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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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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二年级的时候开始习作，写的第一篇文章，是
和郭沫若先生讨论漳州军饷银饼的铸行年代，题目叫《试论“漳州军饷”银币》。
成稿后，便寄给了当时的《历史研究》编辑部。不意编辑部把是稿转呈给了郭老，
引起郭老高度重视，并在我的习作上做了多处眉批。 
    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缘故，我在刊物上正式发表文章，是十六年以后的事情。从
1979年到2004年，先后发表短文160余篇。其中，除了早期写过几篇有关殷商历史和
安阳博物馆馆藏甲骨的文章外，几乎都和钱币相关。 
    现在选编这本文集，我想不只是为了汇集个人在钱币学上的研究成果，而是更
想通过我对钱币学的认识和思考，回顾和反思二十多年来中国钱币事业走过的道
路，从而为中国钱币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东西。由此，这本文集的内
容，大致有三方面组成： 
    一是，对有关钱币的几点研究。 
    由于对钱币的兴趣和热爱，所以在工作之余，星星点点地做了一些学问，有几
点学习体会。其中主要包括：1．对早期实物货币贝化的断代研究，根据贝化的人工
加工部分的变化，提出其有三个发展阶段的观点；2．根据考古资料，发现并验证了
青铜块曾经是我国西周时期的一种称量货币；3．根据钱币实物的考证，提出赤仄钱
和赤仄五铢应是指西汉武帝时期钱制改革以后，经过净边工艺处理的一种五铢钱；
4．对王莽货泉的版别作了分类研究，并对莽钱的沿革历史做了断代分析；5．分析
认定了曹魏五铢钱的制作特征；6．组织了萧梁五铢钱铸造工艺的模拟实验，发现萧
梁时期的铸钱工艺已经达到范铸法铸钱的最高水平；7．考察、认定了十国吴越铸行
的铅开元通宝钱；8．对北宋铜钱的金属成份作了测试和研究，提出宋钱的合金比例
的科学性；9．对北宋夹锡钱作了初步的分析和讨论；10．对两宋年号钱和对钱历史
作了分析研究；11．发现、论定了两宋的木雕母钱，进而论证了宋钱的铸造工艺；
12．对辽代年号钱的历史和辽钱制作特征作了分析研究；13．通过成份分析，发现
明嘉靖以后，逐步采用黄铜铸钱，取代了传统的青铜铸钱；14．对我国早期自铸银
元——漳州军饷银饼做了断代研究。这些课题的研究，有的是独立完成的，有的是
和相关同志合作完成的。考虑到阅读的方便，这一部分的文章在汇编时不再以发表
时间的先后排列，而是以钱币的历史程序作了重新编排。 
    对于钱币的鉴定，是开展钱币学研究的基础，是学科的基本功，我受家父影
响，孩提时代便接触到钱币实物，青少年时代经常出入上海古玩市场，并旁听了当
年上海泉币学社每周的例会，聆听到老一辈钱币学家对于钱币的评议和对有关文物
的讨论，耳濡目染，积累起了鉴定的经验。1986年受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1993
年受聘为国家流通文物专家组成员，又参与了中国钱币博物馆的筹建并主持了日常
工作，所以有机会接触和鉴定了大量的钱币实物，特别是各类珍贵钱币和鉴定难度
比较大的钱币，在此基础上，归纳整理了《略论中国钱币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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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钱币鉴定研究相关联的，还有钱币学专用名词规范化的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
和各地钱币收藏者、爱好者的习惯用词不同，致使中国古钱的专用名词既不统一，
也不规范，我曾经写过几篇关于钱币名词解释和传拓、收藏的小文，在钱币界产生
过一定影响。所以作为附件，将其纳入这一部分之末，或许会对进一步规范钱币名
词起一点积极作用。 

二是，对钱币学学科理论的一点认识。 
1982年，中国钱币学会成立之初，对于钱币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大家的

认识不同，分歧很大，尤其是从事金融研究的同志和在文物部门、博物馆工作的同
志，认识有很大差距。为此，我们曾组织过多次讨论，希望通过交流，逐步达成比
较一致的认识。现在，我们认识的钱币学，是古钱学的继承和发展，其研究对象除
了古代金属铸币以外，包括了古今中外所有的货币。既包括实物货币、金属称量货
币，各类金属铸币和近现代的机器打制货币，也包括古钞、近现代纸币和银行信用
卡等各类信用货币。还包括由货币文化衍生出来的各类代用币，各类压胜钱、纪念
章和相关的其它物件。总之，钱币学是以古今中外各类钱币实物为研究对象的一门
学科，因此，它有鲜明的个性，是其他任何学科都无法取代的一门独立学科。 

钱币学的研究方法，除了承继传统古钱学的鉴定方法之外，也是与时俱进的，要
不断吸取和借鉴相关兄弟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特别是把现代科学分析方法
应用到钱币的鉴定和钱币学的研究中来，使钱币鉴定不仅只是看到钱币的表面现
象，而且可以了解和掌握钱币内在的成份组成，从而使钱币学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即传统的鉴定方法和科学的鉴定方法相结合，这在钱币学的学科发展史上，在
钱币研究的方法论上具有重要意义。从而逐步形成了一套具有本学科个性特色的比
较完整的研究方法。 
    由于长期在我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参与过当代货币发行管理
部门和印钞造币管理部门的工作，有机会参观考察过国内外一些造币厂、印钞厂，
也参与过当代流通币、流通纪念币、金银贵金属纪念币，乃至有关纪念章的设计讨
论，参与过有关样稿、样币的评审，所以对当代钱币的印制和发行有了一定的了
解，也投入过一定的精力，做过一些探索和研究，这不仅有助于我对古今钱币学的
认识和理解，使之融会贯通，也使我进一步认识到钱币学的研究范围，不能局限于
古代钱币，也不能局限于历史钱币，而是应该涵盖到当代钱币，认识到钱币学为现
实金融工作、货币工作服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对于钱币学学科理论的这些认识，有一个逐步提高，逐步升华的过程，是在长期
工作和研究的实践中，逐步体会和完善的。我在不同时期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中所涉
及的相关观点，代表了不同时期的认识程度。为了客观地反映这个变化过程，所以
这一部分的文章，在这次选编时，仍按发表时间的先后排列，文中的观点和提法也
不再作重新修整。 

三是，和钱币学相关的闲言碎语。 
    这部分选编的文章，大致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在有关钱币工作会议和学术讨
论会上的发言；二是有关钱币著作的序、跋和书评；三是对前贤学者的追思和纪
念。这部分的内容比较分散，文字长短不一，有的只是数百言，千把字，故称之谓
“闲言碎语”。但它涉及的方方面面都和钱币学相关，它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我
对钱币学、钱币事业或者某一事物的认识和看法。 
    中国钱币学会于1982年6月底成立，致力于组织和推动当代中国钱币事业的发
展，取得了实效。我参加了学会的成立大会，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1984年10
月调入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局，即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因为当时学会秘书处由印制
局代管，11月任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秘书处副处长，从此正式投入了钱币学会
的工作。1986年4月起主持中国钱币学会秘书处工作，在同年11月召开的中国钱币学
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接任秘书长之职，一直到2004年底的二十年中，我参加过
的中国钱币学会的工作会议，包括学会的常务理事会、理事长办公会、全国秘书长
工作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以及有关地方学会的活动、学会学术委员会的活动，
《中国钱币》编委会的会议和国内外有关钱币的学术研讨会、报告会约有二、三百
次，几乎每次会议都发表过自己的见解。我曾多次谈过，我们是当代中国钱币事业
的弄潮儿，是钱币事业的兴风作浪者，推波助澜者，如果说当代中国的钱币事业取
得了一些成果，那么和中国钱币学会的工作，和这几百次的会议与学术活动不无关
系，但这些发言和报告，多数没有成文，事后也没有再做专门的整理，现在选编的
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虽不得其全豹，但求管中窥豹，略见一二。 



    过去的二十年，是我国钱币学研究成果的高产时期，出版发行了一大批与钱币
相关的专著、文集和谱录，虽然它们的学术价值参差不齐，但它们是我国钱币学学
科发展的历史见证，其内容涉及到钱币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从中可以看到当代中国
钱币学研究的重点和方向。我应约曾为其中的一些书写过六十余篇序文，这次检录
出其中的四十篇，收入这本文集。 
    当今的钱币学是在承继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于前贤的研究成
果和他们的道德品行、治学精神，我们要十分遵重，谦虚学习，并在我们的实践中
努力发扬光大。出于这样的目的，所以也选录了有关的几篇文章，收入这本文集。 

2000年，金融时报社副总编徐耀中和艾俊川先生曾经采访过我，并以《博击币
海——戴志强和他的钱币学研究》为题做了报道，今征得他们的同意，将是文列入
本书之末，作为收篇之作，同时也感谢他们对于钱币事业的关注、支持和对我本人
的厚爱。 

该书由中华书局于2006年1月出版。 
邮购地址：北京西城区西交民巷22号北京方泉斋集币服务部(100031) 
电话：010—66081376，66194539 
 

    (责任编辑：高聪明) 
    
 

责任编辑: ech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请点击注

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Copyright © 2002 -2003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phpArticle modified by tphs Version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