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行末
“
主者

” ,

可能即主其事的意

思
。

太和七年三 月一 日壬戌朔

十五 日丙午充州刺史侯

口遣士朱周等二百人作 (图一
:

2)

第二行
“ 丙午 ” , “ 午 ”

字误
,

应是
“ 子 ”

字
。

第三行第一 字释不出来
。

曹植死于魏明帝太和六年
,

七年是他死

后的一年
。

刺史
,

地方长宫
。

当时的州约当现在的

省
。

侯口
,

充州刺史的姓名
。

东阿属充州
。

曹植死后葬在那里
,

所以

当地刺史要派人去担任劳役
。

士
,

(( 三国志
·

魏书二十三 ))
“
帝欲徙

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
。 ” “ 士 ” 即 军 籍 ,

“ 士家 ”
是世代相传当兵的人家

。

“ 朱周 ” 是指士家的姓
,

由这两姓抽出

二人去充任
。

呈陈王陵各赐休二百 日
” (图一

:
3)

“
里

” 即 “ 里 ”
字

。

读为
“ 理 ” ,

即治理

或修治
。

曹植封陈思王
, “ 陈王陵 ” 即曹植墓

。

赐休
,

即放假的意思
。 “

赐休二百 日
”

就是准这批士在二百天之内
,

不服其他的役
。

(东阿文化馆讯 顾铁符释砖铭 )

带

曹植墓清理简况于 《文物参考资料 》

1 9 5 1年报道
。

铜川市耀州窑遗址

发现窖藏铜钱

1 9 7 7年 3 月
,

铜川市黄堡公社梁家源大

队社 员在耀州窑遗址范围内平整土地时
,

于

距离地面 1
.

5米深处发现一只陶罐
,

罐 口 用

陶盆盖着
,

罐内装满一 串串排列 整 齐 的 铜

钱
。

这批铜钱重量约 87 公斤
,

计 1 9 6 3 9枚
。

年

代最早的为西汉
“

半两
” 钱

,

年代最晚的为金

代
“ 大定通宝

” 钱
,

其中大多数为北宋时期

的钱币
。

铜钱分小平钱
、

折二钱
、

当十钱等
;

钱文有楷
、

草
、

行
、

隶
、

篆书体和瘦金体
。

现按铸造时间顺序分类整理如下
:

西汉
“
半两

” ,

17 枚
。

有大小两种
,

大者

为汉高后二年七月 (前 1 86 年 ) “
行八株钱

”

( 《汉书
·

高后纪 》 )时所铸
。

小者为西汉文

帝五年 (前 17 5年 ) 所铸之四株
“
半两

” (图

一
: 1

、

2 )
。

新莽
“
货泉

” ,

14 枚
。

大小厚 薄 稍 有 差

异
,

形制基本相同
。

这种钱币始铸于天凤元

年 (公元 14 年 )
,

王莽篡权后
,

滥铸货币
,

他的

所谓 “
宝公希.l’’ 共分五物六名二十八 品

, “
货

泉
” 是其中使用时间较长的一种 (图一

:

3)
。

汉至隋 “ 五株
” ,

53 枚
。

可分三种
: 1

、

“ 五 ”
字交叉两划屈曲

,

始铸于汉武帝元狩五

年 (前 H S年 ) ; 2
、

剪边五株
,

当为东汉时流

通之货币 ; 3
、

形体较前两种小而边宽
,

为隋

文帝时 ( 5 8 1一 6 0 4年 )所铸 (图一
: 4 一 6 )

。

唐
“
开元通宝

” , 1 4 72 枚
。

始铸于高祖武

德四年 ( 6 2 1年 )
。

其中部分背面有星月纹或

“ 京 ” , “
兴 ” 字铭

,

这种钱为武 宗 会 昌 时

( 8 4 1一 8 4 6年 ) 所铸
。 “
京

” , “ 兴 ,,
表示京兆

,

兴平地方铸造 ( 图一
: 7 一 10 )

。

唐
“ 乾元重宝

” ,

77 枚
。

肃宗 时 ( 7 5 8一

7 5 9年 ) 所铸 ( 图一
: 1 1

、
1 2 )

。

五代十国 ( 9 0 7一 9 79 年 ) 的钱币有前蜀

的
“
光天元宝

” 1 枚
, “ 天汉元宝

” 3 枚
;
后

周的
“
周元通宝

” 6枚
,
南唐的

“
唐 国通宝

”
24

枚和阔边
“ 开元通宝 ” 5枚 (图一

:

13 一 17 )
。

北宋太祖
“
宋元通宝

” 64 枚
, “

乾德元

宝
” 3 枚

。 “
宋元通宝

”
始铸于建隆元年 ( 9 6 0

年 )
,

是宋代的开国钱币 (图一
:

18
、

19 )
。

北宋太宗 ( 9 7 6一 9 9 7年 ) “ 太平通宝
”

18 5枚
, “
淳化元宝 ),l 62 枚

, “ 至道元宝 ” 3 10

枚 (图一
: 2 0一 2 6 )

。

北 宋真宗 ( 5 9 8一 1 0 2 2年 ) “
咸平元宝

”

1 9 7 9 年

DOI : 10. 13619 /j . cnki . cn11 -1532 /k. 1979. 05.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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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霹
万 8 9 10 1 1

嘟幸举
母心 O

3 7 3 8 3 9

母食幽母咖母

罄母母@

O 母动母母

图一 铜川市周州窑遗址出土的洞钱拓片

、
、

2
.

西汉钱 3
.

新莽钱 一
6

。

汉至隋钱 7一 12
.

唐代钱 13一 1了
.

五代十国钱 一s
、

一9
.

北末太祖钱 2 0一 2 6
.

北宋

太宗钱 2 7一 3 1
.

北宋真宗钱 3 2一 4 2
.

北宋仁宗钱 (均 4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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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翼鬓
幽备函幽函云

咖咖函辱西西
母嘲幸 @图

8 2

图二 铜川市粗州窑遗址出土的铜钱拓片

43一
4 9

。

北宋仁宗钱 5 0一 5 5
.

北宋英宗钱 5`一 6 4
。

北宋神宗钱 e s一 76
.

北宋哲宗钱 7

卜
53.

北宋徽宗钱 (均 4 / 5 )

1 7 9 9年



5 3 8枚
, “ 景德元宝

” 3 80 枚
, “

祥符元宝
”

5 0 9枚
, “ 祥符通宝 ” 3 18 枚

, “ 天禧通宝 ”

4 1 7枚 (图一
: 2 7一 3 1 )

。

北宋仁宗 ( 10 2 3一 1 0 6 3年 ) “ 天圣元宝 ,,

90 2枚
, “ 明道元宝

” 10 9枚
,

景枯元宝 ),2 48

枚
, “

皇宋通宝
” 1 7 6 8枚

, “ 庆历重宝 ” 10

枚
, “ 至和元宝 ” 2 02 枚

, “ 至和 通 宝 ” 59

枚
, “ 嘉佑元宝 ,,2 05 枚

,

嘉枯通宝 ),3 82 枚
,

( 图一
: 3 2一 4 2 ,

图二
: 4 3一 4 9 )

。

北宋英宗 ( 1 0 6 4一 1 0 6 7年 ) ,’
治平元宝

,,

遵2枚
, “ 治平通宝

” 3 3 7枚 (图二
: 5 0一 5 5 )

。

北宋神宗 ( 10 6 5一 1 0 8 5年 ) “ 熙宁重宝
,,

59 4枚
,

熙宁元宝
” 1 5 8 4枚

, “ 元丰 通 宝
”

2 7 2 3枚 ( 图二
: 5 6一 6 4 )

。

北宋哲宗 ( 1 0 8 6一 1 10 0年 ) “ 元枯通宝 ,,

1 5 7 1枚
, “ 绍圣元宝 ,, 5 7 4枚

, a
元符通宝

” 2 0 3

枚 ( 图二
: 6 5一 7 6 )

。

北宋徽宗 ( 1 1 0 1一 l 一2 5年 ) “ 圣宋元宝
"

59 4枚
, “

崇宁通宝
” 2 02 枚

, “
崇宁重宝

”

50 6枚
, “ 大观通宝

” 16 6枚
, “ 政和通宝

”

6 8 7枚
, “
宣和通宝

” 3 5 5枚 (图二
: 7 7一 8 3 ,

图三
: 8 4一 9 6 )

。

南宋高宗 ( 1 1 2 7一 1 2 6 2年 ) “ 建炎通宝
”

6 7枚
, “ 绍兴元宝 ” n s枚

, “ 绍兴 通 宝
”

1 8枚 (图三
: 9 7一 1 0 6 )

。

南宋孝宗 ( 1 1 6 3一 1 1 5 9时 ) “ 隆兴元宝 ,,

1 枚
, “ 乾道元宝 ” 6 枚 (图三

:

10 7一 10 9)
。

窖藏中还有辽
、

金钱币
:

辽的钱币有兴宗 ( 1 0 3 1一 1 0 5 4年 ) “ 重

熙通宝 ,, i 枚 ( 图三
: 2 2 0 )

。

金的钱币有海陵王 ( 1 1 4 9一 1 1 6 0年 ) “ 正

隆元宝 ,, 9 6枚
,

世宗 ( 1 2 6 1一 1 1 5 9年 )
“
大

定通宝
,, 2 枚 ( 图三

: 1 1 2
、

1 1 2 )
。

耀州窑遗址范围内此次所发现的窖藏铜

钱
,

为研究我国货币史和耀州窑的烧造历史

增添了实物资料
。

1 窖藏铜钱中年代最早的为西汉高后

二年的
“
半两

”
钱

,

年代最晚的为金世宗
“ 大

定通宝
”
钱

,

其间经过一千二百余年
,

钱币

内容比较丰富
。

但它们同时窖藏在一个陶罐

内
,

可见都是当时流通的
,

大概金代使用铜

钱不分朝代
,

新旧通用
。

2 窖藏铜钱年代最晚的 是
“ 大 定 通

宝 ” ,

说明掩埋这批铜钱的时间当在金世宗大

定以后不久
。

据 《同官县志 》 载
:

黄堡耀州

窑
“
惜 自金

、

元兵乱之后
,

镇地陶场均毁于

火
,

遂尔失传
” 。

自从公元 1 1 2 7年起
,

由于金

与南宋对峙
,

连年混战
,

致使我国北方许多

著名瓷窑遭到摧残
,

窑主及陶瓷匠师纷纷南

逃
,

窑场停烧
。

黄堡耀州窑是一处著名的民

间瓷窑
,

由于金代战乱的破坏
,

窑场从此逐

渐衰败
,

这批窖藏铜钱很可能是瓷窑窑主在

当时战乱的紧急情况下被迫掩埋的
。

据梁家

源大队的老年社员反映
,

过去这里还发现过

同样两罐窖藏铜钱
。

所以
,

这批窖藏铜钱为研

究黄堡耀州窑衰落阶段的绝对年代和当时政

治和经济情况提供 了又一可靠的实物证据
。

(铜川市中心文化馆 卢建国 )

擎茸韭卑卫澳

关于怀素 《 鱼肉帖 》释文

(( 文物 》 1 9 7 9年 2 期徐邦达同志 《古摹怀

素 (食鱼帖 ) 的发现》 一文
,

对此帖作了精

确的鉴定
,

用语谨严
,

丝毫不苟
,

所推论各

事也密理无间
。

但帖文释文尚有 可 商 讨 地

方
。

按帖文早见于 《六研斋三笔 》 卷二 《怀

素鱼肉帖 》 条
,

徐释除
“ 故久病不能多 1弓异

闻以报诸君
” 改为 “ 故久病不能多书异疏还

报
” ( “ 诸君 ”

下属为句 )
, “ 晦 日 ” 作

“

口

日 ” 外均同
。

据我就 (( 文物 》 图 版 粗 作 考

察
,

觉得释文应该如下
:

“ 老僧在长沙食鱼
,

及来长安城中
,

寻食

肉
,

又为常流所笑
,

深为不便
。

故久病不能多

书
,

实疏还报
。

诸君欲兴善之会
,

当得扶赢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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