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12月12日，石家莊市中華北大街55號，曾經歷
過輝煌、被淡忘，甚至被毀壞的「小灰樓」終於重新煥
發出熠熠的光彩。「小灰樓」恢復裝修成為了中國人民
銀行舊址紀念館暨河北錢幣博物館。
河北錢幣博物館擁有3000餘件珍貴的藏品，開闢了

「紅色政權貨幣」、「人民幣發展史」、「河北歷史貨幣」
及臨時展館等4個展廳。「紅色政權貨幣」展館收藏了
大量解放前各人民政權發行的人民政權貨幣或根據地解
放區貨幣；「人民幣發展史」展館則展出了自第一套人
民幣至今的多版別、多面值的人民幣上百種；值得一提
的是，「河北歷史貨幣」館中收藏了從先秦時期開始
的，在河北境內鑄造或者流通過的古錢幣。其中，以在
石家莊市靈壽和平山出土的戰國時期古中山國文物金貝
和銀貝最為珍貴，成為該館的鎮館之寶。
據歷史文獻記載和大量出土貨幣實物考證，河北使用

貨幣的歷史迄今約有三千多年，可以追溯到商周時代。
是中國最早使用貨幣的省份之一。其中，貝幣是河北使
用最早的實物貨幣之一。河北錢幣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備
受爭議，是否作為當時的流通貨幣，現在存在不同的看
法，記者對此專門採訪錢幣專家，就現有資料，向大家
進行介紹。

鎮館之寶：鮮虞—中山國金銀貝

中國歷代金銀貝的發現為數不少，但像鮮虞—中山國
金銀貝製作如此精美的則十分罕見。加之它們都具有確
切的出土記錄，因此更加珍貴。
鮮虞—中山國是先秦時期在今河北省中部地區的一個

古國。春秋戰國時期叫做鮮虞國。春秋戰國時期，金屬
貝幣又有了新的成員，用金銀製作的金銀貝成為統治階
層賞賜、進獻的佳品。金銀貝發現於河北平山縣與靈壽
縣中山國王陵及貴族墓葬，包括金貝四枚、銀貝五枚。
它們的形狀模仿海貝。金貝大小相同，含金量92%，重
3.14克；銀貝形似磨背式貝幣，表面有銀的氧化層。
據河北錢幣博物館張林先生介紹，中山國王陵規模宏

偉壯觀，隨葬文物精美奢華，有很高的藝術價值。銀貝
平面橢圓形，正面縱開一口，背面呈平剖狀，重10.6-11
克，成色為95%，均為模鑄，但又不是同一個模子製
成，而是略有差異。與銀貝一同出土的還有部分中山國
貨幣「成白」刀幣。對於這些銀貝是否就是中山國的流
通貨幣，存在 不同的看法。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
員、中山王陵的發掘者陳應祺先生認為，根據對鮮虞貴
族葬俗的研究，金貝和銀貝應屬中山國的「上幣」和

「中幣」，是
中山王對貴族以
及功臣的賞賜之物，
僅流通與貴族及大臣之間，
而不在民間流通。由於其中四枚銀貝出土於盜
洞之中，因此也有人認為銀貝應為槨上蓋簾的綴飾，是
在被盜出時掛落於盜洞之中的。
中山國金貝，是1984年秋在河北省靈壽縣西岔頭村一

座戰國早期中山國貴族墓中發現的，共四枚，出土時與
一盤金絲同置於一銅鼎內。金貝防海貝鑄造而成，平均
每枚重3.14克，成色為92%。銀行辦理金銀收兌業務
時，工作人員為驗證真偽破壞了其中的一枚。時任石家
莊地區文物管理所的高英民先生得知後進行了查看，確
認了它們的文物價值。1985年，高先生在《中國錢幣》
雜誌上發表文章，認為金貝為鮮虞—中山國貨幣。

中國刀幣的主要發祥地

春秋戰國時期，河北中北部以遊牧為主的少數民族聚
集區內，一種日常使用的青銅工具削刀，逐漸轉化成交
換媒介，進入貨幣流通領域，成為先秦時期河北貨幣中
一種主要的鑄幣形態——刀幣。《周禮．考工記》云：
「築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周禮．註疏》
云：（削為）「偃曲卻刃」，可證最早的尖首刀幣原型源
於日常工具凹刃削刀。
在河北鑄行的刀幣，依其時代和形制不同可分為尖首

刀、針首刀、易刀、圓首刀四大類。春秋戰國時期先後
存在於河北境內的狄、鮮虞等部族和燕國、中山國、趙
國都或多或少的鑄行過刀幣。據考證，河北是中國刀幣
的主要發祥地。

葉子金配合經濟發展而生

葉子金又稱金葉子、箔金（金箔）、金紙。河北錢幣
博物館館藏葉子金為遼金時期貨幣，河北易縣出土，共
五片。據介紹，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金箔的國家之
一，商代即出現金箔「包金貝」。到了宋代，因為商品
經濟發達，隨 經濟的發展客觀上需要一種大面值、便
於攜帶、易於分割，從而彌補金銀鋌（牌）缺陷的貨

幣，葉子金
便應運而生。南宋
吳自牧《夢粱錄》卷十
三《鋪席》記載：南宋京城臨
安李博士橋有「汪家金紙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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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象靈犀 訊藝

新華社電，兩位美國收藏家花費30年時間收藏中國
的招貼畫和圖片，日前以招貼畫圖片展的形式在阿根
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博爾赫斯文化中心向世人展
出。
主題為「從1949年到1983年——中國的革命與發展」

的招貼畫展覽展出了89張招貼畫等圖片，體現了中國
從建國初期到八十年代初的人民日常生活和文化活動
等。同時展出的還有部分延安時期的圖片，從側面展

示了中國工農革命的歷程，展方用簡短的文字介紹了
圖片內容及時代背景。
兩名美國收藏家羅德尼．科恩和史蒂文．沃恩都是

地道的「中國迷」。科恩曾於1983到中國旅行，看到很
多人在賣舊的海報和貼畫，便開始購買和收藏，以保
存這些文化標誌。科恩說，通過那些招貼畫和海報，
他了解到中國從解放到改革開放的社會變化過程。
沃恩說，他和科恩因為個人的喜愛收藏了這些中國

的時代藝術品，他們希望能夠讓世界其他國家的人們
看到中國獨特時代的藝術，並且通過這些藝術作品，
讓其他國家的人了解中國，了解中國人民和中國的歷
史。
這次展覽為期17天，兩位收藏家還考慮到其他國家

舉辦類似活動，讓更多人認識和了解中國文化。中國
駐阿根廷大使館文化參贊韓孟堂受邀出席展覽，阿各
界人士及華僑華人前往參觀。

中新社電　故宮博物院主辦的「孫
瀛洲捐獻文物精品展」日前在故宮景
仁宮開幕，其中最引人矚目的當屬
「明成化鬥彩三秋杯」，從目前世界範
圍所見傳世極為稀少。
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介紹，1956

年，孫瀛洲先生陸續向故宮博物院捐
贈了3000餘件文物，對故宮博物院的
收藏起到很好的豐富和補闕作用。所
捐贈的2000多件陶瓷，從晉、唐、
宋、元時期各名 到明、清時期各朝
景德鎮御 瓷器。從文物門類上看，
除陶瓷外，還有犀角、漆器、琺琅、
雕塑、佛像、傢具、料器、墨、硯、
竹木牙骨、青銅、印璽等多個門類。

孫瀛洲曾帶領故宮博物院陶瓷專
業人員做了大量整理、鑒定及收
購工作。他將自己的鑒定經驗加
以總結、發表，撰寫了大量精闢
的闡述文物鑒定與辨偽的論文，
所歸納總結的鑒定經驗，至今對
古陶瓷鑒定和研究具有重要的指
導意義。他表示，
此次展覽即從捐贈
文物中遴選出100件
（套）展出，以紀念
孫瀛洲先生誕辰120
周年。
故宮器物部專家

徐巍介紹，這對鬥

彩三秋杯造型輕靈秀麗、胎體薄如蟬翼，從內壁可清
晰映見外壁花紋。所繪飛舞的蝴蝶，須足畢具，栩栩
如生，其欲落還飛的姿態被表現得淋漓盡致，體現畫
工高超畫技和藝術修養。從目前世界範圍所見，傳世
極為稀少。
孫瀛洲長女孫文雨回憶，父親當年省吃儉用，在上

世紀30年代以40根金條購得這對「鬥彩杯」，「當時一
根金條是可以在京城買一套
院子的」，她說，看到這些東
西不禁睹物思人，「父親就
是為文物而生的，我們對父
親充滿敬仰之情」。
「紀念孫瀛洲先生誕辰120

周年座談會」同日在故宮舉
行。

中央社電 中國內地江蘇省宜興紫砂壺聞
名華人世界，高價拍賣紫砂壺藏品時有所
聞。不過在宜興陶藝人士眼裡，「愛壺不
能盲目，應該要懂壺。」

經濟起飛帶起藝術作品收藏風，台灣在
1990年代初期興起紫砂壺收藏風，台北市
街頭可看見高價茶壺。

這股高價紫砂壺風氣也在大陸燃起，1名
宜興紫砂壺工藝師說，「紫砂壺以前賣台
灣很多，現在基本賣台灣少，光賣大陸就
夠了。」

不過，一些紫砂壺大師作品遭到市場拍
賣炒作，高價拍出的新聞引發議論，藝術
作品遭到價格量化。

江蘇省陶瓷藝術委員會秘書長史小明接
受訪問時說，很多人只是盲目崇拜、追逐
紫砂壺，沒有去了解其中內涵，才會出現
高價紫砂壺的新聞，「真正收藏的人，應
該多去了解作者、製作歷史，這才能拉回
文化這條線上。」

史小明指出，這些高價拍賣紫砂壺的新
聞，有時候相當困擾工藝業者，讓人誤以
為工藝師以此謀暴利。

根據史小明說法，以宜興的紫砂壺行業
來說，近3年算是很熱絡，主因是經濟起
飛；工藝廠的學徒至少年收入人民幣5萬
元，太湖邊有不少家庭紫砂壺製造業，顯
示這個行業要「吃飽肚子應不成問題」。

宜興陶藝人士：
愛壺應懂壺 美國收藏家在阿根廷舉辦中國歷史招貼畫展

罕見「明成化鬥彩三秋杯」
亮相「孫瀛洲捐獻文物精品展」

古錢幣之「四防」
1. 預防 蝕。古錢宜量乾燥通

風的地方，忌潮濕。也應防
止接觸酸鹼等物，如果不慎
接觸了，就要盡快處理，可
用軟布擯淨、抹平。紙幣，
應防潮、防霉，溫度適當，
保 持 原 狀 ， 不 受 損 傷 。 另
外，防脆、防袖、防蛀也十
分重要。

2. 謹防磨損。錢幣置放不宜重疊，可根
據錢幣的大小，自己的居室條件，建
立相適應的錢櫃、錢盆、錢囊、錨

串、錢板、餞冊等等。採用哪一種
合適，要量力而行。注意，不可

用堅硬之物去刮剔古錢。
3. 預防火災。錢幣放置處，應

故 在 遠 離 火 源 處 ， 以 免 焚
燬。

4. 嚴防丟失。一方面注意不要
把收藏的古錢幣混雜於普通
物品或其他器物之中；一方
面要妥善珍藏，防止被竊
盜。

1948年12月1日，新中國金融史上發生了兩件具有特殊歷史意義的事

—中國人民銀行在石家莊一處被稱為「小灰樓」的地方宣告成立，並開始發

行第一套人民幣。

中國錢幣的歷史連貫性強，而且還表現了東方文化的特色。中國古代貨幣和近代貨

幣，到底有多少種，可能沒有人能夠做出一個確切的答案。近日，本報記者走進河北錢

幣博物館觀文物、訪專家。接下來將分別介紹河北錢幣博物館鎮館之寶以及新中國解放

前後發行紙幣的收藏情況。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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