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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如何铸造钱币？
李大虎 王娅

我们都

知道，在纸币

出现之前，人

们曾用金币、银

币、铜币、贝币等

作为钱币进行买卖

交换。在这些钱币中，

最主要的一类便是铜币。

作为统一认定的钱币，铜币

是需要一定的规范、规模铸造

才可以发行流通的。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早使

用金属铸币的国家之一，自

商周时期就开始了青铜钱币

的铸造，目前考古发掘所见

最早的铸币，是商代晚期铸

造的青铜贝币。那么古人是

如何铸造出钱币的呢？

范铸法是我国传统的青

铜器铸造工艺，古代钱币也

多是范铸而成。在铸币工艺

中，尤为重要的一步是制作

模范，所谓模范，其实包括两

个不同的概念，即“母范”与

“钱范”。母范是用来制作钱

范的模具，它不能直接用来

铸造钱币；钱范是用来铸造

钱币的模具。用钱范铸造钱

币时，将其面、背合在一起，

从浇注口注入铜液，铜液沿

浇注道和支槽流到钱范，冷

却下来就形成钱币。

那么，钱范又是如何制

作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有一件西汉初期榆荚半两钱

铜母范，它的浇注道居中，两

侧有支槽与钱模相连，浇注

口、浇注道及钱模凸起，钱模

上的文字是正书阳文，所以

母范上的钱模其实就是钱币

的形制。

用这种母范制作出来的

钱范，在铸造钱币时，需将钱

范垂直于地面，让铜液依靠

重力流满钱范，这样的形式

称为立式顶注。还有一种形

式，是将像盘子一样的钱范

层层堆叠，从中间的浇注口

注入铜液，铜液沿共用的浇

注道流至各层，再沿支槽四

散流满钱范，这样的形式称

为卧式叠铸。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收

藏的西汉五分半两铜母范，

便是用以制作卧式叠铸钱

范的母范。它的浇注口位于

中间，周围环绕 2 圈钱模，

内圈有 6 枚钱模，外圈有 12

枚钱模，内外圈钱模之间有

“Y”字形的支槽相连。用这

种母范制作出来的钱范，一

次可以铸造 18 枚钱币。而将

这样的钱范堆叠，便可一次

铸造出更多钱币。值得一提

的是，西汉五分半两铜母范

边沿，还设计了榫卯构件，

这样制作成的钱范，在堆叠

时，将下层的榫头插进上层

的卯眼，不仅方便定位，还

使彼此更加紧密，铸造出来

的钱币质量更高。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建

立新朝。这一时期的铸币工

艺更上一

层楼。此前

铸造钱币时，

需要一正一反

两个钱范搭配使

用，这样铸造出来

的钱币才有正反两

面。但这就意味着需要

用到一正一反两个母范，

不仅制作使用麻烦，精度和效

率也不高。而新莽时期的母范

上，同时具有钱币的正反面，

这样制作出的钱范，两两对合

堆叠在一起，就能铸造出具有

正反两面的钱币。

由此看来，卧式叠铸技术

成本低、生产效率高，是一种

比立式顶注更为先进的铸币

工艺，所以在新莽时期能够得

到广泛应用。东汉时期，五铢

钱母范的制作沿袭了新莽时

期卧式叠铸的铸币工艺。

中国古代金属铸币工艺

自出现伊始，就在钱币形制、

铸造方法等方面形成了自己

的特色，这种特色对诸多亚

洲其他国家都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且在中国铸币工艺的

引领下，古代亚洲形成了与

西方打制钱币截然不同的工

艺体系。

（作者单位 ：宝鸡青铜器
博物院）

非遗艺人要主动拥抱网络
韩正强

可能是周秦文化发祥
之地的缘故吧，宝鸡的非遗
产品多，且很有特色 ；也可
能是地处丝绸之路重要节
点的原因，宝鸡的非遗产品
承接东西、兼收南北，粗犷
且细腻，耐看有味道。新时
代 的 今 天，大 有 今“ 非 ”昔
比、西府“遗”珠的韵味。

小时候，每逢嫁娶，村
上“针脚”好的妇女便被邀
过来帮忙。笔者跟着母亲也
见到了那时看起来没多么
了不起的技艺，然而当一个
个枕头、被面、门帘、手帕等
绣成成品后，就犹如一件件
青铜器出土一样，惊呆了所
有 人。这 样 的 艺 术 品 在 当
时 的 农 村 很 普 遍，娃 过 满
月的布老虎、泥老虎、花花
馍，老人过寿时的寿桃，融
入 了 生 活 才 彰 显 出 魅 力。

因而当这些宝贝被列入非
遗 予 以 保 护 后，好 多 人 怀
念 曾 经 的“ 高 光 ”，也 为 之
想 办 法 出 主 意，希 望 把 它
们留在生活里。

那段日子很挣扎，木版
年画艺人邰立平曾登报招募
传人，千阳刺绣艺人到处赶
会推销他们的产品，凤翔六
营村的泥塑也是因上了几次
生肖邮票才打下了发展的根
基。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努力，
让西府的民间艺术品留存下
来，而遇到网络时，逢春、开
花，四处飘香了起来。

千阳一刺绣艺人，去年
在 网 上 销 售 虎 头 帽、枕 头
等刺绣品，产值达 700 多万
元。笔者同她聊天时，她说
现在是网络时代，非遗产品
保护与发展也需要流量，走
进网络也是非遗融入生活

的一种方式，因而非遗传承
人要敢于出镜，多出镜，把
我们的好东西展示和销售
出去。

笔者也在抖音上发现
了一些非遗传承人的账号，
讲宝鸡的民间工艺美术，讲
制造过程，但总的来说，出
镜的人还是不够，直播的频
次也不频繁，与当下销售生
活 用 品、农 产 品 的 主 播 相
比，活跃度要低得多。

非遗已经遭遇网络，这
个事情不愿面对也得面对，
所 以“ 触 网 ”越 早 越 好。省
内外画院学生跟着邰立平
制作木版年画的视频、凤翔
六营村泥塑艺人胡新明的
直播都让人记忆犹新。而笔
者在网上看到川剧艺人变
脸的直播，频次很高，粉丝
更不少。一些变脸的主播，

除 在 网 上 教 授 以 外，还 卖
服装、脸谱，一条龙价高的
五六千元，低的也有一千多
元，学技艺的和买产品的人
都不少。所以，我们要更新
观念，勇于“触网”，给我们
的非遗保护找一个更大的
平台，给非遗产品找一条发
展之路。

当然，在网上当主播也
需要一些技巧，这对于一心
从事非遗的手艺人来说可
能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万事
开 头 难，播 多 了 也 就 不 难
了。另一方面，网上原生态
的直播很受欢迎，譬如今年
爆 火 的“ 活 力 28”直 播，主
播都是老年人，连抖音上的
基本功能都不太会用，“粉
丝”急得不行，在屏幕这边
指导着，但这没影响到他们
大红大紫，可能这份质朴反
而成就了这些老年主播。因
此，大家不要怕，没有技能
和才艺，本色出镜也是一种
魅力，敢于“触网”本身更是
一种魄力。    

手 机 阅 读App、
各种听书软件、五花
八 门 的 电 子 书 阅 读
器，真 可 谓“ 一 机 在
手”，海量阅读内容尽
收其中。如今，当阅读
越来越随意，当知识
获取不再需要纸张，
散发着油墨香的纸质
书好像不再被追捧，
只是成了那些热爱阅
读者的“偏好”。有人
说坐在桌前打开一本
书，成了一种有仪式
感的阅读，要专门沉
下心安静下来才能感
到自己在阅读。也有
人说，电子阅读的确
方便快捷，获取信息
快，当年在灯光下阅
读有插图的书籍，已
经成了记忆深处的一
份感动。

不可否认，科技
的 发 展 让 生 活 的 方
方面面都更加便捷。
我 们 只 需 要 拥 有 手
机或阅读器，就能拥
有数百万本电子书，
并且随时随地都能阅读。
但是如果数百万本书只是
以数字的形式，存在于各
种电子设备中，读书时做
笔记也不再需要笔记本和
色彩不同的笔，只需复制
粘贴，没有实实在在的纸
质书，也没有一页页翻看
时令人沉静的感受，那些
所谓的“拥有”是真正的拥
有吗？

当然，不论形式是纸
质还是电子，热爱阅读、获
取知识本身才是最重要
的！不过，笔者还是想对
沉迷于各种电子阅读的人
说一句 ：如果你每天可以
放下一个小时的电子产
品，请用这个时间，认认真
真地阅读纸质书吧。

用心读一本纸质书，
首先会给读者提供许多形

象记忆。比如这本书
的 设 计、装 帧、纸 张
质感等，能瞬间让人
静下心来，特别是阅
读时的深入程度、与
作者的思想共鸣等，
是 电 子 书 所 达 不 到
的。另 外，一 个 家 庭
对 孩 子 在 阅 读 方 面
潜移默化的影响，一
定 是 家 庭 成 员 茶 余
饭 后 手 捧 一 本 书 阅
读，而不是捧着手机
等电子产品。所谓书
香门第，一个家里没
有书柜书房，没有一
本 本 印 刷 精 美 的 实
体书，似乎很难感受
到“书香”之气。

古人说，事有所
成，必是学有所成 ；学
有所成，必是读有所
得。读书，基于读、贵于
思、重在行。边阅读边
思考边做笔记，比不
停地刷手机屏幕、翻
阅读器，看各种最终
如过眼云烟的碎片化
信息，要有意义得多。
读书是一件很有意义

的事情，杨绛先生用了六
个字道出读书的意义——

“读书，使人宽广。”长期坚
持阅读，会让你渐渐变得
睿智，懂得明辨是非，不会
人云亦云，会成为一个明
事理有思想有主见的人，
尤其是三观的塑造。现在
很多人把学习工作之余的
大部分时间都交给“数字
生活”，而且沉于其中自得
其乐。我不反对人们陶醉
于各种“数字生活”，如果
中间再穿插一些纸质书阅
读，感觉会更好，收获也会
更多。

希望爱读书成为每个
人的生活时尚，用“悦读”
纸质书去感染周围更多的
人，从数字生活中“偷得浮
生半日闲”。

11 月 14 日，2023 年全
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全国总开
幕式在重庆举行。今年活动
周的主题是“让学习成为一
种生活方式”，活动期间，各
地将广泛开展主题阅读、数
字阅读分享、线上社会大讲
堂、“社长（总编）荐书”等活
动，推动全民阅读进学校、进
社区、进乡村，营造全民学习
氛围、打造全民学习生态。

学习可以丰富知识，学
习可以启迪智慧，学习可以
涵养道德。自古以来，凡是远
见卓识者、雄才大略者，无不
是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
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
式。北宋文人黄庭坚说 ：“三
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
目可憎。”说的就是坚持学习
对于人的重要性。

然而，关于学习，一些人
还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有人
认为，学习是上学期间的事，
是为了应付考试，毕业了、工

作了，就不用学习了。有人认
为，学习没啥用，至少终身学
习没啥用，遇到不懂的不会
的，突击查一查看一看就解
决了。还有人认为，提倡终身
学习没错，但每天忙着上班
挣钱下班管娃，好不容易闲
了还想放松一下，实在没时
间没精力学习。对此，笔者认
为，吃饭是补充身体所需，学
习则是补充头脑所需，人既
然不能不吃饭，也当然不能
不学习。不能说年轻时可以
学，年纪大了就不能学 ；不
能说为了考试学一学，不考
试了就不用学 ；更不能说有
时间了再去学，没时间了就
不必学。

不可否认，有时候，学习
挺苦挺累，但“无限风光在险

峰”，学习所带来的充实感、
畅快感、成就感，是做任何事
情所不能比拟和代替的。而
且，一旦养成了良好学习习
惯，即使逆风而行、溯流而
上，也会觉得是轻松愉悦的。

终身学习在于个人，但
带动引导更多人参与终身
学习，则需政府和社会各方
共同努力。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
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
促进人人皆学、处处能学、
时时可学，不断提高国民受
教育程度，全面提升人力资
源开发水平，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

近年来，我市以促进人
的终身学习和全面发展为
出 发 点，汇 聚 各 级 各 类 教

育、文化、科技等学习资源，
依托开放大学、职业院校、
社区教育机构等，推动学习
型城市建设深度融入城市
发展。截至今年，宝鸡开放
大学已在全市所有县区挂
牌成立陕西开放大学县区
学习中心，成为全省首个陕
西开放大学县区学习中心
建设全覆盖城市。

希望我市以全民终身学
习活动周为契机，不断创新
形式、丰富载体，促进优质教
育资源整合与共享，构建人
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
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营造
全民学习氛围、打造全民学
习生态，加快推进学习型社
会建设，让学习成为更多人
的生活方式。

宝鸡非遗亮相山西
本报讯 （记者 祝嘉）近

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山西省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3

黄河非遗大展在山西太原举

办，西秦刺绣、凤翔木版年画

代表陕西非遗亮相大展。

本次大展以黄河农耕

文明为主题，沿黄九省（区）

600 余个非遗代表性项目和

300 余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参展。展厅分为黄河农耕文

明、黄河面食文化两大板块，

以静态展示和动态互动相结

合的形式呈现非遗作品，让

参观者沉浸式体验黄河沿岸

各地独具魅力的人文风情。

在本次大展陕西展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秦

刺绣、凤翔木版年画吸引众

人驻足围观。参展的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李惠莲、邰伟伟，分别介绍了

西秦刺绣、凤翔木版年画的

特色和寓意，土色土香的非

遗作品受到大家的关注和赞

赏。李惠莲告诉记者，她携老

虎系列西秦刺绣参展，不仅

有传统虎头帽、虎头鞋、虎头

枕等，还有创新设计制作的

老虎马甲、老虎披风等，特别

是老虎披风威风又可爱，短

短两天便销售一空。

文艺进企业  服务零距离 
市文联组织文艺工作者走进市自来水公司

本报讯 （毛丽娜）11 月

15 日，市文联组织文艺工作

者走进市自来水集团有限公

司，开展“文艺进企业，服务

零距离”系列文化活动。 

此次活动旨在落实市

委、市政府关于开展“三个

年”活动的安排部署，团结

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

一线，服务企业及广大职

工，丰富活跃企业职工精神

文化生活，助力企业高质量

发展。 

市文联党组织和市自来

水公司党委分别组织党员和

文艺工作者代表前往市自来

水集团第三水厂进行文艺创

作采风，观摩生产情况，搜集

创作素材。采风结束后，市文

联向第三水厂“职工书屋”捐

赠了图书。 

当天下午，市文联在市

自来水集团有限公司开展

了“名家艺术课堂”企业文

艺骨干培训辅导活动。音

乐、戏曲工作者为企业职工

表演了文艺节目。我市文艺

工作者崔锦莉就职工文艺

活动的组织、策划、编导做

了专题讲座。市自来水集团

有限公司文艺爱好者参加

了培训。结合自来水公司行

业特点，当天还开展了“以

水为媒，翰墨传情”书画笔

会活动，我市书画艺术工作

者以“水”为题，现场创作赠

送书法美术作品，受到广大

职工欢迎。

陈仓杂谈

陈仓荟萃

让学习成为更多人的生活方式
祝嘉

晓
燕

在
数
字
生
活
中
﹃
悦
读
﹄
纸
质
书

西汉初期榆荚半两钱铜母范

西汉五分半两铜母范 王莽大泉五十铜母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