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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研究丛书》总序

回顾辽远的过去，探索中华文明开拓发展的足迹，自然离不开厚厚黄土覆

盖着的陕西，因为此处是周秦汉唐的发祥之地，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建都城于西

安这块风水宝地。在这里，千百年来人们寻觅着历史断面的轮廓、文明的交融

与和谐，以及科学的绵延与进步的接续。陕西的国宝级文物层出不穷、举世闻

名，陕西的传世珍宝琳琅满目，陕西出土与传世的古钱币数不胜数。

陕西省钱币学会自1983年成立以来，依附于《西部金融》（其前身为

《陕西金融》）杂志的《钱币研究》栏目，以及陆续推出的系列专辑、论

文集与增刊，如同一条奔腾不息的小河，活跃并汇集在中华钱币文化的长

河之中，在她的周围聚集着一批又一批古今钱币的爱好者、收藏者，其中

也不乏孜孜不倦的研究者。他们数年如一日，以有限的力量和无限的热

情，投入了大量的心血，日积月累，获得了成效。我们编辑出版《钱币研

究丛书》，就是为有志者搭建一个展现钱币研究成果的平台，并显示陕西

钱币研究向纵深发展的现状。

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是以弘扬中华钱币文化为根本目的，

以一人或几个人的认识为起点，引发共鸣或争鸣，期望取得更多的共识，

亦即抛砖引玉。同时，力求内容新颖，避免俗套，做成精品系列图书。

编辑出版《钱币研究丛书》意义重大，我们殷切希望泉界同仁和广大

读者给予合作和支持，使此套丛书成为读者的精美的货币文化大餐。

陕西省钱币学会

2009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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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文化是中央银行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央行在

钱币历史文化研究领域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像《陕西铜元》这样的专题

研究与专业书籍将越来越受到广大钱币爱好者的重视和欢迎。近二十多

年来，就陕西铜元这个专题，全国各地就有许多爱好者从不同角度发表

了各自的研究文章，但因视角所限，见诸报刊的文章都只是从一个侧面

或者一个问题上阐述了个人的见解，很大程度上确如作者自述的谦词，

是“一管之见”，难以避免认识上的局限性。

本书编著者何康民先生，是人民银行的一名基层干部，工作之余，

主要爱好钱币收藏与研究。作为汉中市金融工作者中的钱币爱好者，对

弘扬汉中近代钱币文化，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他依

靠金融工作的理论基础，依托汉中地域的独特优势，多年来，将业余时

间的重点放在了关注与自己生活最近、相对比较容易寻觅的陕西铜元

上。在搜集其遗世铜元实物的同时，非常注意相关文史资料的搜集与整

理。作者遵循厚积薄发的古训，着手这项工作二十多年，前十多年基本

上做的是广泛积累铜元实物和搜集历史资料等基础性工作；近几年来，

才开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撰写相关的陕西铜元研究文章。从2002年

《西安金融》第5期发表编著者的《陕西铜元初考》，到2008年8月《西

部金融•钱币研究》增刊上发表的《陕西铜元综述》，计有10多篇专题

研究文章见诸刊物。形成的“陕西铜元铸造的历史时期与背景”、“陕

西铜元的规格与版别分类”、“陕西铜元正版币（杨虎城部下孙蔚如、

赵寿山设立铜元铸造厂铸造的陕西铜元）与伪铸币、私铸币的区别”、

“陕西铜元上的罗马字母含义”等研究成果得到铜元收藏界的认可和好

序 言



评。2010年初，《收藏》杂志特邀何康民撰写的介绍《陕西铜元》的文

章发表在《收藏》杂志当年7月陕西专号上；2010年9月，应邀参加了中

国钱币学会邀请在广州召开的中国近代机制币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以

幻灯片的形式专题介绍了其研究成果《陕西铜元研究》。

为了深入研究陕西铜元，何康民利用业余时间在已经陆续公开发表

诸多陕西铜元研究的文章的基础上，对陕西铜元进一步筛选归类编著成

书，并将近年来其他作者公开发表的陕西铜元研究文章摘录附后，使本

书既有陕西铜元历史背景、基本概况的综述，陕西铜元图文、版别分类

的详细介绍，又有其它相关陕西铜元研究文章的随书摘录和民国历史轶

闻采撷。从某种角度看此书也可作为广大钱币爱好者一本较为系统的阅

读参考书。

陕西铜元作为填补陕西省铜元铸造历史空白的地方金属铸币，虽

然铸造于陕甘川三省交界的陕西南部汉中市，流通于汉中及周边毗邻地

区，但对陕西省近代货币文化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希望有更多的金融工

作者重视钱币历史文化的发掘与研究，进一步推动央行文化建设乃至央

行事业的健康、持续、繁荣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副行长    

陕 西 省 钱 币 学 会 会 长

2011年8月

高 波



编 著 说 明

1.本书共编入铜元200枚，其中正版币陕西二分140枚、

一分25枚，伪铸币陕西二分19枚、私铸币16枚。需要正反两

面图文示意的数码照片406张，根据铜元图案需要局部放大的

照片约200余幅。

2.为了让读者对版别币的局部特点一目了然，书中除了对

陕西省造铜元的历史背景及其发行流通状况、图文的释义解

读进行了综合叙述外，并结合铜元的不同版别逐个进行了图

文说明和特点介绍、数据检测。全书文字叙述约7万字。

3.为了让钱币爱好者对陕西铜元的历史背景有一个近距离

的直观的了解，专门搜集了当年杨虎城及其进驻汉中的38军

51旅一些珍贵历史轶闻和历史老照片，以飨读者。

4.为了给钱币爱好者一个价值参考，根据收藏难度和文化

艺术价值对正版币标注了星级。6颗星者则为存世量最小且文

化艺术价值最高，其市场收藏价格亦比较高。依此类推。

5.王三春铸币和私铸币，虽然已经进入市场流通，并且也

受到收藏爱好者和钱币研究者的关注，鉴于维护正版币合法

权益的通行做法，本书对其收藏价值未作标注。

作者 何康民
2011年5月



陕西铜元的品相及评级参考

收藏陕西铜元需要有一定的鉴赏能力，但评判优劣也需要有一定

的标准。借鉴国际钱币界对硬币的品相分级通常使用的表述方式，针

对陕西铜元的具体情况由高到低大致分为六级：

1.极美品（★★★★★★）   

铜元图文95%仍清晰可见，整个铜元只有轻微的磨损，包浆自然

完整，基本上属于铸造精美又未经过流通中自然磨损的原铸币。

2.优美品（★★★★★）   

铜元图文75%应清晰可见，整个铜元只呈现中等磨损，包浆自然

完整，铸造比较精美且在流通中虽有磨损，但不太影响币面图文的整

体审美效果。

3.美品（★★★★）   

铜元图文50%应清晰可见，整个铜元存在磨损或伤痕，包浆自然

但不够完整，铸造不够精美且在流通中受到较重的磨损和碰伤。

4.佳上品（★★★）   

铜元图文只有25%能够清晰可见，整个铜元被严重磨损。

5.佳品（★★）   

铜元图文轮廓仍清晰可见，但已严重磨损，只有大的图文尚能分

辨，其铜元的文化艺术价值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6.劣品（★）   

铜元图文只能看出主题轮廓，磨损比较严重，基本上只能分辩出

铜元品名。

以上作为确定陕西铜元品级的参考标准，仅从铜元本身的铸造质

量与保存完好程度角度进行评判，与铜元的珍稀情况尚未联系在一起。

注：陕西铜元之珍稀情况与收藏难度，拟分为6个星级进行价格参

考。第三章图形下面给出了陕西铜元目前的收藏市场价格，至于王三

春铸造的“陕西铜元”和民间私铸的“陕西铜元”，虽然也有许多收

藏爱好者作为对比品种收藏与关注，其市场价格只能由泉友们酌定。

作者 何康民
201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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