花齐放，从而孕育出中国货币史上最为错综复杂的咸丰钱版别体系，千年延续的中华文化
底蕴赋予了咸丰钱内涵和生命，令东方货币体系再现华彩篇章。
    通览全书，更深层次感悟改革开放于中华民族之重要，并由衷赞叹浩瀚壮观、绚丽唯美的咸丰古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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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文良：深圳钱币学会理事，现于招商港务（深圳）有限公司任职。
 
    收集钱币三十载。
主集“咸丰钱”、“中国历代货币”和“外国流通硬币”三大类，收藏不同咸丰钱千余品，其中不反
精品、珍品，为咸丰钱收藏大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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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8世纪初，对中国旱已垂涎三尺的英国商人将鸦片大量走私进入中国，使中国白银源源不断外
流。
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国政府在广州收缴鸦片并予销毁，英国当局为维护非法鸦片贸易利益，发动
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中国战败，清政府赔偿第一次鸦片战争白银2100万两，用于战争的费用远大于此。
道光后期的10年间，朝廷用于赈灾和镇压动乱的费用达2500万两。
咸丰皇帝上台后，清军三年间用于镇压太平天国的军饷就超过了2000万两。
战争还使税收大幅度下降，“屋漏偏遇连绵雨”。
大清朝财政几近山穷水尽，于是采用“变通”税赋标准和通过各种渠道，敲骨吸髓地榨取百姓，还开
创了向洋人告贷的先例。
18世纪中叶，一贯以天朝上帮自居的满清政府依然闭关自守，对发生在西方国家的社会变革、科学进
步和工业革命不闻不问。
1840年，当世界第一强国英国挑起鸦片战争，用快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大门后，近代中国社会进入大动
荡和大变革时期，广大劳动人民陷入内外双重压迫的苦难煎熬中。
早在乾隆年间，英国部分海外殖民地对中国贸易己占其进出口总值的主要部分，到嘉庆时达到80％以
上。
中国的茶叶、瓷器、生丝、土布等，在欧洲市场上很受欢迎，畅销不衰，而英国棉毛织品在中国市场
上长期滞销亏损，除了转销印度棉花外并无其他适当货物可供。
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和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阻碍了外国商品的流入，大幅度的贸易顺差
使白银在较长时期内源源不断流入地中国。
封闭政策不仅窒息了中国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的发展，阻碍了国人了解、学习世界上先进文化观念和
科学技术，还因此埋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
老牌殖民帝国的英国，早就觊觎着中国大幅度贸易顺差。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政府先后两次派使团来到中国，要求中国
政府开放贸易和口岸，由于英方的一些无理要求及中方根本不考虑对外开放，均未进入实质性淡判，
嘉庆二十一年的英国使团是被强行遣送出境的。
由于清廷对世界形势和西方列强在工业及军事技术发展缺乏系统了解，故而对于英国政府的威逼利诱
不以为然。
英国方面并未因此罢休，采取贿赂中国官员并勾结不法商人，大量走私鸦片进入中国。
自嘉庆五年至道光初，清政府的禁烟令如一纸空文，从年输入中国几千箱鸦片开始，到19世纪30年代
时，年输入鸦片达四万余箱，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倒流出国。
道光十八年（1838年），朝廷经过“对鸦片是禁是放”的激烈争论后，道光皇帝决定委派湖广总督林
则徐为钦差，前往广东禁烟。
道光十九年（1839年）三月，林则徐在广州和虎门等地共收缴并焚毁鸦片237万余斤。
一直在等待时机的英国政府立即作出反应，派出军队、军舰，发起第一次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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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的童年是20世纪50年代，离清朝灭亡四十余年，咸丰铸大钱也就是100年前的事。
小时候曾听外婆说起，她的父辈在阳澄湖中船上躲避长毛（百姓对太平军的贬称，外婆1880年生于苏
州阳澄湖畔）袭扰，结果家里被抢并遭破坏。
太平军攻打苏南一带在咸丰朝后期，攻入苏州后将整条商业街烧毁，太平天国在当地老百姓的心中形
象很坏。
民国建立以后的几十年战火不熄，军阀内战、日本鬼子入侵，老百姓长期饱受兵灾之苦。
父母年轻时生活在动荡年代、旧中国绝大多数人生活质量低下，寿命短，老一辈人说中国穷是因为人
太多。
近代中国发生的一些大事，在我们这个年龄段人群心里不是太遥远。
20世纪的10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远远超过此前几千年来的变化
。
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人告别战乱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我们这些被誉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糖水里泡
大的青少年，经历了数次“与人斗其乐无穷”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折腾，经济建设遭受破坏，百姓为
温饱所困。
1976年打倒“四人帮”，国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空话和口号中解脱，百姓生活回归平静，日子越过
越好。
20世纪80年代初，与改革开放不期而遇，许多上山下乡的知青回城一段时间后又从工厂下岗，社会进
入转型期。
然而，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成果使每一个中国人受益，生活逐渐富裕安宁，社会环境大大改善，是
解放五十多年来最好的时光，我们这一代人体会最深刻。
少年时代亲身经历诸多无法忘怀的重大事件，其中印象特别深刻的是1958年“大跃进”和接踵而来的
“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
1958年大跃进提出“15年超英赶美”，还记得当年国家下达的钢产量指标是1070万吨，浮夸风和违背
科学的政策首先将全国农村陷入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起多数老百姓经历了忍饥挨饿，1964年
刚能吃饱饭又开始了“四清运动”。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工厂停产、科研人员下乡，全国上下10年动乱
。
1966年末、1967年初去南京、北京、广州“革命大串联”。
学校不再上课，天天跟邻居、同学打牌、下棋，与同好一起淘零件、装收音机。
1967~z上海《解放日报》有一篇社论，批判不参与“文化大革命”的“逍遥派”，说这些意志消沉者
“男的装天线、接地线，女的做针线、织毛线⋯⋯”1968年11月，以工厂“造反队”为主体的“毛泽
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与学校领导班子组成“毕业分配工作组”，我被分配到交通部上海港务局当
工人。
虽然工作劳累，但还暗自庆幸躲过了下乡插队。
后来听说我们几个没有下乡的同学，与“文革”中不参加红卫兵折腾老师有关，“毕业分配工作组”
内不少老师曾被红卫兵小将批斗打骂。
参加工作以后，继续无线电业余爱好，帮邻里、同事修理电器。
1970年以后，黑白电视机和盒式收录机的普及，又使我着实兴奋和忙碌了不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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