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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国是世界上古老的东方大国，洛阳则是我国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

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的13朝古都。自距今八千多年前的裴里岗文化时期，

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氏“画八卦、造书契”以来，到公元12世纪初的北宋末年，在长

达七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以古都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一

直处于全国的领先和核心地位。中国钱币文化有着四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河洛地区丰厚的文

化积淀，使这里成为蕴藏华夏钱币的风水宝地。千百年来，特别是建国以来，随着工农业建

设的日益发展，古都洛阳出土的历代钱币，数量巨大，种类丰富，时代连贯，科学性强，为

我国的钱币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范振安先生长期从事企业经营，原为洛阳三川制冷设备厂厂长和洛阳市钱币学会理事。

他为人纯厚，生活简朴，酷爱钱币，将其毕生收入的大部分都用于钱币收藏。他的藏品种类

繁多，精品荟萃，位居我国钱币收藏大家的前列。因此，他既是一位企业家，也是我国著名

的钱币收藏家。目前，他虽年逾花甲，但仍壮心不已，不但精于古钱鉴赏，还以其余暇从事

钱币研究，已在国家，省级报刊发表文章数十篇。霍宏伟同志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多年，除致

力于古都考古研究外，还潜心于钱币探索，现任洛阳市钱币学会副秘书长。他思路敏捷，勤

于著述，成果丰硕，堪称我国考古和钱币学界的后起之秀。古都洛阳极其丰富的文物资源，

为他们从事收藏和研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因而由他们联袂合著的《洛阳泉志》，

自然会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方志是记载某一地区历史、地理、人物和风物等内容的史书。中国的钱币学著作从萧梁

时期的《刘氏钱志》、顾煊《钱谱》算起，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历代的钱币专著林林

总总，蔚为大观，不胜阅览。但这些著作十之八九都属于图谱的范畴，真正意义上的钱币学

理论著作却如凤毛麟角。方志有其独特的内容和编纂体例，若以现代志书的体例衡量。从萧

梁刘潜的《刘氏钱志》、南宋洪遵的《泉志》，到日本的《东亚钱志》、《符合泉志》，虽都名

之谓“志”，但仍属图谱性质的著作，而难归志书的范畴。

范振安，霍宏伟合著的《洛阳泉志》一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为指导，全面

系统地反映了古都洛阳钱币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全志贯彻以中国钱币学的分类方法和

现代志书体例相结合的原则，以类立目，横分纵写。结构谨严，资料详实，文图并茂，立意

新颖。该书不但是我国第一部以现代志书体例撰写的钱币学专著，而且还汇集了诸如洛阳铸

钱遗址和钱范等一批新的钱币资料，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因此，它的出版无疑为我国日益

繁荣的泉苑，增添了一朵璀璨夺目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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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洛阳泉志》以中国钱币发展的历史为基本序列，全面、系统地记述和反映古都

洛阳钱币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

二、本志采用中国钱币学的分类方法和现代志书体例，以类立目，横分纵写，下设

章、节、目。

三、本志所述洛阳钱币史实，上限大体始于夏代，下限截止于公元1999年。

四、本志记述的钱币，以铸行于古代洛阳京畿范围内的钱币为主，辅之以流通于河

洛地区且学术价值较高的钱币。除今洛阳及所辖偃师、孟津、新安、宜阳，栾川，嵩县，

伊川、洛宁、汝阳等九县市外，还涉及古属洛阳王畿之内的巩义、登封，汝州、渑池，卢

氏和济源等县市。

五、全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七种形式表述，以志为主，图、表穿插

其中。

六、本志所载人物，以洛阳籍为主，同时收入在洛阳活动、工作并有一定影响的非

洛阳籍人物。

七、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结合使用纪事本末体，将洛阳钱币的重要史实一并载入。

八、志中引用历史文献资料、考古资料等，均在章后注明出处。

九、本志中称谓均用第三人称，人名除引文外，一律直述其名。历史上的地名，官

署、官职均沿用当时称谓。古今地名有异者，首次出现时在括号内夹注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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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金银币与纸币⋯⋯⋯_⋯⋯⋯⋯⋯⋯⋯⋯⋯⋯⋯⋯⋯(131)

第一节金银币⋯⋯⋯⋯⋯⋯⋯⋯⋯⋯⋯⋯⋯⋯⋯⋯⋯⋯一(131)
一、包金铜贝与鎏金铜贝⋯⋯⋯⋯⋯．．．⋯⋯⋯⋯⋯⋯⋯⋯⋯⋯·(131)
(一)洛阳西工东周墓包金铜贝⋯⋯⋯⋯⋯⋯⋯⋯⋯⋯⋯⋯⋯一(131)
(二)洛阳西工东周墓鎏金铜贝⋯⋯⋯⋯⋯⋯⋯⋯⋯⋯⋯⋯⋯一(131)

二，金银钱⋯⋯⋯⋯⋯⋯⋯⋯⋯⋯⋯⋯⋯⋯⋯⋯⋯·：⋯⋯·(132)
(一)洛阳市郊鎏金圜钱⋯⋯⋯⋯⋯⋯⋯⋯⋯⋯⋯⋯⋯⋯⋯一(132)
(--)洛阳鎏金莽钱⋯⋯⋯⋯⋯⋯⋯⋯⋯⋯⋯⋯⋯⋯⋯⋯⋯(132)
(三)邙山北魏墓金钱⋯⋯⋯⋯⋯⋯⋯⋯⋯⋯⋯⋯一?⋯⋯⋯·(132)
(四)洛阳开元通宝金银钱⋯⋯⋯⋯⋯⋯⋯⋯⋯⋯⋯⋯⋯⋯⋯(133)
(五)民间藏鎏金乾封泉宝⋯⋯⋯⋯⋯⋯⋯⋯⋯⋯⋯⋯⋯⋯⋯(136)
(六)洛阳东花坛明墓万历通宝银钱⋯⋯⋯⋯⋯⋯⋯⋯⋯⋯⋯⋯·(137)

三、金银饼⋯⋯⋯⋯⋯⋯⋯⋯⋯⋯⋯⋯⋯⋯⋯⋯⋯⋯⋯⋯(137)
(一)洛阳凯旋路郑开明二年墓金饼⋯⋯⋯⋯⋯⋯⋯⋯⋯⋯⋯⋯·(137)
(二)洛阳化学制药厂银饼⋯⋯⋯⋯⋯⋯⋯⋯⋯⋯⋯⋯⋯⋯⋯(137)
(三)洛阳北窑银饼⋯⋯⋯⋯⋯⋯⋯⋯⋯⋯⋯⋯⋯⋯⋯⋯⋯(138)

四、银铤⋯⋯⋯⋯⋯⋯⋯⋯⋯⋯⋯⋯⋯⋯⋯⋯⋯⋯⋯⋯(139)
(一)洛阳化学制药厂银链⋯⋯⋯⋯⋯⋯⋯⋯⋯⋯⋯⋯⋯⋯⋯(139)
(二)。河南府伊阳县”银铤⋯⋯⋯⋯⋯⋯⋯⋯⋯⋯⋯⋯⋯⋯一(139)
(三)。出门税”银铤⋯⋯⋯⋯⋯⋯⋯⋯⋯⋯⋯·’⋯⋯⋯⋯⋯·(139)
(四)。西京王家银”银铤⋯⋯⋯⋯⋯⋯⋯⋯⋯⋯⋯⋯⋯⋯⋯。(141)

五、银锭⋯⋯⋯⋯⋯⋯⋯⋯⋯⋯⋯⋯⋯⋯⋯⋯⋯⋯⋯⋯(141)
(一)元宝⋯⋯⋯⋯⋯⋯⋯⋯⋯⋯⋯⋯⋯⋯⋯⋯⋯⋯⋯(141)
(--)束腰银锭⋯⋯⋯⋯⋯⋯⋯⋯⋯⋯⋯⋯⋯⋯⋯⋯⋯⋯·(141)
(三)圆槽银锭⋯⋯⋯⋯⋯⋯⋯⋯⋯⋯⋯⋯⋯⋯⋯⋯⋯⋯·(145)
(四)圆形银锭⋯⋯⋯⋯⋯一；⋯⋯⋯⋯⋯⋯⋯⋯⋯⋯⋯⋯·(145)
(五)圆丝银和螺丝银⋯⋯⋯⋯⋯⋯⋯⋯⋯⋯一⋯⋯⋯⋯⋯一(146)

六、银元⋯⋯⋯⋯⋯⋯⋯⋯⋯⋯⋯⋯⋯⋯⋯⋯⋯⋯⋯⋯(146)

第二节纸币⋯⋯⋯⋯⋯⋯⋯⋯⋯⋯⋯⋯⋯⋯⋯⋯⋯⋯··(147)
一、清成丰五年户部官票⋯⋯⋯⋯⋯⋯⋯⋯⋯⋯⋯⋯⋯⋯⋯⋯(147)
二，清宣统二年裕成庄钱票⋯⋯⋯⋯⋯⋯⋯⋯⋯⋯⋯⋯⋯⋯⋯·(147)
三、清宣统三年万义川支行钱票⋯⋯⋯·⋯⋯⋯⋯⋯⋯⋯⋯．．⋯⋯(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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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国十一年吴佩孚军用流通券⋯⋯⋯⋯⋯⋯⋯⋯⋯⋯⋯⋯⋯·(149)

五．民国十九年冯玉祥军用流通券⋯⋯⋯⋯⋯⋯⋯⋯⋯⋯⋯⋯⋯·(149)

六、中州农民银行券⋯⋯⋯⋯⋯⋯⋯⋯⋯⋯⋯⋯⋯⋯⋯⋯⋯·(150)

七、民国三十七年洛阳流通券⋯⋯⋯⋯⋯⋯⋯⋯⋯⋯⋯⋯⋯⋯一(150)

第八章丝绸之路钱币⋯⋯⋯⋯⋯⋯⋯⋯⋯⋯⋯⋯⋯⋯⋯·(153)

第一节金币⋯⋯⋯⋯⋯⋯⋯⋯⋯⋯⋯⋯⋯⋯⋯⋯⋯⋯··(153)

一、洛阳马坡村阿纳斯塔修斯一世金币⋯⋯⋯⋯⋯⋯⋯⋯⋯⋯⋯⋯(153)
二，洛阳市郊查士丁尼一世金币⋯⋯⋯⋯⋯⋯⋯⋯⋯⋯⋯⋯⋯⋯(153)

三、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福克斯金币⋯⋯⋯⋯⋯⋯⋯⋯⋯⋯⋯⋯(154)

四、洛阳市郊赫拉克留斯金币⋯⋯⋯⋯⋯⋯⋯⋯⋯⋯⋯⋯⋯⋯··(155)

五、洛阳古墓东罗马式金币⋯⋯⋯⋯⋯⋯⋯⋯⋯⋯⋯⋯⋯⋯⋯·(155)
第二节银币⋯⋯⋯⋯⋯⋯⋯⋯⋯⋯⋯⋯⋯⋯⋯⋯⋯⋯··(156)

一、洛阳波斯萨珊朝银币⋯⋯⋯⋯⋯⋯⋯⋯⋯⋯⋯⋯⋯⋯⋯⋯(156)
(一)洛阳岳家村唐墓波斯银币⋯⋯⋯⋯⋯⋯⋯⋯⋯⋯⋯⋯⋯一(156)

(--)伊川司马沟波斯银币窖藏⋯⋯⋯⋯⋯⋯⋯⋯⋯⋯⋯⋯⋯一(156)

(三)邙山砖厂钱币窖藏中的卑路斯银币⋯⋯⋯⋯⋯⋯⋯⋯⋯⋯⋯(162)

(四)洛阳马沟唐墓库思老二世银币⋯⋯⋯⋯⋯⋯⋯⋯⋯⋯⋯⋯·(162)
二、洛阳马坡砖厂日本和同开弥银币⋯⋯⋯⋯⋯⋯⋯⋯⋯⋯⋯⋯⋯(163)
三、黄河小浪底水库取土区尼泊尔银币⋯⋯⋯⋯⋯⋯⋯⋯⋯⋯⋯⋯(165)

第三节铜钱⋯⋯⋯⋯⋯⋯⋯⋯⋯⋯⋯⋯⋯⋯⋯⋯⋯⋯··(165)
一、洛阳金村高昌吉利钱⋯⋯⋯⋯⋯⋯⋯⋯⋯⋯⋯⋯⋯⋯⋯⋯066)
二、洛阳金村突骑施钱⋯⋯⋯⋯⋯⋯⋯⋯⋯⋯⋯⋯⋯⋯⋯⋯··(166)

第九章钱币铸造⋯⋯⋯⋯⋯⋯⋯⋯⋯⋯⋯⋯⋯⋯⋯⋯⋯．(168)

第一节铸钱史略⋯⋯⋯⋯⋯⋯⋯⋯⋯⋯⋯⋯⋯⋯⋯⋯⋯⋯(168)
一、先秦时期⋯⋯⋯⋯⋯⋯⋯⋯⋯⋯⋯⋯⋯⋯⋯⋯⋯⋯⋯·(168)
=、两汉时期⋯⋯⋯⋯⋯⋯⋯⋯⋯⋯⋯⋯⋯⋯⋯⋯⋯⋯⋯·(169)

三、魏晋北朝时期⋯⋯⋯⋯⋯⋯⋯⋯⋯⋯⋯⋯⋯⋯⋯⋯⋯⋯(169)
四。隋东都钱坊⋯⋯⋯⋯⋯⋯⋯⋯⋯⋯⋯⋯⋯⋯⋯⋯⋯⋯一(169)
五、唐洛州钱监⋯⋯⋯⋯一⋯⋯⋯⋯⋯⋯⋯⋯⋯⋯⋯⋯⋯⋯(171)
六、北宋西京阜财监⋯⋯⋯⋯⋯⋯⋯⋯⋯⋯⋯⋯⋯⋯⋯⋯⋯·(173)

第二节铸钱遗址⋯⋯⋯⋯⋯⋯⋯⋯⋯⋯⋯⋯⋯⋯⋯⋯⋯⋯(173)
一、洛阳橡胶厂西汉铸钱遗址⋯⋯⋯⋯⋯⋯⋯⋯⋯⋯⋯⋯⋯⋯一(173)
二，洛阳金谷园路西汉烘范窑址⋯⋯⋯⋯⋯⋯⋯⋯⋯⋯⋯⋯⋯⋯(175)
三、洛阳行署路西汉铸钱遗址一⋯⋯⋯⋯⋯⋯⋯⋯⋯⋯⋯⋯⋯⋯(176)



四、渑池玉门沟东汉铸钱遗址⋯⋯⋯⋯⋯⋯⋯⋯⋯⋯⋯⋯⋯⋯一(177)
五、渑池北宋铁钱铸造遗址⋯⋯⋯⋯⋯⋯⋯⋯⋯⋯⋯⋯⋯⋯⋯‘(177)

第三节周秦汉莽钱范⋯⋯⋯⋯⋯⋯⋯⋯⋯⋯⋯⋯⋯⋯⋯⋯·(178)
一、陶范⋯⋯⋯⋯⋯⋯⋯⋯⋯⋯⋯⋯⋯⋯⋯⋯⋯⋯⋯⋯(178)
(一)洛阳行署路平肩空酋布范⋯⋯⋯⋯⋯⋯⋯⋯⋯⋯⋯⋯⋯一(178)
(二)洛阳橡胶厂半两荚钱母范⋯⋯⋯⋯⋯⋯⋯⋯⋯⋯⋯⋯⋯一(178)
(三)洛阳613研究所八铢半两子范⋯⋯⋯⋯⋯⋯⋯⋯⋯⋯⋯⋯·(182)
(四)洛阳橡胶厂文帝四铢半两母范⋯⋯⋯⋯⋯⋯⋯⋯⋯⋯⋯⋯·(182)
(五)洛阳康乐食品厂文帝四铢半两母范⋯⋯⋯⋯⋯⋯⋯⋯⋯⋯⋯(182)
(六)汉魏洛阳故城大泉五十母范⋯⋯⋯⋯⋯⋯⋯⋯⋯⋯⋯⋯⋯(185)
(七)偃师龙虎滩苗圃五铢背范⋯⋯⋯⋯⋯⋯⋯⋯⋯⋯⋯⋯⋯一(185)

二、石范⋯⋯⋯⋯⋯⋯⋯⋯⋯⋯⋯⋯⋯⋯⋯⋯⋯⋯⋯⋯(189)
(一)洛阳西工文信钱子范⋯⋯⋯⋯⋯⋯⋯⋯⋯⋯⋯⋯⋯⋯⋯(189)
(二)洛阳半两荚钱子范⋯⋯⋯⋯⋯⋯⋯⋯⋯⋯⋯⋯⋯⋯⋯一(189)
(三)洛阳613研究所武帝四铢半两子范⋯⋯⋯⋯⋯⋯⋯⋯⋯⋯⋯(189)
(四)洛阳武帝四铢半两子范⋯⋯⋯⋯⋯⋯⋯⋯⋯⋯⋯⋯⋯⋯‘(192)
(五)洛阳613研究所郡国五铢子范⋯⋯⋯⋯⋯⋯⋯⋯⋯⋯⋯⋯。(193)
(六)孟津契刀五百子范⋯⋯⋯⋯⋯⋯⋯⋯⋯⋯⋯⋯⋯⋯⋯一(197)
(七)洛阳手表厂大泉五十范⋯⋯⋯⋯⋯⋯⋯⋯⋯⋯⋯⋯⋯⋯·(197)
(八)洛阳五金钱子范⋯⋯⋯⋯⋯⋯⋯⋯⋯⋯⋯⋯⋯⋯⋯⋯。(197)
(九)小钱背范⋯⋯⋯⋯⋯⋯⋯⋯⋯⋯⋯⋯⋯⋯⋯⋯⋯⋯。(199)

三、铜范⋯⋯⋯⋯⋯⋯⋯⋯⋯⋯⋯⋯⋯⋯⋯⋯⋯⋯⋯⋯(200)
(一)洛阳王城公园郡国五铢子范⋯⋯⋯⋯⋯⋯⋯⋯⋯⋯⋯⋯⋯(200)
(二)洛阳西工背“九”阳铭郡国五铢子范⋯⋯⋯⋯⋯⋯⋯⋯⋯⋯‘(200)
(三)洛阳西工背“十一”阳铭郡国五铢子范⋯⋯⋯⋯⋯⋯⋯⋯⋯一(206)
(四)洛河滩对文五铢铜母范⋯⋯⋯⋯⋯⋯⋯⋯⋯⋯⋯⋯⋯⋯’(20l；)
(五)偃师顾县无文钱铜母范⋯⋯⋯⋯⋯⋯⋯⋯⋯⋯⋯⋯⋯⋯‘(206)

第四节铸钱遗存的特点与价值⋯⋯⋯⋯⋯⋯⋯⋯⋯⋯⋯⋯⋯(208)

第五节铸钱工艺⋯⋯⋯⋯⋯⋯⋯⋯⋯⋯⋯⋯⋯⋯⋯⋯⋯⋯(208)
一、制模翻范⋯⋯⋯⋯⋯⋯⋯⋯⋯⋯一⋯⋯⋯⋯⋯⋯⋯⋯一(208)
二，烘范工艺⋯⋯⋯⋯⋯⋯⋯⋯⋯⋯⋯⋯⋯⋯⋯⋯⋯⋯⋯‘(210)
三，铜材熔化、浇注及其他⋯⋯⋯⋯⋯⋯⋯⋯⋯⋯⋯⋯⋯⋯⋯‘(211)

第十章钱币文化⋯⋯⋯⋯⋯⋯⋯⋯⋯⋯⋯⋯⋯⋯⋯⋯⋯·(214)
第一节钱币形制⋯⋯⋯⋯⋯⋯⋯⋯⋯⋯⋯⋯⋯⋯⋯⋯⋯⋯(214)
一、自然型时期⋯⋯⋯⋯⋯⋯⋯⋯⋯⋯⋯⋯⋯⋯⋯⋯⋯⋯一(214)
二，工具型时期⋯⋯⋯⋯⋯⋯⋯⋯⋯⋯⋯⋯⋯⋯⋯⋯⋯⋯“(214)



三、意识型时期⋯⋯⋯⋯⋯⋯⋯⋯⋯⋯⋯⋯⋯⋯⋯⋯⋯⋯一(215)

四，合璧型时期⋯⋯⋯⋯⋯⋯⋯⋯⋯⋯⋯⋯⋯⋯⋯⋯⋯⋯一(215)

第二节钱文书法⋯⋯⋯⋯⋯⋯⋯⋯⋯⋯⋯⋯⋯⋯⋯⋯⋯⋯(216)
一，先秦钱文⋯⋯⋯⋯⋯⋯⋯⋯⋯⋯⋯⋯⋯⋯⋯⋯⋯⋯⋯‘(216)
二、秦汉魏晋南北朝钱文⋯⋯⋯⋯⋯⋯⋯⋯⋯⋯⋯⋯⋯⋯⋯⋯(217)

三、隋唐五代钱文⋯⋯⋯⋯⋯⋯⋯⋯⋯⋯⋯⋯⋯⋯⋯⋯⋯⋯(217)
四，宋元明清钱文⋯⋯⋯⋯⋯⋯⋯⋯⋯⋯⋯⋯⋯⋯⋯⋯⋯⋯(217)

第三节钱币纹饰⋯⋯⋯⋯⋯⋯⋯⋯⋯⋯⋯⋯⋯⋯⋯⋯⋯⋯(218)
一、贝纹⋯⋯⋯⋯⋯⋯⋯⋯⋯⋯⋯⋯⋯⋯⋯⋯⋯⋯⋯⋯(218)
二、铲币纹⋯⋯⋯⋯⋯⋯⋯⋯⋯⋯⋯⋯⋯⋯⋯⋯⋯⋯⋯⋯(220)
三，方孔圆钱纹⋯⋯⋯⋯⋯⋯⋯⋯⋯⋯⋯⋯⋯⋯⋯⋯⋯⋯一(221)
(一)器物花纹⋯⋯⋯⋯⋯⋯⋯⋯⋯⋯⋯⋯⋯⋯⋯⋯⋯⋯‘(221)
(--)石刻图案⋯⋯⋯⋯⋯⋯⋯⋯⋯⋯⋯⋯⋯⋯⋯⋯⋯⋯·(227)
(三)建筑雕刻纹样⋯⋯⋯⋯⋯⋯⋯⋯⋯⋯⋯⋯⋯⋯⋯⋯⋯(227)

四，金银铤纹⋯⋯⋯⋯⋯⋯⋯⋯⋯⋯⋯⋯⋯⋯⋯⋯⋯⋯⋯。(228)
五、银锭纹⋯⋯⋯⋯⋯⋯⋯⋯⋯⋯⋯⋯⋯⋯⋯⋯⋯⋯⋯⋯(230)

第四节储钱器具⋯⋯⋯⋯⋯⋯⋯⋯⋯⋯⋯⋯⋯⋯⋯⋯⋯⋯(231)
一，日常器具⋯⋯⋯⋯⋯⋯⋯⋯⋯⋯⋯⋯⋯⋯⋯⋯⋯⋯⋯·(231)
(一)陶扑满⋯⋯⋯⋯⋯⋯⋯⋯⋯⋯⋯⋯⋯⋯⋯⋯⋯⋯⋯(231)
(二)三彩钱柜⋯⋯⋯⋯⋯⋯⋯⋯⋯⋯⋯⋯⋯⋯⋯⋯⋯⋯。(232)
(三)钱褡儿与腰包⋯⋯⋯⋯⋯⋯⋯⋯⋯⋯⋯⋯⋯⋯⋯⋯⋯(232)

二，窖藏器具⋯⋯⋯⋯⋯⋯⋯⋯⋯⋯⋯⋯⋯⋯⋯⋯⋯⋯⋯·(233)
(一)陶罐与陶壶⋯⋯⋯⋯⋯⋯⋯⋯⋯⋯⋯⋯⋯⋯⋯⋯⋯一(233)
(二)陶瓮、陶坛和陶缸⋯⋯⋯⋯⋯⋯⋯⋯⋯⋯⋯⋯⋯⋯⋯一(234)

第五节泉界艺文⋯⋯⋯⋯⋯⋯⋯⋯⋯⋯⋯⋯⋯⋯⋯⋯⋯⋯(234)
一、古典诗文⋯⋯⋯⋯⋯⋯⋯⋯⋯⋯⋯⋯⋯⋯⋯⋯⋯⋯⋯·(235)
(一)王溥买官⋯⋯⋯⋯⋯⋯⋯⋯⋯⋯⋯⋯⋯⋯⋯⋯⋯⋯·(235)

(二)郭况家富⋯⋯⋯⋯⋯⋯⋯⋯⋯⋯⋯⋯⋯⋯⋯⋯⋯⋯。(235)
(三)五足兽⋯⋯⋯⋯⋯⋯⋯⋯⋯⋯⋯⋯⋯⋯⋯⋯⋯⋯⋯(235)
(四)义葬书生⋯⋯⋯⋯⋯⋯⋯“⋯⋯⋯⋯⋯⋯⋯⋯⋯⋯一(235)
(五)君子济⋯⋯⋯⋯⋯⋯⋯⋯⋯⋯⋯⋯⋯⋯⋯⋯⋯⋯⋯(235)
(六)阿堵物⋯⋯⋯⋯⋯⋯⋯⋯⋯⋯⋯⋯⋯⋯⋯⋯⋯⋯⋯(236)
(-E)马惜障泥⋯⋯⋯⋯⋯⋯⋯⋯⋯⋯⋯⋯⋯⋯⋯⋯⋯⋯·(236)
(八)金沟⋯⋯⋯⋯⋯⋯⋯⋯⋯⋯⋯⋯⋯⋯⋯⋯⋯⋯⋯(236)
(九)杖头钱⋯⋯⋯⋯⋯⋯⋯⋯⋯⋯⋯⋯⋯⋯⋯⋯⋯⋯⋯(236)
(一o)王女还钱⋯⋯⋯⋯⋯⋯⋯⋯⋯⋯⋯⋯⋯⋯⋯⋯⋯一(236)



(一一)鲁褒《钱神论》⋯⋯⋯⋯一⋯⋯⋯⋯⋯⋯⋯⋯⋯⋯⋯·(236)
(一二)姚崇《扑满赋》⋯⋯⋯⋯⋯⋯⋯⋯⋯⋯⋯⋯⋯⋯⋯⋯(236)
(一三)张说《钱本草》⋯⋯⋯⋯一⋯⋯⋯⋯⋯⋯⋯⋯⋯⋯⋯·(237)
(一四)王四郎⋯⋯⋯⋯⋯⋯⋯⋯⋯⋯⋯⋯⋯⋯⋯⋯⋯⋯·(237)
(一五)袁枚《咏钱》(六首选一)⋯一⋯⋯⋯⋯⋯⋯⋯⋯⋯⋯⋯·(237)

二、当代轶事⋯⋯⋯⋯⋯⋯⋯⋯⋯⋯⋯⋯⋯⋯⋯⋯‘⋯⋯⋯·(238)
(一)空首布钱范⋯⋯⋯⋯⋯⋯⋯⋯⋯⋯⋯⋯⋯⋯⋯⋯⋯一(238)
(二)战国粮仓钱币发掘记⋯⋯⋯⋯⋯⋯⋯⋯⋯⋯⋯⋯⋯⋯⋯(238)
(三)东罗马金币⋯⋯⋯⋯⋯⋯⋯⋯⋯⋯⋯⋯⋯⋯⋯⋯⋯一(239)
(四)波斯银币⋯⋯⋯⋯⋯⋯⋯⋯⋯⋯⋯⋯⋯⋯⋯⋯⋯⋯·(239)
(五)得壹元宝铸地之谜⋯⋯⋯⋯⋯⋯⋯⋯⋯⋯⋯⋯⋯⋯⋯一(240)
(六)洛阳造⋯⋯⋯⋯⋯⋯⋯⋯⋯⋯⋯⋯⋯⋯⋯⋯⋯⋯⋯(240)
(七)鸟铲儿⋯⋯⋯⋯⋯⋯⋯⋯⋯⋯⋯⋯⋯⋯⋯⋯⋯⋯⋯(240)

三、民俗传说⋯⋯⋯⋯⋯⋯⋯⋯⋯⋯⋯⋯⋯⋯⋯⋯⋯⋯⋯·(240)
(一)压岁钱⋯⋯⋯⋯⋯⋯⋯⋯⋯⋯⋯⋯⋯⋯⋯⋯⋯⋯⋯(240)
(--)撤路钱⋯⋯⋯⋯⋯⋯⋯⋯⋯⋯⋯⋯⋯⋯⋯⋯⋯⋯⋯(241)

第六节钱币与民俗⋯⋯⋯⋯⋯⋯⋯⋯⋯⋯⋯⋯⋯⋯⋯⋯⋯(242)
一、生活风俗⋯⋯⋯⋯⋯⋯⋯⋯⋯⋯⋯⋯⋯⋯⋯⋯⋯⋯⋯·(242)
二、生活礼仪⋯⋯⋯⋯⋯⋯⋯⋯⋯⋯⋯⋯⋯⋯⋯⋯⋯⋯⋯·(243)
(一)男婚女嫁⋯⋯⋯⋯⋯⋯⋯⋯⋯⋯⋯⋯⋯⋯⋯⋯⋯⋯·(243)
(二)祝寿⋯⋯⋯⋯⋯⋯⋯⋯⋯⋯⋯⋯⋯⋯⋯⋯⋯⋯⋯(244)
(三)丧葬礼俗⋯⋯⋯⋯⋯⋯⋯⋯⋯⋯⋯⋯⋯⋯⋯⋯⋯⋯·(244)

三，岁时节日⋯⋯⋯⋯⋯⋯⋯⋯⋯⋯⋯⋯⋯⋯⋯⋯⋯⋯⋯·(244)
(一)春节⋯⋯⋯⋯⋯⋯⋯⋯⋯⋯⋯⋯⋯⋯⋯⋯⋯⋯⋯(244)
(--)七月七⋯⋯⋯⋯⋯⋯⋯⋯⋯⋯⋯⋯⋯⋯⋯⋯⋯⋯⋯(245)
(三)寒衣节⋯⋯⋯⋯⋯⋯⋯⋯⋯⋯⋯⋯⋯⋯⋯⋯⋯⋯⋯(245)

四、民间信仰⋯⋯⋯⋯⋯⋯⋯⋯⋯⋯⋯⋯⋯⋯⋯⋯⋯⋯⋯·(245)
(一)星宿崇拜⋯⋯⋯⋯⋯⋯⋯⋯⋯⋯⋯⋯⋯⋯⋯⋯⋯⋯·(245)
(--)动物崇拜⋯⋯⋯⋯⋯⋯⋯⋯⋯⋯⋯⋯⋯⋯⋯⋯⋯⋯·(245)
(三)圣贤崇拜⋯⋯⋯⋯⋯⋯⋯⋯⋯⋯⋯⋯⋯⋯，．⋯⋯⋯一(245)
(四)鬼魂崇拜⋯⋯⋯⋯⋯⋯⋯⋯⋯⋯⋯⋯⋯⋯⋯⋯⋯⋯·(246)
(五)金钱卜⋯⋯⋯⋯⋯⋯⋯⋯⋯⋯⋯⋯．．⋯⋯⋯⋯⋯⋯·(246)

五、民间游艺⋯⋯⋯⋯⋯⋯⋯⋯⋯⋯⋯⋯⋯⋯⋯⋯⋯⋯⋯·(247)
(一)白马寺放生池⋯⋯⋯⋯⋯⋯⋯⋯⋯⋯⋯⋯⋯⋯⋯⋯⋯(247)
(二)投仨帽儿⋯⋯⋯⋯⋯⋯⋯⋯⋯⋯⋯⋯⋯⋯⋯⋯⋯⋯·(247)
(三)膏钱⋯⋯⋯⋯⋯⋯⋯⋯⋯⋯⋯⋯⋯⋯⋯⋯⋯⋯⋯(247)
(四)金钱镖⋯．．⋯⋯⋯⋯⋯⋯⋯⋯⋯⋯⋯⋯⋯⋯⋯⋯⋯·(247)



第十一章泉坛人物⋯⋯⋯⋯⋯⋯⋯⋯⋯⋯⋯⋯⋯⋯⋯⋯·(249)

第一节古代人物⋯⋯⋯．-．⋯⋯⋯⋯⋯⋯⋯⋯⋯⋯⋯⋯⋯⋯·(249)
一，周景王⋯⋯⋯⋯⋯⋯⋯⋯⋯⋯⋯⋯⋯⋯⋯⋯⋯⋯⋯⋯(249)
二、单旗⋯⋯⋯⋯⋯⋯⋯⋯⋯⋯⋯⋯⋯⋯⋯⋯⋯⋯⋯⋯(249)
三、白圭⋯⋯⋯⋯⋯⋯⋯⋯⋯⋯⋯⋯⋯⋯⋯⋯⋯⋯⋯⋯(250)
四、吕不韦⋯⋯⋯⋯⋯⋯⋯⋯⋯⋯⋯⋯⋯⋯⋯⋯⋯⋯⋯⋯(250)
五、贾谊⋯⋯⋯⋯·?⋯⋯⋯⋯⋯⋯⋯⋯⋯⋯⋯⋯⋯⋯⋯。(250)
六、桑弘羊⋯⋯⋯⋯⋯⋯⋯⋯⋯⋯⋯⋯⋯⋯⋯⋯⋯⋯⋯⋯(251)
七、卜式⋯⋯⋯⋯⋯⋯⋯⋯⋯⋯⋯⋯⋯⋯⋯⋯⋯⋯⋯⋯(251)
八、汉光武帝⋯⋯⋯⋯⋯⋯⋯⋯⋯⋯⋯⋯⋯⋯⋯⋯⋯⋯⋯’(251)
九、马援⋯⋯⋯⋯⋯⋯⋯⋯⋯⋯⋯⋯⋯⋯⋯⋯⋯⋯⋯⋯(251)
一o、班固⋯⋯⋯⋯⋯⋯⋯⋯⋯⋯⋯⋯⋯⋯⋯⋯⋯⋯⋯。(252)
一一，张林⋯⋯⋯⋯⋯⋯⋯⋯⋯⋯⋯⋯⋯⋯⋯⋯⋯⋯⋯。(252)
一二、朱晖⋯⋯⋯⋯⋯⋯⋯⋯⋯⋯⋯⋯⋯⋯⋯⋯⋯⋯⋯。(252)
一三、刘陶⋯⋯⋯⋯⋯⋯⋯⋯⋯⋯⋯⋯⋯⋯⋯⋯⋯⋯⋯‘(253)
一四、汉灵帝⋯⋯．．．⋯⋯⋯⋯⋯⋯⋯⋯⋯⋯⋯⋯⋯⋯⋯⋯一(253)
一五，董卓⋯⋯⋯⋯⋯⋯⋯⋯⋯⋯⋯⋯⋯⋯⋯⋯⋯⋯⋯。(253)
一六，成公绥⋯·-⋯⋯⋯⋯⋯⋯⋯⋯⋯⋯⋯⋯⋯⋯⋯⋯⋯一(254)
一七、北魏孝文帝⋯⋯⋯⋯⋯⋯⋯⋯⋯⋯⋯⋯⋯⋯⋯⋯⋯⋯(254)
一八、元澄⋯⋯⋯⋯⋯⋯⋯⋯⋯⋯⋯⋯⋯⋯⋯⋯⋯⋯⋯。(254)
一九、高谦之⋯⋯⋯⋯⋯⋯⋯⋯⋯⋯⋯一“⋯⋯⋯⋯⋯⋯⋯(255)
二O、高恭之⋯⋯⋯⋯⋯⋯⋯⋯⋯⋯⋯⋯⋯⋯⋯⋯⋯⋯⋯。(255)
二一、杨侃⋯⋯⋯⋯⋯⋯⋯⋯⋯⋯⋯⋯⋯⋯⋯⋯⋯⋯⋯。(256)
二二，崔亮⋯⋯⋯⋯⋯⋯⋯⋯⋯⋯⋯⋯⋯⋯⋯⋯⋯⋯⋯。(256)
二三、王则⋯⋯⋯⋯⋯⋯⋯⋯⋯⋯⋯⋯⋯⋯⋯⋯⋯⋯⋯。(256)
二四、陈子昂⋯⋯⋯⋯⋯⋯⋯⋯⋯⋯⋯⋯⋯⋯⋯⋯⋯⋯⋯’(256)
二五、崔沔⋯⋯⋯⋯⋯⋯⋯⋯⋯⋯⋯⋯⋯⋯⋯⋯⋯⋯⋯。(257)
二六、齐抗⋯⋯⋯⋯⋯⋯⋯⋯⋯⋯⋯⋯⋯⋯⋯⋯⋯⋯⋯。(257)
二七、自居易⋯⋯⋯⋯⋯⋯⋯⋯⋯⋯⋯⋯⋯⋯⋯⋯⋯⋯⋯‘(258)
二八、元稹⋯⋯⋯⋯⋯⋯⋯⋯⋯⋯⋯⋯⋯⋯⋯⋯⋯⋯⋯。(258)
二九，史思明⋯⋯⋯⋯⋯⋯⋯⋯⋯⋯⋯⋯⋯⋯⋯⋯⋯⋯⋯·(258)
三o、后唐庄宗⋯⋯⋯⋯⋯⋯⋯⋯⋯⋯⋯⋯⋯⋯⋯⋯⋯⋯一(259)
三一、后唐明宗⋯⋯⋯⋯⋯⋯⋯⋯⋯⋯⋯⋯⋯⋯⋯⋯⋯⋯一(259)
三二、后晋高祖⋯⋯⋯⋯⋯⋯⋯⋯⋯⋯⋯⋯⋯⋯⋯⋯⋯⋯一(259)
三三，司马光⋯⋯⋯⋯⋯⋯⋯⋯⋯⋯⋯⋯⋯⋯⋯⋯⋯⋯．．一(260)



第二节当代学者⋯⋯⋯⋯⋯⋯⋯⋯⋯⋯⋯⋯⋯⋯⋯⋯⋯⋯(260)
一、蒋若是⋯⋯⋯⋯⋯⋯⋯⋯⋯⋯⋯．．⋯⋯⋯⋯⋯⋯⋯⋯·(260)
二，蔡运章⋯⋯⋯⋯⋯⋯⋯⋯⋯⋯⋯．．⋯⋯⋯⋯⋯⋯⋯⋯·(261)
三、李运兴⋯⋯⋯⋯⋯⋯⋯⋯⋯⋯⋯一⋯⋯⋯⋯⋯⋯⋯⋯·(261)
四、赵振华⋯⋯⋯⋯⋯⋯⋯⋯⋯⋯⋯⋯⋯⋯⋯⋯⋯⋯⋯⋯(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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