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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辰龙年即将到来。在中国传统
文化中，龙是神兽，中国人对龙的崇拜有
8000多年的历史，自豪地自称为“龙的
传人”。

中国邮政近日发行的《甲辰年》龙
年生肖邮票格外火爆。与此同时，央行
发行的龙年纪念币、纪念钞也火了，成
了“开年顶流”。

由于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人们
一向对龙题材的邮票和钱币颇有期
许。而中国的第一套邮票就是“大龙
邮票”。今天的《史话》，就让我们一
起走进邮票和钱币的世界之中，看看
古人的智慧。

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的诞生
与中国近代邮政的发展，有着紧密联系，
它的发行成为中国近代邮政发端的标志
之一。

1878年，大清海关试办邮政，同年7
月，中国第一套邮票——“江山云龙图”脱
颖而出，后被称为“大龙邮票”。

“大龙邮票”全套三枚，邮票图案正中
为蟠龙戏珠，绘一条两目圆睁的五爪蟠
龙，在云彩水浪的衬托下，大龙腾云驾
雾。邮资面值以中国海关记账单位关平
银（海关银）表示，分为：一分银（绿色，寄
印刷品邮资）、三分银（红色，寄信函邮
资）、五分银（黄色，寄挂号邮资）。

大龙邮票自1878年（清光绪四年）在
天津发行后，先后共分三期印制、发行：第
一次印制用薄纸，故称为“薄纸大龙”；第
二次印制因印版重新组合，子模之间的距
离加大，使邮票图案的边框和齿孔之间的
距离加大，故称为“阔边大龙”；第三次印
制因所用纸张较厚，故称为“厚纸大龙”。

古代采用模印的方法制作钱币，又叫“钱范”，如
今的“模范”一词就是从“钱范”而来的。“模范”本来指
制造器物时所用的模型，因“模”是标准、规范之意，

“范”有模范、榜样之称，后来引申为值得学习的榜样。

（综合海南日报、央视、北京晚报、齐鲁晚报、人民网）

古代钱币里的

“大龙邮票”
中国第一枚邮票

□知多一点

“模范”一词
原来和钱有关

在北宋以前，从贝壳、铁钱、铜钱到
白银、黄金，金属货币的历史延续了
2000多年。

直到贸易繁华的北宋中期，随着经
济发展，商品交易量大大超过了货币流
通量，金属货币供不应求，市面上甚至产
生了“钱荒”。当时的四川仍然广泛使用
铁钱交易，但是铁钱值小、体重，给携带
及流通带来了诸多不便。据史书记载，
买一匹绸缎要搬运65公斤的铁币。朝
廷不解决供币流通中的矛盾，成都人开
始大胆求变，民间十六户富人发明了一
种收据形式的楮券，在民间零星发行，用
来代替铁钱流通，这就是“交子”。它的
出现动摇了金属铸币根基。

由于私营交子的信用得不到保证，
官营交子应运而生。益州（现在四川省
一带）交子务是世界上首个发行纸币的
官方机构，发行的官交子也被认为是世
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

到了南宋，全国开始仿照四川发行
纸币，中国由此进入了纸币流通时代。
直到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欧洲人才了解
纸币并效仿，可以说成都诞生的交子，领
先了世界其他地区600多年。

中国人用经济头脑和智慧，开创了
世界货币史上的重大变革，为世界金融
体系烙下了属于中国的独特印记。

当前，世界
各国普遍使用
的是纸币。你
知道吗，1000年
前，世界上最早
的纸币诞生于
我国北宋年间
的四川。

现 收 藏 于
辽宁博物馆的
北宋交子旧版
拓存，是世界上
唯一的北宋交
子拓片。

交 子 以 楮
（chǔ）树皮为原
料，不易保存。清代研究人员用制作交子
的原始印版拓印了这件“北宋交子旧版拓
存”，目前我国仅此一件，是国内研究纸币
发展史的唯一实物资料。

它竖长形的版面分为三个部分，上
部有十个方孔圆钱符号彰显货币属性，
中部整齐排列29个字，规定了流通使用
的地区、场合及币值。它的下部刻有宋
代风俗画，这就是当时的“防伪标志”。

“开元通宝”也是中国古代
钱币的明星。唐朝开始，钱币
不再以重量、大小论价值，开启
了一个“新纪元”。

“开元通宝”是“单面钱”，
只有正面印有文字，但在钱币
的背面，却有一个小小的月牙
形的印记。有传说称，“开元通
宝”本来是没有月纹的，后来有
一次杨贵妃陪唐玄宗去铸币厂
视察，结果看到了一个铸钱币
的泥范，一时起了童心，用指甲
在上面按了一个指甲纹，后来
那批钱币出来之后就都带指甲
纹（即月纹）了。

事实上，这个传说是不符
合历史的。虽然钱币名叫“开
元通宝”，却不是“开元盛世”的
唐玄宗发行的。早在唐玄宗使
用“开元”年号前大约一百年，
也就是唐高祖时期，它就已经
被铸造出来了，是唐高祖李渊
废隋钱、效仿西汉五铢的严格
规范铸造的。既然不是唐玄宗
发行的，怎么可能会有杨贵妃
的指甲印在上面呢？

除了月纹，“开元通宝”背
上还有星、云、波、圈等各种纹
饰。这些纹饰形态各异，即使
是同样的纹饰之间也有细微区
别，比如目前出土最多的月纹
钱币，就可以区分为上弯仰月、
下弯俯月、穿旁侧月等。研究
认为，这些月牙痕是铸造者为
了区别不同的铸炉或其他原因
而做的简单标志。

而据《旧唐书》记载，“开元
通宝”的钱文是由大书法家欧
阳询制词并书写的。“开元”意
思就是开辟新纪元，而“通宝”
一词，唐代以前没见使用过，应
是欧阳询创造的。“通”字有流
布无碍之意，“宝”字指珍宝，

“通宝”就是通行之宝货。
“开元通宝”对后世的影响

深远。到了北宋初年，还有仿
铸“开元通宝”的现象，甚至清
雍正年间，两广偏远地区的市
面上还有大量的“开元通宝”流
通。

单纯从钱币角度看，西汉末
年推行“王莽改制”的那位王莽，
绝对是审美高手。

王莽钱币是中国历史上最
漂亮的钱币，制作严谨，枚枚是
精品，钱形上推陈出新，币文采
用华丽的悬针篆体，在工艺上达
到了中国古代铸钱的一个高
峰。在目前的收藏市场，王莽钱
币更是被收藏家青睐，价格一路
高涨。比如，金错刀是中国最早
使用，也是唯一用错金工艺制成
的钱币。由于它制作精美，造型
奇特，且存世稀少，故为钱币收
藏者所珍爱。

除了金错刀，王莽发行的契
刀、壮布、幼布、空首布、第布等，
如今也都是万元或几千元一枚
也难以求得的。而造型奇特的

“国宝金匮直万”钱更是当今最
稀有的古钱之一，存世仅两枚，
价值无法估量。

王莽钱币不是具体的某一种
货币，而是由王莽主导的四次币制
改革所发行的一系列钱币的总
称。王莽本是西汉大臣，最后却篡
夺了刘姓江山，建立了新莽政权，
并迫不及待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
革，其中也包括币制改革。

不过，王莽的每一次币制改
革都在削减钱币重量，升高币
值，这实质是在剥削普通民众的
财富。王莽不懂经济，他一心想
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货币制
度没有延续性，严重地压抑了经
济的发展，扰乱了市场秩序，让
老百姓苦不堪言。

远古时期，人们常常以物换
物，也就是实物货币，其中，最主
要的实物货币是“贝”。

贝有许多种类，作为实物货
币使用的，是一种产于南洋的特
定海贝，个头小便于携带，光滑又
漂亮。但这种货币产自南海，要
运到内地路途遥远很不方便。于
是，聪明的古人依照形状制作了

“替身”来代替贝壳充当货币。由
此，出现了骨制货币、蚌壳制货
币、石制货币和陶制货币等。

秦朝建立后，推行巩固统
一，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措施，
统一法律、度量衡、货币和文字，
制造出了一直沿用到清代的方
孔圆钱，因为秦在钱币表面铸刻

“半两”字样，因此又被称为“秦
半两”。

南海海贝
是钱币的“老祖宗”

史上最美钱币
却让百姓吃尽了苦头

大唐“开元通宝”
上有“贵妃指甲印”？

买一匹绸缎需65公斤铁币
交子应运而生

1000年前的纸币
“防伪标志”是风俗画

钱币在收藏市场一
直保持很高的热度。通
过钱币的外形设计，可
以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
文化和审美情趣，而钱
币还和一个国家的民生
经济紧密关联。

别样

北宋交子旧版拓
存，最下面的风俗画
是防伪标志

2024年贺岁纪念钞，是央行首次发行的贺岁钞

清光绪四年（1878年），中国的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发行

开元通宝龙年生肖邮票《甲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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