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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文化丛书》简介

钱币文化丛书简介 I

我国的钱币文化历史悠久，钱币形制多样、种类繁多，在世界钱币文化中具有独特

的风格，为东方钱币文化体系的典型代表。河北省地处黄河中下游以北，为古代燕南、赵

北、中山故地，遗存历史货币甚富，是中国钱币的发祥地之一，其钱币文化源远流长，丰

富多彩，而且沿续数千年而不断，在中国货币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钱币学会与河北省有关部门的大力倡导下，河北的钱币研

究事业和群众性的集币活动蓬勃开展，一个新的钱币研究、集藏高潮正在形成。为继承

和弘扬祖国优秀的钱币文化传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河北省钱币学

会决定组织省内钱币专家、学者编辑出版一套《钱币文化丛书》，以便普及、宣传钱币知

识，交流钱币学、货币史学的研究成果，推动我省钱币研究事业和集藏活动向纵深发展。

本丛书之所以定名为《钱币文化丛书》，是因我国新时期的钱币学术研究和集藏活动，

已脱离了过去休闲阶层“玩钱者”以钱论钱的窠臼，而进入大文化的领域。钱币学、货

币史学是两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科．它不但关联政治、经济、文化等大的学科门类，

还涉及到冶金、铸造、造纸、印刷、文字、美术、民俗、衡制、度量等众多文化范畴，是

一个典型的边缘学科。总之，钱币学、货币史学是中华文明史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的

祖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钱币文化，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我们有责任继承它、弘

扬它、发展它。我们相信通过研究、宣传、普及我国历史悠久的钱币文化，可以使国人

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进而汇成建设祖国的强大力量。我们编

辑出版《钱币文化丛书》的目的即在于此。

《钱币文化丛书》在编写原则上本着理论与实践结合、文字与图片相随、古代钱币与

现代钱币并举、学术著作与普及读物兼顾，力争做到“百家争鸣”、“推陈出新”、“古为

今用”、“洋为中用”；编写范围立足河北，面向全国，兼及世界。其主要内容分为：一、

钱币学、货币史等专著、译著；二、中外钱币图谱；三、钱币工具书和普及读物；四、钱

币学术论文集或专题论文集，五、钱币学、货币史学资料汇编等。

由于水平有限，经验不足，工作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国内外钱币专家、学者

及收藏家、爱好者不吝赐教。 ．

河北省钱币学会

1994年1月



凡 例

凡 例 I

一、《河北货币图志》是一部专门记述河北省历史货币的著作。作者编著此书的初衷，

在于为钱币研究者、钱币收藏者、文史工作者、方志工作者等提供一部较系统、全面地

反映河北货币起源、演变与发展历史概貌的书，以使读者了解河北省悠久的货币文化历

史，弘扬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货币文化，进而促进钱币学、货币史学的研究以及群众性

钱币集藏活动的开展。

二、本书撰写编排体例，尝试采'用新志体“以类系事，横排纵写”的手法，根据不

同货币形态，将河北历史货币划分为五大类，分成五编：第一编贝币、布币、刀币；第

二编方孔圆钱；第三编金币、银币；第四编铜元及镍、铜、铝质辅币f第五编纸币。每

一编的内容都从该类货币在河北产生开始“纵写”，直至其结束或沿续至今。在行文中本

着“秉笔直书”、“叙而不论”的志体则例，以史实为依据，寓褒贬于事实之中，作者一

般不正面展开论证。对一些学术观点或有争议的论题，作者亦不妄加评论，而是将作者

的观点或结论寓于著述之中。

三、本书所收河北历史货币的起止年限，以河北货币起源的商周时期为始，下限止

于1995年。全书纪年法在采用传统的皇帝年号纪年或国号纪年的同时，换算标注公元纪

年法纪年。

四、本书记述的各类货币，以在河北境内的金融机构或部门铸造、印刷、发行、流

通的货币为主，全国性通用货币虽未在河北境内铸造，但在河北境内有一定发行或流通

量的货币为次。其他个别非河北金融机构制造、并仅少量在河北流通的货币从略。

五、由于京、津地区在历史上就与河北联系紧密，尤其是近代，天津曾是河北(直

隶)的省会，故本书将京、津地区设立的与河北有联系的某些金融机构和货币也酌情收

入。

六、本书所列图、表编码，前三个数分别代表编、章、节，第四个数起代表其所在

节内的顺序数码。例如：表2—5—3—4，代表第二编第五章第三节的第四表。图片编码亦然。

在图片编码中，有的同年版或成套的货币大多用一个编码，并非每种货币都有一个编码。

此外，全书图片不再统编号码。

七、本书所列各类货币图片中货币的尺寸，凡硬币多数与实物大小相等。纸币、钱

范、钞版限于篇幅，适当缩小。读者可在行文中或。纸币简表”中查阅有关资料和数据。

八、本书所收录的各类钱币，分别见于行文中记述、表格中登载和图片收录三部分，

个别货币史料有记载，但未见实物遗存或一时找不到实物的，其有关数据在表格中暂空

缺。每类货币图片为节省篇幅，仅选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货币；对一般细小的版式，不

再重列图片。

九、根据各类货币存世量的多少及其研究、收藏价值的高低之别，本书对各种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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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程度的评定，尝试采用“上中下三级九品制”定级法，即将钱币分为上中下三级，每

级中分为上中下三品，合计共九品。例如：上级中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以次

类推。具体品级代号、名称及相当于现行人民币价值如下表所示：

品级代号 品级称谓 约相当现行人民币价值

下下 普通品 壹佰元以内

下中 少见品 壹佰元至伍佰元之间

下上 稀见品 伍佰元至壹仟元之间

中下 罕见品 壹仟元至伍仟元之间

中中 珍贵品 伍仟元至壹万元之间

中上 珍稀品 壹万元至叁万元之间

上下 珍罕品 叁万元至伍万元之间

， 上中 大珍品 伍万元至拾万元之间

上上 名誉品 拾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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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1

货币，是充当一切商品的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是价值的一般代表，可以购买任何别

的商品。据历史文献记载和大量出土货币实物考证。河北使用货币的历史迄今约有3000

多年，是中国最早使用货币的省份之一。河北省地处黄河流域中下游以北地区，是中国

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其货币的起源与发展，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而演变、前

进的。河北货币是中国货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

海贝是河北最早使用过的实物货币之一。贝被当作货币决非偶然。它具有美丽的形

态、斑斓的花纹和滋润的光泽，是古人喜爱的装饰品。贝还具有是天然的计数单位。坚

固耐用、携带方便等特点。再则，贝产于南海，对河北来说属外来品，得之不易，故最

迟到商代，居住在河北的古代先民就已经把贝作为货币使用了。属于商周时代的许多燕

国青铜器上，都有“赐贝”、“赏贝”的记载。在河北南部靠近商都“殷墟”王畿地区的

磁县、邯郸、邢台等地的商周遗址中也有批量贝币出土。属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燕下都遗

址、中山国灵寿都城遗址内亦有大量贝币出土。这都说明，从商代开始，居住在河北的

华夏祖先，就已经把贝作为货币使用。在河北，贝币作为一种实物货币，经历了由装饰

品发展到货币，而后又由货币退还到装饰品的发展过程。天然海贝作为货币大约起源于

夏末商初，发展于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金属铸币的出现，贝币作为实物货币，一

方面与流通中的金属货币并存，另一方面又逐渐退还到象征财富或装饰品的地位。

春秋时期，基于河北地区自然环境、生产条件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先后出现了仿

照生产劳动工具形态的金属铸币——刀币和布币。在河北中北部以畜牧为主的少数民族

区域内，产生了日用工具刀削形态的青铜铸币——尖首刀币。在河北南部以农耕为主的

区域内，产生了农用工具铲形状的青铜铸币——空首布币。鲜虞、中山、燕国主要铸行

“尖首刀币”。在河北中北部地区流通。晋国主要铸行“耸肩尖足空首布”，在河北南部地

区流通。战国前后，刀币和布币的形制得到进一步发展。随着列国的征战，疆域的变迁，

民族的融合，刀币和布币出现了相互影响、仿铸和混合流通现象。赵国以铸行布币为主。

其形制有尖足布、方足布、圆足布和三孔布。此外，受燕国刀币影响，还铸行了少量圆

首直身刀币。中山国以铸行刀币为主，除铸行本国的“城白”刀币外，还仿铸或盗铸燕、

赵两国的货币。燕国亦以铸行刀雨为主，其所铸“易”刀币数量之多。流通之广，名列

各国之首。到战国晚期，燕国受赵国布币影响，也铸行小方足布。战国末年，秦国在兼

并赵国、燕国的统一战争中，将“半两”方孔圆钱带入河北；燕国受其影响，退居辽东

时，在河北北部曾铸行了“易刀”、“一刀”方孔圆钱，此为河北铸行方孔圆钱之始。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六国不同形态的钱币，用外圆内方的秦半两钱取而代之，首

次实现中国货币形制的统一。从河北境内多处出土秦半两钱来看，当时秦半两钱确实已

通行全国。汉初沿袭秦制，仍铸行半两钱，但形体较小。称为“汉半两钱”，河北大部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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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官、私均有铸造。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改铸五铢钱，令各郡国铸造。

河北石家庄、涞源等地曾出土铜质和铁质五铢钱范，后又将铸权收归中央所有。由于五

铢钱大小适中，制作精整，历经两汉、三国、两晋，至隋朝，通行长达700余年。唐高

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实行币制改革，始铸“开元通宝”钱。至此，钱文不再以重

量为名，而改用“通宝”、“元宝”或“重宝”。河北定州、涞源等地曾设炉铸造。流通甚

广。通宝钱制，经宋、元、明、清几代相沿，除年号变更外，其他未有大的变化。各朝

宝文钱在河北境内或多或少均有铸造和流通，直到清末民初，才被机制铜元取代，逐渐

退出流通领域。

铜元是受西方钱币文化影响，于清末首先在广东开始铸造的一种新型机制圆形铜质

辅币。河北铸行铜元，始予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由北洋银元局铸造，种类有

二十文、十文、五文、一文四种，币面有“北洋”二字。户部造币总厂于光绪三十一年

(公元1905年)铸造“光绪元宝”铜元，分二十文、十文、五文三种。光绪三十二年

(公元1906年)，又开铸“大清铜币”，分为二十文、十文、五文、二文等四种。宣统三

年(公元1911年)，亦铸有多种“大清铜币”，版式繁杂。

民国建立后，各省为筹划军费，大量铸造铜元，河北流通的铜元多为天津造币总厂

所铸，铸额较多的为二十文和十文。民国5年(1916年)，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次

年开始铸造一分和伍厘两种新铜辅币。此币圆形，中间有圆孔，铸额不多。民国12年

(1923年)，察哈尔都统与财政部在张家口建立口北造币厂，铸有少量双枚、十文“中华

铜币”。民国25年(1936年)，民国政府颁布《辅币条例》，铸行带有孙中山头像的镍质

辅币，有二十分、十分、五分三种，冀察政务委员会曾私铸币面带“平”、“津”字样镍

铜辅币。此外，民国政府还先后铸行过小额铜币、铝币，但在河北境内流通不广。抗日

战争时期，在河北省内的伪政权组织也发行过多种镍、铜、铝、镁等质硬币。如伪“满

洲中央银行”自1933年至1945年先后发行过镍、铜、铝、镁质多种不同面额辅币，在

今承德地区流通。伪“冀东政府”于1937年让日本大阪造币厂代铸壹分、伍厘铜币和伍

分、壹角、贰角镍币，在河北东部20余县内流通。伪“蒙疆银行”于1937年铸有五角

镍币，曾在河北北部地区流通。此外，伪“联合准备银行”于1941年铸造发行过一分、

五分、一角铝币，在华北地区流通较广。

金、银货币的使用在河北有悠久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金、银就已具备货币的

某些职能，在河北境内的晋、燕、赵、中山等国上层统治者中使用。本省平山县、灵寿

县战国中山国墓出土的金贝、银贝证实，具有一定形态的金、银，至迟在战国时期已进

入货币领域。

秦统一六国后，规定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白银为器物、宝藏，不为币。

西汉后，金、银渐趋流行，形制有饼状或马蹄形，重量以“斤”计，河北石家庄、定州、

满城、易县均有出土。魏、晋、南北朝以后，金、银价格昂贵，开始以“两”为计量单

位。隋、唐时，金、银形制出现长条“铤”状。宋、金时，发展为束腰“锭”形，大银

锭重约50两，河北出土有数十锭。元、明、清历朝金、银形制沿用锭形，称。锭”或

“元宝”，银两在民间得到广泛流通。清代咸丰朝以后，省内各县大多都铸造银锭，尤以

蔚州为甚。至民国“废两改元”后，银锭被机制银元取而代之，银两逐渐退出流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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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外国机制银元开始流入河北。鸦片战争后，随着国际贸易发展，国内

银两制度因各地成色不一，计算繁琐，使用不便，已落后于有一定标准成色、重量的银

元。清政府为顺应时势，于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准许各省仿铸银元。直隶省于光

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在天津由北洋机器局开铸银元，后又铸有“北洋造”字样银

元。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清政府正式确定银元为本位币，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并将

北洋造币厂改为“造币总厂”，嗣后开铸“大清银币”。

中华民国建立后，于民国3年(1914年)颁布《新国币条例》，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币，

俗称“袁大头”。北伐胜利后，改铸孙中山头像银币。此两种银币铸额颇多，流通甚广。

1935年民国政府推行“法币政策”，禁止银币流通，银币多被收兑或收藏。后因滥发纸币，

造成恶性通货膨胀，银币又重新活跃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中国人民银行按

一定比价收兑散存银币，各类银铸币才“寿终正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自1979年

开始陆续发行了数十套金、银质纪念币和普通金、银币。这些贵金属铸币虽为国家法定

铸币，但并不参与货币流通，而是按每枚铸币所含贵金属重量的国际价格和生产费用、经

销利润合计定价销售。河北省仅有少量金、银币销售。

河北省最早发行和流通的正式纸币为金代的“交钞”。初行时分大钞和小钞两类，面

额一至十贯称大钞；一百至七百文为小钞。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河间、冀州、真

定(正定)行用小钞，与铜钱并行流通。贞祜二年(公元1214年)，又印造二十贯至千

贯大额交钞。贞裙三年(45元1215年)，改交钞为贞{；占宝券，遂至物价翔踊，河北宝钞

愈滞。金代后期纸币膨胀，币名屡易，价值日跌，终归失败。

元代以使用纸币为主。元初曾流通地方性纸币，庄圣皇太后的封地真定(今正定)行

银钞，蒙哥辖地燕京行宝钞，忽必烈辖地邢州(今邢台)行楮币。中统元年(公元1260

年)，印造中统元宝交钞，又名通行宝钞，并将印造纸币之权收归中央。至元十三年(公

元1276年)，在大名府置行户部，掌印造交钞，通江南贸易，次年七月罢。至元二十四

年(公元1287年)，更造至元宝钞，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更造至大银钞，至正年

间，又造新钞，称至正中统交钞，钞法渐坏，民间拒钞，交易又以货易货。

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始印造大明宝钞，分一贯、一百、二百、三百、四百、

五百文六等，后又加印十文、五十文小钞，全国通行，并规定商、税、课二律钞、钱并

用。弘治、正德年间以后，宝钞渐废。

清初，鉴于历代印造纸币无度为害，用铜钱而不用钞。清咸丰三年(45元1853年)

以后，清政府为弥补财政，开始印制“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户部官票以银两为单

位，分一、三、五、十、五十两五种；大清宝钞以制钱为单位，分五百文至百仟文八种。

后因官票、宝钞发行无度，贬值日甚，民间已难通行，咸丰十年(45元1860年)，清政

府被迫下令停止发行。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清政府设立“户部银行”，后又改

名为“大清银行”，发行银两票。大清银行曾在张家口设有分行，发行有一两、五两、六

两、八两、十两的银两票和一元、五元、十元的银元票。

清末民初，河北成立了许多地方金融机构，发行了多种地方性银元票、铜元票等纸

币，纸币逐步成为通货中的重要货币形式。民国时期，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银行

等银行发行的纸币在河北境内流通较广。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推行“法币”政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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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币，废除其他地方性纸币和银元流通，初

步清理了纸币发行混乱的局面。

抗日战争时期，河北境内的纸币流通又变得混乱。在国统区国民党政府继续发行法

币，为解决战时财政困难，法币发行泛滥，物价飞腾，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在日伪占领

区，伪政权金融机构满洲银行、蒙疆银行、冀东银行、联合准备银行均先后发行纸币来

掠夺人民财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为发展边区经济、抗战

救国，也发行了冀南银行币和晋察冀边币。

1948年秋，在解放战争迅速进展、全国解放胜利在望的时刻。中共中央决定，合并

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成立中国人民银行。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

银行总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宣告成立。同日，开始发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人民币。人

民币的发行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以及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为全国的货币统一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金融物价后，政

府进行了货币制度的改革，发行了第二套人民币，使人民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

法定货币，完成了全国货币的统一。此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又发行了第三、第四

套人民币。人民币的诞生与发展，结束了旧中国紊乱的货币制度的历史，从而建立起全

国统一的、独立自主的、基本稳定的社会主义货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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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贝币、布币、刀币

河北使用货币的历史可追溯到商周时代(约公元前16世纪～前771年)。最早在河

北较为普遍流通的货币为贝币。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基于河北的自然

环境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又出现了仿生产工具形态的金属铸币。在河北西南部的晋国以

农耕为主的区域内，产生了农用工具铲形状的青铜铸币——空首布币。在河北中北部的

燕国、鲜虞、中山、山戎等以畜牧为主的区域内，产生了日用工具刀削形状的青铜铸币

——尖首刀币。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布币与刀币的形制得到进一步完

善与发展。空首布演变为平首布，尖首刀演变为易刀和圆首刀，并出现各国相互仿铸和

刀布混合流通现象。直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废除列国纷乱的货币为止，贝、布、

刀币一直是先秦时期河北的主要货币形态。 ，

第一章 贝 币

第一节河北最早的货币——贝币

河北货币文化历史悠久，是中国古代最早使用货币的省份之一。据历史文献和出土

文物证实，河北使用货币的历史可追溯到商周时代。

早在原始社会末、奴隶社会初期，居住在河北地区的游牧部落，有了剩余产品，便

开始了商品交换。《山海经》、《竹书纪年》记述商汤的七世祖王亥，曾驾着牛车驱赶着牛

羊到有易部落(今河北易县一带)进行放牧和贸易。最初的交换只是以物易物。在漫长

的物物交换中，一些商品逐步起到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作用，如粮食、牲畜、皮革、农

具、珠玉、龟贝等都曾充当过一般等价物，作为实物货币在河北地区使用。随着生产力

的发展，社会出现分工，农业和畜牧业的分离使交换范围日益扩大，有的实物货币由于

计数不便、容易损坏、无法保存、分割或笨重不易携带等原因，逐步被淘汰，只有贝等

少数几种实物货币被社会公认而沿用下来。

贝，又称货贝或海贝，产于南海，河北地区得之不易，是重要的外来交换品，也是

古人喜爱的装饰品。贝，具有天然计数单位、坚固耐用及携带方便等特点，至商周时期

(公元前16世纪～前771年)，它已具备货币职能，成为居住在河北的华夏祖先最早使用

的实物货币之一。

河北最早使用贝币可从出土的商周时期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中得到佐证。河北南

部漳河流域系商族主要活动区域，自盘庚迁殷，今邯郸、邢台地区即成为商殷的王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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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①。在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有许多用贝的记载：

“易(赐)多毋坐贝朋。”

“缶坐其囚(俘或获)贝。”

“光取贝二朋在正月取。”②

从出土的商周时代燕国青铜器铭文上亦有许多“赐贝”、“赏贝”的记载：

小臣邑舜：“癸巳，王易(赐)小臣邑贝十朋，用作毋癸障彝。”

亚益：“匮(燕)侯易(赐)亚贝，作父乙宝陴彝。”

匮侯旨鼎：“匾侯旨初见事于宗周，王赏旨贝十朋。：，③

贝以。朋”为计量单位，十贝为一朋④。

上述甲骨卜辞及青铜器铭文说明，商周时期贝已作为货币在河北南部的“王畿之

地”和东北部的燕族部落及方国中使用。

第二节河北贝币的种类及沿革

商周至战国早期，贝币在河北流通较广，省内大部分地区的先秦遗址或墓葬中都有

不同数量和种类的贝币出土。河北出土的贝币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为货贝，即天然

贝，又称海贝、齿贝或真贝。为便于穿系，其背面大多都有人工穿孔，按时代早晚又分

为小孔、大孔、磨背三种式样。河北南部磁县、邯郸、邢台，中部石家庄、平山，北部

隆化、怀来等地均有出土，是先秦贝币的主要种类。二为人工仿制贝。货贝产于南海，河

北相距遥远得之不易，在货贝供不应求时，为补其不足，遂有仿贝出现。仿贝按其材质

可分为石贝、骨贝、蚌贝(又称珧贝)，均系仿货贝之形磨刻而成。河北发现人工仿贝数

量甚多，易县燕下都一战国墓出土石贝515枚，邢台南大汪战国墓出土蚌贝96枚，邯郸

市百家村战国墓一次出土骨贝多达619枚。仿贝在战国早期以前多与货贝一起作为货币

使用，至战国中期金属铸币大量使用后，仿贝大多作为象征财富的冥币或装饰品使用。三

为金属贝。有铜贝、包金铜贝，银贝，金贝三类，均系仿货贝铸造。铜贝出现较早，约

起源于商末周初。清末考古学家罗振玉在《古器物图录》中记载：“于磁州(今磁县)得

铜制之贝，无文字。”隆化县周营子村亦有铜贝出土。商周使用铜贝还可从青铜器“稀

卣”铭文：“易(赐)贝卅哥”得到佐证。铜贝以“寻”为单位，一哥为十二铢(约合今

①‘竹书纪年'载：。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

沙丘。皆为离官别馆。”

②陈梦家，‘殷墟b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⑧葛英会：‘燕国的部族及部族联合)，‘北京文物与考古》。1983年第1辑。

④王国维：‘说珏朋》，“余意古制贝、玉。皆五枚为系。合二系为珏。若一朋”。‘观堂集林》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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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克左右)I’。包金铜03．，河北境内亦有出土。1 994年秋，邢台市葛庄遗址两周墓M10出

土包金铜贝1200余枚，时代约为春秋巾期。该包金铜见长2 lcm左右．宽1 4cm．厚

0 2cm，重9克左右。金贝、银见分别发现于战国中期中山国王公贵族墓葬．其虽然具有

某些货币职能，但主要为上层统治者馈赠、赏赐之用，未在民间广泛流通(详见第三编

第一、二章)。

贝币在河北地区作为货币，大约起源r商代，发展于酉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一方

面贝币作为实物货币与新兴的布、刀形制的金属货币并存；另一方面，由于布、刀形制

的金属货币的普及与发展，使见币的货币属性日益淡化．逐渐退还到象征着财富的装饰

品或作为冥币的地位。秦统一六国后，“废叽行钱”，毗币才最终退出了货币流通领域。新

莽时期，王葬托占改制，在第j次币制改革中．实行繁琐庞杂的“宝货制”，其中曾设立

“贝货五品”，息恢复口!币使用。困违背货『i发展规律．未及在河北通行，即以失败而告

终。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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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1卜2一l 商周至战国时期流通干河北的贝币

第二章布 币

春秋战同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21年)，河北西部、中南部地区农业较为发达，

基于自然环境、生产条件和商品货币经济发展，青铜铸造的铲形农具钱、辩(“蹲”与

“布”古为通假字)逐渐取代叽币进入货币流通领域，演变成一种新型货币体系 布币。

①※目《^《}．{女#》．1981≈镕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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