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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说的王莽时期铸钱，是指王莽居

摄和篡汉期间（公元6～23年）由官方铸钱作

坊、用正版钱范进行的铸钱活动。王莽当政

时期，先后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第一次，

居摄二年（公元7年），新创一刀平五千、栔

刀五百、大泉五十，新币与西汉五铢并行。

第二次，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改行大

泉五十、小泉直一，完全弃用刀币及西汉五

铢。第三次，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推

行宝货制，货币分为五物（金、银、龟、

贝、铜）六名（泉货、金货、银货、龟货、

贝货、布货）二十八品，此时所铸铜钱有泉

货六品、布货十品。第四次，天凤元年（公

元14年），罢大小钱，铸行货布和货泉，大

泉五十与货泉等值流通[1]。王莽币制改革，

给社会造成了极大混乱，加速了王莽政权的

灭亡，同时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的铸钱遗存，

为研究王莽官方铸钱遗址、铸钱技术，以及

正版钱范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为廓清一

些历史问题创造了条件。

关于王莽铸钱遗址及钱范的研究，钱币

学界有大量成果可资借鉴，如陈直及党顺民

对西安好汉庙遗址的调查与钱范的收藏[2]，

蒋若是对秦汉钱币的研究[3]，姜宝莲、秦建

明对户县（今西安市鄠邑区）兆伦汉代锺官

铸钱遗址的调查与研究[4]，笔者也曾对王莽

钱范官方正版及民间盗版进行过辨正[5]。陕

西省钱币学会与西安钱币学会编著的《王莽

钱范》，系统地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前发

现的王莽时期钱范[6]，是研究王莽时期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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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资料。王莽时期铸钱遗址考古工作也

取得了丰硕成果，在西安户县兆伦锺官[7]、

未央区汉长安城西部的好汉庙[8]及东部的郭

家村和三九村[9]、雁塔区三召村[10]，河南南

阳汉宛城[11]，山西夏县禹王城[12]，内蒙古宁

城黑城古城（原隶属辽宁）[13]、杭锦旗霍洛

柴登古城[14]，甘肃通渭县委大院和环县城

子岗[15]，宁夏隆德神林村[16]，青海海晏三角

城[17]等地，都发现了王莽时期官方铸钱遗址

及大量正版钱范。刘弘、姜先杰曾对王莽时

期铸钱遗址进行专门研究，把王莽时期铸钱

分为三辅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及边郡地区三

个区域[18]。上述考古发现与研究，为王莽时

期铸钱遗址及钱范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

拟对王莽时期官方铸钱遗址及正版钱范进行

梳理，着重探讨铸钱技术、前后锺官的作

用、后锺官的地望及铸钱政策的前后变化等

问题，就此请教于方家。

一、王莽时期钱范分类

王莽时期官方铸钱技术分直流浇铸[19]和

叠铸两种，目前发现的钱范有石、铜、铁、

陶四类。钱范是母范、范模、铸范等各种范

与模的总称。不同的钱范在铸造流程中的功

能是不同的。在直流浇铸条件下，一般经过

制作母范，模印泥范并烧制成陶范模，浇铸

金属铸范，并与陶背范合范铸钱四道工序；

在叠铸条件下，多了一道金属范模的制作，

一般经过制作母范，模印泥范烧制成陶范

模，浇铸金属范模，以金属范模模印泥质范

片，晾干后范片层层相叠、经烘范后铸钱五

道工序。因石、铜、铁三类钱范多数与铸钱

遗址失去关联，本文将首先予以分类介绍。

在同一类钱范中，按王莽四次改制的先后顺

序进行介绍。陶范一般出于铸钱遗址，因此

放在铸钱遗址中介绍。

（一）石范

目前，王莽时期的石范发现较少，有一

刀平五千、栔刀五百、大泉五十、大布黄千

等几种。1987年，西安市北郊发现1件直流

浇铸铲形石范，两面刻三种钱型，其中一面

刻3枚一刀平五千和1枚大泉五十钱型，另一

面刻3枚栔刀五百和1枚大泉五十钱型。石范

长22.5、宽7.2、厚2.7厘米。石范仅为常见

陶范及金属范宽度的一半，文字皆为阴文反

书，浇铸道居一侧，正背合用可模印一块陶

范模，应为母范[20]（图一，1）。

西安市文物局收藏的1件大布黄千石

范，出自西安市北郊焦家村。铲形，主浇道

两侧共2列20枚钱型，阴文，为模印直流浇

铸陶范模的石母范。范底部刻两个“布”

字。长36.5、宽13.3厘米（图一，2）。

（二）铜范

王莽时期的铜范数量较多，有直流浇铸

的铸范，也有叠铸的范模。有一刀平五千、

大泉五十、大布黄千、货泉、货布、布泉铜

范，其中以大泉五十叠铸铜范模最多。

一刀平五千铜范均为直流浇铸的铸范。

户县兆伦锺官遗址发现1件铲形铜范，中间主

1 2

图一 直流浇铸石母范
1.西安市北郊 2.西安焦家村（分别采自陕西省钱
币学会、西安钱币学会：《新莽钱范》第48页图

44、第250页图362，三秦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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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道为凹槽，两侧共有2列8枚钱型，呈45度

斜向排列于主浇道两侧，钱文“平五千”。铜

范背面有把手。通长29、宽19厘米（图二，

1）。遗址中的一刀平五千陶范即是浇铸这种

铜铸范的范模。《愙斋集古录》收录1件栔刀

五百的叠铸铜范模拓片[21]，近来社会上也偶

见此种铜范模，其真实性尚待进一步考察。

大泉五十铜范有直流浇铸和叠铸两种，

其中叠铸占绝大多数。大泉五十铸行时间

长，不同铸造工艺有早晚之分。直流浇铸的

铜范出现早，均为铲形阴文铸范；叠铸的

铜范出现较晚，均为圆形、椭圆形阳文范

模。咸阳博物馆收藏的1件铜铸范，主浇道

两侧共4列36枚钱型，范面下部刻“日利”

两字。长36.2、宽16厘米。河南三门峡市博

物馆收藏的1件铜铸范，主浇道两侧共6列42

枚钱型。范背正中有两个桥形把手。通长

43.5、宽20.4、厚1.4厘米[22]（图二，2）。

西安市三兆村、后围寨、大白杨等地发

现一批铜范，形状有圆形、椭圆形、圆角长

方形等，均以中心对称为原则。范面正、背

钱型相错分布，便于正背榫卯扣合浇铸。后

围寨铜范模为圆角长方形，范面上有6枚钱

型，正、背各3枚，中心为主浇道。长10.8、

宽9.1厘米。后围寨在好汉庙附近，该范模是

铸钱工场的遗物，本身可能是好汉庙铸造的

（图三）。

大布黄千是第三次币制改革的币种，存

在直流浇铸和叠铸两种铸钱工艺，其中叠铸

占绝大多数。陕西渭南发现1件大布黄千铲

形铜铸范，直流浇铸，下部残，主浇道两侧

残存2列16枚钱型。残长26.7、宽16.2厘米。

西安市大白杨村发现多件大布黄千叠铸铜

范模，平面呈圆角方形、椭圆形。其中1件

范面上有正、背范模各1枚，钱型文字为阳

文，布足有1个主浇道及4个支浇道。范背有

“长乐未央”吉祥语。

货布、货泉、布泉铜范均为阳文叠铸

范模，形状有圆角方形、圆角长方形、椭

圆形、八角形等。范面上正、背钱型交错

分布，有的范背上还有阴文“母”（图四，

1）、“母一”、“母二”及“新母”文字。“新

母”铜范模长13.1、宽7.5、厚1.3厘米[23]（图

四，2）

1976年，四川西昌黄连乡东坪遗址发现

一处铜器窖藏，出土货泉叠铸铜范模５件、

铜锤２件和铜锭17块。铜范模呈椭圆形，

范面上有钱型８枚，正、背交错排列。长

10.7、宽7.3、厚１厘米。每块铜锭重50～60

千克，有数字编号，上铸“越”字，铜锭应

1 2

图二 直流浇铸铜铸范
1.户县兆伦锺官遗址 2.三门峡市博物馆藏（1采自
《汉锺官铸钱遗址》第71页彩版19，2采自注释[ 22]）

图三 西安后围寨大泉五十叠铸铜范模
拓本

（采自《新莽钱范》第87页图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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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铸钱的原料。该遗址面积达2平方公里，

发现圆形炼铜炉、方形铸币炉、椭圆形熔铜

炉、长方形烧炭炉四种窑炉，有矿渣、木炭

屑、烧土块、陶片等，还发现1块东汉初的

五铢钱铜范模，是一处王莽至东汉初期的冶

铜铸币遗址[24]。两汉时，西昌属于越嶲郡治

邛都县。

（三）铁范

目前所见铁质钱范极少，仅有大泉五十

和小泉直一两种，均为铲形直流浇铸的铸

范。咸阳博物馆藏大泉五十铁范，1975年发

现于咸阳苏家寨，主浇道两侧共有4列39枚钱

型。通长37.8、厚1.7厘米

（图五，1）。西安市文

物局藏大泉五十铁范，主

浇道两侧共有10列150枚

钱型，钱文为阴文，似小

泉直一。范首右侧刻有

“□锺官始建国□□”，

左侧有字锈蚀不清。长

41、宽19、厚1.2厘米（图

五，2）。

二、王莽时期铸钱遗址与陶范

在各类钱范中，陶范数量最多。陶范

发现较多的地方，往往是铸钱作坊所在地。

目前发现的铸钱遗址，西汉京畿地区有西安

户县兆伦锺官、未央区汉长安城西部的好

汉庙及东部的郭家村和三九村、雁塔区三召

村，京畿以外地区有河南南阳汉宛城，山西

夏县禹王城，内蒙古宁城黑城古城、杭锦旗

霍洛柴登古城，甘肃通渭县委大院和环县城

子岗，宁夏隆德神林村，青海海晏三角城等

地。其中，京畿地区发现的钱范种类最全，

京畿以外地区发现的基本上是大泉五十及小

泉直一的陶范，以南阳汉宛城、宁城黑城最

为丰富。

兆伦锺官遗址出土了大量陶范模，有

一刀平五千、栔刀五百、大泉五十、小泉直

一、幺泉一十、幼泉二十、中泉三十、壮泉

四十、小布一百、幺布二百、幼布三百、中

布六百、第布八百、次布九百、大布黄千等

刀币范和货布范共16种范模。除货布为叠铸

范模外，其他为直流浇铸范模。部分大泉

五十和小泉直一范模上有“锺官前官始建国

元年三月”、“锺官前官始建国元年三月工

常造”等阳文反书铭文。调查还发现西汉及

王莽时期铜钱，但未见秦代遗存。遗址中发

现浇铸金属叠铸范模的陶范模 [25]（图六，

1、2）。

好汉庙遗址位于汉长安城西部，发现的

1 2

图五 王莽时期直流浇铸铁铸范
1.咸阳博物馆藏 2.西安市文物局藏（分别采自
《新莽钱范》第107页图136和第160、161页图215）

1
2

图四 背字叠铸铜范模
1.“母”字货布范模 2.“新母”布泉范模（分别采自《新莽钱范》第265页图

384、第268页图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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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时期陶范模，品种更齐全，比兆

伦锺官发现的品种多了序布四百、差

布五百、壮布七百和货泉范模，而未

见货布范模，包括了四次改制所有21

种铸币中的19种，其中18种为直流浇

铸陶范模，一种为叠铸货泉陶范模。

直流浇铸陶范中，有栔刀五百与大泉

五十同范以及多布同范者，其中1块陶

范上从小布一百到中布六百，各有1枚

钱型。陈直先生早年曾在此发现1件

带“始建国”铭文的钱范[26]。遗址中也发现带

“更始”二字的铸造金属范模的陶范模[27]（图

六，3）。

郭家村、三九村位于汉长安城东部，两

村各发现1座王莽时期烘范窑。两地南北相

邻，窑炉相似，应属同一官方铸钱工场。郭

家村窑由通道、操作间、窑室组成。窑室保

存较好，平面呈长方形，窑顶呈拱形。窑内

有大泉五十及铜环、刀削、车马饰陶铸范。

钱范呈圆角长方形，范面有正、背钱型各4

枚[28]。三九村窑内发现圆角方形及圆角长方

形大泉五十陶铸范，范面有正、背钱型2～3

枚[29]（图七，1）。两处窑址钱范均正、背相

错，上下扣合，再层层相叠，制成范包，入

窑烘范，以备浇铸（图七，2）。

2001年，修建西安绕城高速公路时，

在西安雁塔区三召村发现一处王莽时期铸钱

遗址，出土上百块小泉直一直流浇铸陶范

模[30]。

夏县禹王城发现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

直流浇铸陶背范，这里是西汉河东郡治所在

地[31]。

南阳是汉代南阳郡治，市区发现多处

出土王莽时期钱范的遗址。2017年，南阳府

衙王莽时期铸钱遗址出土钱范、坩埚、铜炼

渣、铁工具及烘范窑等遗存，钱范均为大泉

五十和小泉直一直流浇铸范模，有的带“始

建国元年三月”、“后锺官”铭文，是王莽

第二次改制的遗物（图八，1、2）。20世纪

下半叶，中原技校、金汉丰商厦、南阳市

十三小学都曾发现大泉五十陶范，伴出红烧

土[32]。南阳市十三小学靠近南阳府衙，发现

官方正版大泉五十及货泉铜范模。其他两处

地点除大泉五十陶范外，还有栔刀五百圆形

叠铸陶范，应是盗版钱范。

宁城黑城古城为秦汉右北平郡治平刚

县城。在城内一处王莽时期铸钱遗址发掘

1座烘范窑，出土钱范、坩埚、铜渣、炼

渣、“T”形支架，以及半两、五铢、大泉

五十、小泉直一、大布黄千及货泉等铜钱。

窑 炉 呈 长 方 形 ， 底 部 有

4条平行的火道，南北两

端各设2个火膛，烟囱设

在中间，形制独特。钱范

有面范和背范，面范1019

块，均为大泉五十、小泉

直一直流浇铸陶范模。其

中，110块范首有“始建国

元年三月，前锺官工良造

1 2 3

图六 叠铸陶范模
1、2.户县兆伦锺官遗址出土 3.西安好汉庙遗址出土（1、2采自《汉锺官铸钱

遗址》彩版34，3采自《新莽钱范》彩版2）

1
2

图七 西安三九村出土大泉五十陶范
1.叠铸陶范 2.叠铸陶范包（分别采自《新莽钱范》彩版4、彩

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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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始建国元年三月，后锺官工裒造

三十一”等铭文，有的铭文一侧还有“十”

字形标记（图九，1）。此外，还发现大泉

五十叠铸陶范，呈椭圆形，范面上有8枚钱

型，正、背各4枚，交错排列[33]。

霍洛柴登古城王莽时期铸钱遗址发现

大泉五十、小泉直一直流浇铸陶范模，其中

小泉直一陶范模上有“始建国元年三月”、

“……锺官工……”铭文。还发现大量西汉

及王莽时期铜钱，以大泉五十和货泉数量

最多。2012年，清理4座窑址，由窑门、火

膛、火道、窑室组成，窑室平面为长方形。

在窑室及附近文化层中出土50余块大泉五十

和小泉直一陶范模，另有20余块其他器物陶

范。霍洛柴登古城出

土“西河农令”印，

是西汉时期西河郡故

址[34]。

1988年，在通渭

县委大院内发现4座窑

址，出土大泉五十、

小泉直一直流浇铸陶

范模，伴出卷云纹瓦

当、筒瓦、板瓦等遗

物。小泉直一范面上

残存铜锈斑，是铸造

青铜铸范时留下的痕

迹[35]。通渭西汉时属

天水郡（王莽改称镇戎郡）平

襄县，时为首县，为郡治所在

地，遗址为官方铸钱作坊。

环县城子岗遗址位于县城

西北，遗址文化层内包含陶钱

范残块，还有铸造“钱形器”

的陶范。钱范有大泉五十和小

泉直一的面范和背范，面范均

为直流浇铸陶范模。1件大泉

五 十 的 范 首 部 位 有 “ 元 年 三

月”铭文。2件小泉直一背范，

均残，其一残存77枚钱型，其二残存108枚钱

型[36]（图九，2）。 

1995年，隆德县神林村发现1个灰坑，

坑内出土有较多货泉叠铸陶范，分椭圆形、

圆角方形、圆角四边形三种，范面上正、背

钱型相错分布，推测附近应有铸钱遗址[37]。

海晏三角城是王莽所设西海郡治所在

地。自1958年开展考古调查以来，不断发现

王莽时期钱范及铜钱。铜钱有一刀平五千、

栔刀五百、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货布、

货泉等。钱范有大泉五十、小泉直一两种，

有面范和背范，面范为直流浇铸陶范模。

其中1件小泉直一陶范模有“前锺官工良造

第八”铭文[38]（图一○，1）。青海省博物

1 2

图八 南阳汉宛城遗址王莽时期陶范模
1.大泉五十 2.小泉直一（南阳府衙博物馆刘绍明提供）

1 2

图九 大泉五十直流浇铸陶范模及范首铭文
1.宁城黑城古城遗址出土 2.环县城子岗遗址出土（1采自注释[ 13]，2采自《新莽钱

范》第117页图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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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展出的1件大泉五十叠铸陶范，圆角长方

形，范面上有正、背钱型各4枚，由层层范

片相叠制成范包，据说亦出自该遗址（图一

○，2）。

三、王莽时期铸钱技术

（一）浇铸方式

王莽时期，除了继承上林三官时期的直

流浇铸技术外，还把西汉早期铸造平背无郭

半两钱的初级叠铸技术，发展为榫卯扣合、

正背相叠、可以铸造两面带郭铜钱的高级叠

铸技术。

1.直流浇铸 从发现的情况看，直流浇

铸的工序为由阴文反书的石质母范模印出阳

文正书的泥范，泥范经加热烧成陶范模，用

陶范模浇铸阴文反书的金属铸范，最后与陶

背范合范铸钱。这种铸钱技术与上林三官时

期的完全一致。

目前发现的石范较少，西安北郊发现

的多钱合一的石范，是第一次币制改革时使

用的母范。西安市文物局收藏的大布黄千石

范，是第三次改制时使用的母范。

西安好汉庙、户县兆伦村、南阳汉宛

城、宁城黑城古城、霍洛柴登古城、通渭县

城和环县城子岗、海晏三角城等地发现的绝

大多数为直流浇铸阳文陶范，是官方铸钱作

坊使用的陶范模。由此推测，始建国元年，

王莽派遣谏大夫五十人

分别铸钱于郡国，他们

带到各地的应是前、后

锺官刻制的直流浇铸母

范。上述官方铸钱遗址

发现最多的，也是这一

年推行的大泉五十及小

泉 直 一 两 种 钱 币 的 陶

范模。

发 现 的 阴 文 金 属

范，包括铜、铁两种材

质，形状为铲形，最常

见的是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金属范，它们是

与陶背范扣合铸钱的铸范。

2.叠铸 根据发现的钱范，笔者复原叠

铸的工艺过程为：制作阳文正书母范→模印

阴文反书陶范模→浇铸阳文正书金属范模→

模印阴文反书泥质范片（铸范）→范片层层

相叠铸钱。母范之前还应有阴文祖范，可能

以石材刻制，但至今尚未发现。在西安好汉

庙及户县兆伦村都发现浇铸金属范模的陶

范模。

王莽时期的叠铸金属范数量众多，形

状以中心或左右对称为原则，一般为圆形、

椭圆形、圆角方形及圆角长方形等。与直流

浇铸不同的是，金属范模不直接浇铸铜钱，

而是用它模印泥质范片，泥范片晾干后，榫

卯扣合，正背相叠，外包一层草拌泥，制成

柱形范包，再经烘范，从中间的浇铸口进行

浇铸。

（二）不同版式的大泉五十钱范

从发现的王莽时期钱范判断，王莽第

一、二次币制改革时，所用技术主要为直流

浇铸，第三次为直流浇铸与叠铸兼用，到第

四次时就完全使用叠铸技术了。

大泉五十是从第一次到第四次改制都

存在的钱币，也是王莽时期铸行时间最长的

钱币，从居摄二年（公元7年）至地皇元年

（公元20年）都在铸造。户县兆伦锺官、南

1 2

图一○ 海晏三角城遗址出土钱范
1.小泉直一陶范模铭文 2.大泉五十叠铸陶范包（1采自《新莽钱范》第162页图219，

2为笔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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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汉宛城、环县城子岗、海晏三角城以及

宁城黑城古城等遗址，都有大量大泉五十钱

范出土[39]。目前发现的大泉五十钱范数量最

多，既有直流浇铸的石母范、陶范模、金属

铸范，也有大量叠铸的金属范模，还有一些

民间盗铸钱范。这些不同浇铸技术的钱范，

其铸行的时间是有差别的。

最早的是西安北郊多钱合一的铲形石

母范及好汉庙大泉五十与栔刀五百同范的陶

范模，是第一次币制改革的产物。全国各地

带“始建国元年”铭文的大泉五十直流浇铸

陶范模，是王莽第二次币制改革的产物。当

然，并非所有带“始建国元年”的范模都是

这一年的产物，同样的母范，始建国元年以

后也在继续使用。最晚的是大泉五十叠铸范

模，一般出现于第三次币制改革时期，并一

直使用到王莽灭亡。

汉长安城东部的郭家村及三九村窑址，

与汉长安城西部的好汉庙，虽然都是王莽时

期的铸钱工场，但二者铸造时间不同，职能

也有区别。好汉庙是第一次币制改革时就已

设立的铸钱工场，一直沿用到王莽灭亡，在

此不仅铸造各种王莽时期的铜钱，也为全国

提供直流浇铸的母范及叠铸所用的金属范

模。郭家村、三九村窑皆为烘范窑，均出土

椭圆形阴文叠铸陶范，二者南北相距不远，

是王莽时期一处铸造铜钱及其他金属器的官

营作坊。清理简报认为，三九村窑址是一处

专门制作钱范的官办作坊，钱范制好后再运

到别处铸钱。有学者沿用此说，认为这里

的钱范可能是供好汉庙铸钱作坊的，说明制

范与铸造不在一处地点[40]。以上认识是错误

的。好汉庙位于汉长安城外西部，郭家村、

三九村位于汉长安城外东部，二者直线距离

超过9公里，不太可能舍近求远到汉长安城

东部取范铸钱。况且好汉庙所出钱范有大量

范模，这些范模本来就是用来铸造铸范的。

汉长安城东部的陶范也是处于待浇铸状态的

大泉五十铸范，这些均为叠铸范，且币种单

一，远不能与好汉庙相比，虽然大泉五十是

第一次改制时的币种，但是叠铸技术大量应

用于第三次改制时期。因此，这里是一处设

在都城附近的官营铸钱工场，其铸钱时间可

能在第三次改制之后，所用金属范模应出自

前、后锺官。

四、王莽时期的前、后
锺官问题

《汉书·成帝纪》记载，汉成帝建始二

年（公元前31年）“罢六厩、技巧官”[41]，

结束了三官铸钱的历史，只留下锺官铸钱。

为什么省并，史无明言。概因之前铸钱数量

巨大，已基本满足社会需求。社会动荡，经

济形势不佳，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汉成帝只留锺官，并未分前、后两官。

王莽币制改革，大量弃旧换新，一官难堪重

任，在原锺官基础上，分设前、后两官，一

起担负铸钱大业，已是形势所迫。从宁城黑

城古城前、后锺官陶范模并存推测，分设两

个锺官，至迟应发生在第二次币制改革时。

从兆伦锺官遗址和好汉庙遗址都发现第一次

改制时的钱范推测，可能在第一次改制时就

分设前、后两官了。

姜宝莲、秦建明认为，尽管王莽时期

分铸于郡国，但是位于首都长安附近的西汉

锺官被沿用下来，成为当时的铸币中心。随

着铸币规模的扩大，才将锺官一分为二。至

于二者有何区别，是管理机构的不同，还是

不同铸币工场的差别，尚不甚清楚。从铭文

看，户县兆伦锺官是王莽时期的前锺官铸币

之地[42]。笔者赞同他们的观点，认为兆伦锺

官是西汉时期的锺官，也是王莽时期的前锺

官。在此发现的铭文资料，既有西汉时期的

“锺官火丞”封泥和“官”字长条砖，又

有王莽时期的“前锺官”钱范铭文，且均为

“前锺官”而无“后锺官”即为其证。王莽

在锺官旧址分设前锺官，是顺理成章的事。

西安市文物局所藏“锺官始建国”小泉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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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铸范，其型腔与宁城黑城古城“前锺官”

小泉直一陶范模吻合，二者所铸钱数相同，

均为150枚。推测该铁铸范可能是前锺官的

产品。

南阳汉宛城和宁城黑城古城等官方铸

钱遗址，发现的范模都有“后锺官”铭文。

南阳汉宛城全部为“后锺官”铭文，黑城古

城除“后锺官”铭文外，还有“前锺官”铭

文，两地的“后锺官工裒造”铭文相同。这

说明“裒”是后锺官一名刻制母范的工匠，

他所刻的母范分发到全国各地。汉长安城东

部及京畿之外发现的王莽时期官方钱范，绝

大多数是第二次改制后的大泉五十和小泉直

一钱范，缺少其他三次改制的钱范，他们都

不能为全国铸钱提供技术支持，因此这些遗

址均不是后锺官所在地。

笔者认为，位于汉长安城西部的好汉庙

遗址应是后锺官所在地。关于好汉庙的具体

位置，党顺民曾做过实地调查，认为在三桥

西北3.5公里处。据当地老年人回忆，好汉

庙在孙围墙村学校内的高台上，20世纪前期

高台前有一块石碑，上刻“汉曝衣阁”。该

庙供周围五村共同祭祀。1977年高台被夷为

平地，庙亦不存。王莽时期钱范实际出土于

高台周围，大致在新军寨村正南、后围寨村

北。这里东临建章宫遗址，与汉武帝上林三

官之一的技巧官铸钱遗址相距不远，具有良

好的铸钱基础和便利条件。

早年陈直曾在好汉庙遗址发现1件带

“始建国”铭文的陶范模，与其他铸钱遗址

出土的“始建国元年三月”铭文格式相同，

可惜仅存三字，无法确认是哪个锺官。在该

遗址一个土坑内，还出土大量“左作货泉”

圆形陶片，陈直收录了百余枚，认为是元

凤元年以后铸造货泉时各作坊之标志，表明

这是一处重要的王莽时期的铸钱作坊[43]。在

此发现的王莽时期钱范，数量众多，种类齐

全，涉及四次币制改革的所有铸币，其种类

及形制和户县兆伦锺官遗址发现的几乎完全

一致。同时，该遗址还发现了浇铸金属叠铸

范模的陶范模，目前这种陶范模也只发现于

兆伦锺官与好汉庙两个遗址中。姜宝莲、秦

建明认为，好汉庙发现的王莽时期陶母范和

背范，刀、布、泉种类齐全，是一处重要的

铸币场所，是属于前锺官还是后锺官，还需

要今后出土遗物的证实[44]。从上述发现及钱

范种类来看，好汉庙所起的作用和职能与兆

伦锺官相同，完全能够为全国铸钱提供技术

支持，因此极有可能是后锺官所在地。

王莽第一次币制改革时的钱范，只见

于兆伦锺官及好汉庙遗址，说明第一次改制

并未实行郡国分铸。河南南阳及安徽阜南发

现的栔刀五百陶范，并不是官方正版钱范，

而是民间盗铸钱范。全国其他地区发现的王

莽时期官方铸钱遗址，均是第二次改制以

后的遗存，这也说明，兆伦锺官为前锺官，

好汉庙遗址应为后锺官所在地。宁夏盐池

张家场古城曾发现1件“栔刀五百”与“大

泉五十”同范的陶范模，直流浇铸，上面

有铸锈痕[45]。该范模为调查所得，情况尚不

明确。

五、王莽时期官方正版钱范

始建国元年，王莽派谏大夫分铸于郡

国。让郡国分铸，为何要派谏大夫到各地

去？答案是，谏大夫把中央统一的官方正版

钱范带到各地，并监督地方以国家统一版式

铸钱。

他们带到各地的官方正版钱范是什么？

从发现的钱范情况看，王莽时期铸钱大致可

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各地官方铸钱遗址发现的

均以陶范模为主，而陶范模需要用母范来模

印。因此，当时谏大夫带到各地的应是用石

材刻制的母范。从发现的钱范铭文看，母范

的刻制地应为前、后锺官。

陶范模上除了有前、后锺官的铭文外，

还有数字编号，如海晏三角城为“第八”，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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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汉宛城为“十一”（图一一），宁城黑城古

城为“三十一”。不同的编号，或为使用地点

不同，或为刻制先后次序有别，或为刻制作

坊有异。宁城黑城带前、后锺官铭文的陶范

模上，编号均为“三十一”，推测可能代表特

定的使用地点。宁城黑城古城是汉代的右北

平郡所在地，“三十一”可能就是该郡铸钱所

用母范的编号。因此，陶范模上的编号可能

是各铸钱郡国的编号。

第二阶段，叠铸兴起，送往各地的不再

是石材所刻的母范，而是金属范模，这些金

属范模的生产基地也在前、后锺官。目前，

铸造金属叠铸范的陶范模，只发现于兆伦锺

官铸钱遗址和好汉庙遗址，说明两地生产的

金属范模是供应全国的。

所谓官方正版钱范，包括前、后锺官

制作的母范和金属范模，以及以此制作的陶

范模和铸范。第一阶段是用易于雕刻的石材

制作母范，再用母范来制造陶范模。陶范模

在京畿及其以外地区官方铸钱遗址中都有发

现，其钱范样式统一，浇铸方法一致，有的

范首部位还有“始建国元年三月”及前、后

锺官铭文，这无疑是第一阶段国家推行的官

方正版钱范。

第二阶段使用叠铸范铸造，主要钱币

品种有大泉五十、大布黄千、货泉、布泉

等[46]。全国各地发现的官方叠铸金属范模，

尽管形状多样，但钱型正背相错布局，均以

中心或左右对称为原则，且浇铸方法一致，

应是由前、后锺官统一浇铸以后分发给全国

的，这是第二阶段的官方正版钱范。

从第二次改制开始，王莽一改西汉时

期由上林三官统一铸钱的做法，让各郡国铸

钱。当时全国共有郡国103个[47]，但有条件

或被允许铸钱的可能只有50个。为了钱币质

量及样式统一，王莽开启了一种新的铸钱形

式。各地所用的直流浇铸母范和叠铸金属范

模，均由前、后锺官制造并供应，由此控制

了正版钱范的使用，并严防官方铸钱技术

的外泄。由上林三官统一铸钱发往各地，到

前、后锺官统一制作母范及铸造金属范模分

发各地，既节省了原料及成品的运输费用，

又起到了统一钱币标准的作用，而铸币权

仍然由中央掌控。东汉以后，中央政府为保

证钱币在形制与重量上的规范化及标准化，

也是由中央统一铸造钱范分发各地铸钱工场

的。同时，发轫于西汉初期的初级叠铸技

术，经王莽时期发展完善，形成十分成熟的

榫卯相扣、正背相叠的高级叠铸技术。南北

朝萧梁时期，使用无榫卯结构、中心对称、

双面钱型相叠的铸钱技术，叠铸技术达到顶

峰 [48]。

六、结  语

王莽时期官方正版钱范按材质可分为

石、铜、铁、陶四类，在钱币铸造过程中，

不同材质的钱范其功能不同。在直流浇铸技

术条件下，它们分别担当了母范、范模及

铸范的角色；在叠铸技术条件下，在母范、

范模及铸范之间，又多出一道范模制作环

节。两种技术出现的时间有先后，第一、二

次币制改革主要为直流浇铸，第三次币制改

革为直流浇铸与叠铸并用，第四次币制改革

则全部使用叠铸。大泉五十是历次改制中都

图一一 南阳汉宛城府衙后锺官钱范铭文
（南阳府衙博物馆刘绍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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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行的钱币，其钱范及钱币数量发现最多，

不同的铸造技术反映了铸行时间的差别。从

全国发现的王莽时期官方铸钱遗址看，王莽

遣谏大夫五十人分铸于郡国，他们带去了官

方正版钱范，这些官方正版钱范大致分两个

阶段，第一阶段为直流浇铸的母范，第二阶

段为叠铸的金属范模。从官方正版钱范及其

铭文分析，可能在第一次改制时，锺官被一

分为二，分设前、后锺官，两个锺官为各地

供应官方正版钱范。在全国发现的铸钱遗址

中，西安户县兆伦锺官铸钱遗址及好汉庙铸

钱遗址特色鲜明，所出钱范种类齐全，且钱

范的形制基本一致，已知兆伦为前锺官所在

地，好汉庙遗址应为后锺官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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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交流

《泉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
2020年·泉州市舶司遗址2019～2021年》简介

《泉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泉州

南外宗正司遗址2020年·泉州市舶司遗址

2019～202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福建博物院、福建省考古研究院、

泉州市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中心编著，科学

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本书为16开精装

本，全彩印刷，共450页，字数约81万字，

定价600元。

本报告整理了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2020

年、泉州市舶司遗址2019～2021年考古调查

与发掘的收获，介绍了清理出的建筑遗存、

水沟等遗迹以及出土器物标本，根据发掘结

果修正了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宋元时期水池

遗迹的南岸线位置，推测泉州市舶司遗址的

四至范围大致为西南依竹街、东北到马坂巷

西侧道路和马坂巷之间、东南至水门巷、西

北靠三堡沟。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是目前发

掘明确的唯一一处宋代宗正司遗址。泉州市

舶司遗址是福建省内首次对官方海商贸易管

理机构所在地的科学发掘，发掘结果深化了

对泉州城相关历史文化的研究，丰富了“泉

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界文

化遗产点的内涵，进一步证明了泉州在宋代

以来海上贸易的重要作用，为研究泉州宋元

明时期的政治、文化、交通、商贸等提供了

重要的实证资料，对于推进泉州乃至闽南、

福建的古代建筑构件、陶瓷器窑口及其发

展、商品流通贸易与社会生活等方面研究也

有所裨益。

 （雨 珩）

1416 



《考古》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陈星灿

副主任  朱岩石

顾  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巍	 	 白云翔	 	 朱凤瀚	

	 刘庆柱	 	 杜金鹏	 	 杜德兰	

	 李裕群	 	 罗	 森	 	 赵	 辉	

	 赵志军	 	 袁	 靖	 	 臧振华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睦	 	 丛德新	 	 冯	 时	

	 刘	 莉	 	 许	 宏	 	 李	 峰	

	 李新伟	 	 张	 弛	 	 杭	 侃	

	 罗	 泰	 	 荆志淳	 	 施劲松	

	 宫本一夫	 柴晓明	 徐良高	

	 高	 星	 	 梅建军	 	 董新林	

	 傅宪国

本期责任编辑	 李学来

本刊责任编辑	 苗　霞

Archaeology

本期要览

西藏札达县桑达隆果墓地发掘简报　桑达隆果墓地的墓葬可分土洞墓、竖穴土坑墓、石堆墓、

竖穴土坑石室墓四类，以土洞墓数量最多，出土陶器、铁器、铜器、木器、贵金属制品、草编

器等丰富的随葬品。该墓地从早期金属时代一直延用至吐蕃王朝建立初期，为研究当时的社会

结构、生业模式，以及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新疆等地区的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

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果扎墓地和卡基墓地　2018年在果扎和卡基墓地清理了5座墓葬，均为带

竖穴墓道的洞室墓，采用捡骨二次葬俗，并用动物殉葬，出土陶（泥）器、铁器、铜器、金器、

石器、蚀花玛瑙珠等遗物。墓葬的年代为公元1～4世纪，对构建该区域墓葬的年代框架和文化序

列，研究西藏西部早期社会与文明的发展进程及“象雄文明”的内涵和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西藏札达县曲龙遗址萨扎地点南区墓葬　2017年在萨扎地点南区清理了6座洞室墓，葬具以箱式

木棺为主，葬式为侧身屈肢葬或捡骨二次葬；随葬品组合属于以铜铁器为代表的金属器传统，陶

器缺乏。这表明公元1～4世纪曲龙遗址存在以萨扎地点南区6座墓葬为代表的区域考古学文化，

并与南亚、新疆等地区存在诸多联系，是前吐蕃时期高原丝绸之路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

晚商动物造型玉器及其传播意义研究　晚商动物造型玉器具有传播对象上的高度同质性、传播

地域（点）的不平衡性与选择性两大传播特点。其分布与晚商王朝对地方统治态势相吻合，出土

地点多为军事据点或资源要地。地方性遗址中随葬这类玉器的墓主绝大部分为高等级贵族，且有

明显的军事背景，表明这类玉器在很大程度具有个人财富与身份地位的指示意义。

王莽时期铸钱研究　通过对王莽时期官方正版钱范的分类，对王莽四次币制改革所使用的不同

铸钱技术进行了论述。王莽遣谏大夫五十人分铸于郡国，并带去了官方正版钱范。从钱范铭文

分析，第一次改制时，锺官即被分为前、后两官，它们既铸钱，同时也为其他铸钱作坊提供正

版钱范。已知户县兆伦遗址为前锺官所在地，推测西安好汉庙遗址为后锺官所在地。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
全国社科工作办举报电话：010-63098272

2022 年第 12 期

Editorial Board of 
Archaeology

Director: Chen Xingcan

Deputy Director: Zhu Yanshi

Advisors: Wang Wei, Bai Yunxiang, Zhu 

Fenghan, Liu Qingzhu, Du Jinpeng, Alain Thote, 

Li Yuqun, Jessica Rawson, Zhao Hui, Zhao 

Zhijun, Yuan Jing and Cheng-hwa Tsang

Members: Mayker Wagner, Cong Dexin, Feng 

Shi, Li Liu, Xu Hong, Li Feng, Li Xinwei, Zhang 

Chi, Hang Kan,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Zhichun Jing, Shi Jinsong, Miyamoto Kazuo, 

Chai Xiaoming, Xu Lianggao, Gao Xing, Mei 

Jianjun, Dong Xinlin and Fu Xianguo

Issue Editor: Li Xuelai

Managing Editor: Miao X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