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货币鉴别 货币防伪

一、古钱币鉴定

答案：古钱币鉴定：一般来说要首先看古代钱币的铜锈，古代铜钱有包浆或者铜锈
，然后看手感，所有古代铜钱都是铸造的，所以手感是粗糙的，现代工艺仿制的很
光滑。

二、世界各国货币识别最简单的方法

识别世界各国货币最简单的方法是观察其外观和特征。以下是一些货币的明显特征
：

1.货币形状：大多数货币都有特定的形状，例如圆形或方形。不同的国家的货币形
状可能会有所不同，但通常都有类似的特征。

2.货币颜色：货币的颜色通常是红色、黄色、绿色等。但不同国家的货币颜色可能
会略有不同。

3.货币大小：货币的大小可能会有所不同，但通常都相同或相似。

4.货币标记：货币上可能会印有国家的标志或符号，例如国徽、国旗等。

5.数字和符号：一些货币上可能会印有数字和符号，例如100、00、50等。这些数
字和符号通常代表货币的重量或金额。

请注意，这只是一些货币的明显特征，并不是所有货币都符合这些特征。此外，货
币的真伪也取决于其外观和特征，因此建议仔细检查货币以确保其真实性。

三、古钱币怎样鉴别真假

1、一枚拿到手以后，第一个问题就是钱币的真伪问题。现在各种介绍鉴定钱币的
书籍很多，多谈的是从作伪的方法与对策，但有许多鉴定方法随着作伪工艺的改进
已没有太大的意义或失去作用。

2、鉴定古钱的基本方法和原则是：第一，要掌握每一时代钱币的时代特征和个别
特征。古钱都反映有铸造钱币的时代特征，同时古钱还有它的个别特征。掌握这些
特征就可以了解它们是什么时代的钱币，什么种类的钱币，并根据这些特征区别真
钱和伪钱。古钱的特征包括钱文和形制两方面，钱文是铸在古钱上的字体，形制指
古钱的造型结构、铸造工艺和币材成分。了解每个时代、每种货币的这些时代特征
和个别特征，是识别每一时代、每一种古币的真伪及其价值的基本方法，如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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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一枚与其时代特征和个别特征差得很大的货币，应特别注意其作伪的确能性，
再用其他方法鉴定、就可确定其真伪。第二。用科学方法辨别伪钱的伪锈、伪色。
在古钱币鉴定中，分辨铜锈、铜色的真假是相当重要的方法，因为有些伪币单从文
字形制很难绝对断定真伪，而鉴定锈色方法简便。第三，熟悉伪钱的基本特征。鉴
别伪钱既要了解每个时代真钱的基本时代特征和个别特征，也要了解伪钱的基本特
征。改刻的伪币币面不平，拼合的伪币正反面币色不一，凿去的文字四周总有痕迹
可寻，用翻砂法制造的钱币比真钱略为小和薄等等小了解伪币的基本精况和伪造法
，细心观察，就能发现伪币作伪之处。第四，掌握与古钱鉴定有关的知识，应了解
有关货币理论、广博的历史知识、古钱的铸造常识和“栽谱卧录”古文字学以及历
代典章制度知识。对鉴定古钱都是十分必要的（以上摘自有关文章）。第五，了解
朝鲜、越南、日本等周边国家的铸币，以上几国都曾经流通过我国铸币，也仿铸过
不少中国的钱币，大家要掌握他们钱币特点，避免同中国钱币混淆。

3、前人鉴定钱币主要使用文、质、声、色、神、味六字来分析，其中文是指钱币
文字及图案气息、风格，质是指钱币形制、工艺、币材成分，声是指钱币声音，色
是指钱币锈色、包浆，神指钱币的神韵，味是指钱币的气味。

4、文字及图案气息、风格，是指看钱币的文字、图案是否是流畅、舒服，文字及
图案或雅或拙，是否与时代特征相符合。从文字（图案）风格可以说是钱币鉴定的
一个难点，因为每个人的欣赏的观点不同，对一枚有争议钱币可能得出结论相差甚
远，但在大的方面，基本可以达成共识，如先秦及战国、秦时时代的铸币的文字是
工匠用刀刻在模上铸成，因字体没有一定的型式，所以版别也特别多，基本没有相
同的，文字虽然是匠人信手来，但毫无匠气，舒展流畅，自然生动，自有一番趣味
，其中也有印范制币者，字体多雄浑有力，粗壮大气。汉时五铢版别繁杂，文字风
格各异，非方家不能分辨异，张某水平有限，不敢胡言。汉代出了一个制钱高手---
--王莽，字体流畅潇洒，布局匀称得体，以六泉十布闻名与世，别铸有货布、货泉
，字体做悬针篆，多制作精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因战乱不断，铸币相对较差，
三国曹魏时的钱币总体来说文字比较随意流畅；孙吴的货币文字比较圆浑豪放；两
晋钱币因铸地的不同，出现不同文字风格，丰货、汉兴苍劲凝重，大夏真兴豪放自
然，开阖有度，凉造新泉疏密有度，自成风格，南北朝有潇洒飘逸的孝建四铢、永
光，端庄凝重的五铢（陈）、太货六铢等，这一时期多美泉，第一当首推永通万国
，太货六铢、五行大布、布泉、常平五铢、孝建、永光等争奇斗艳，各具特色，美
不盛收。唐开元通宝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为欧阳询所书，字含八分及隶体结体
精严，凝重端庄，这种风格一直贯穿整个唐代。五代十国时，汉元、永平、通正、
天汉、光天、乾德、咸康、开元（王审知铸）永隆等或为开元改范所铸或粗犷、拙
朴，其它如周元等多继承了唐代的书风（因五代十国钱币十分复杂，多数是非一般
收藏者所能见到者，研究有限，见的也不多，不能详谈，望见谅）。到了宋代以，
每一皇帝每改元一次均铸一次年号钱，钱文丰富多彩，变化万千，或雅或俗、或拙
或巧，笔法严谨，结体精良。个人认为从整体水平来说，是我国钱文书法发展的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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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宋以后，钱文书法整体水平开始下降，到金代出现了一次复兴，以泰和阜昌为
代表。元代的至正钱中有部分钱文楷书雍容大度，但整体水平不高，呈下降趋势，
明清钱文除咸丰钱外，鲜有佳作。咸丰钱是我国古代铸币中钱文书法最后一次复兴
，各局的钱文异彩分呈，或如大家闺秀或如小家碧玉，仔细品来，回味悠长。

5、图案鉴定主要运用于花钱中，每个时代的花钱图案都有自己的时代特征，这不
是本文的重点，在这里就不多谈了。

6、运用钱币文字（图案）鉴定钱币，不但要熟悉同一时期的文字风格，最好具有
一定的书法功底或书法的鉴赏能力及隔，这点对初学者可能要求有点高，不过大家
放心，多看多想多揣摩，时间一长，自可成竹在胸。

7、注：下面有关运用锈色包浆鉴定钱币的文章摘录自郑家相先生大作，目前，坊
间许多钱币中辨伪部分多抄录郑家相先生著作，张某也借来一用，因现在造伪方法
也发生许多变化，有些方法已不太适用，张某斗胆，在中间加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8、出土古钱历经百年地下腐蚀，有的满身翠绿、有的红、绿、黄、白，斑斑驳驳
，钱币界称为“生坑锈”。传世的古钱由于长久玩赏，油汗入表，钱体呈黄褐或褐
色。作伪者为取得“生坑”、“传世古”的表面效果，便在伪钱色泽上作旧。常见
的方法如下：

9、一．绿色。因为出土的古钱都有绿锈，所以伪造古钱施以绿锈，方能*真，伪
造绿锈的方法有五种：

10、（1）将伪造的钱埋入土中，经过二三年后取出来，就有满身绿颜色的锈了；
（张三少注：现在有部分高档伪品，入土何止两三年，可能是入土十年左右，再加
入酸液等物质，现在取出已是硬绿锈满身，杀伤力很大，我和一位泉以前曾经交过
学费，这种钱的锈说来也不是天衣无缝，绿锈的颜色偏嫩，比较浮。）

11、（2）将伪造的钱币浸以盐酸或醋酸，再埋入土中，经过一年半载后取出来，
就有满身的绿锈。浸过盐酸过醋酸的伪钱，放在阴暗潮湿的地方，也能发生绿锈。
但这种绿锈都在浮面，不能入骨，较真钱的绿锈松脆，容易脱落，且不能发生硬绿
，只能成为土化绿，所以硬绿锈是不能伪造的；（张三少注：这种方法是目前市伪
造生坑钱最常用的方法，属低档伪品，稍加留心，就可分辨出。另外，现在硬绿锈
也能造出了）

12、（3）用胶水调以绿色粉末，涂在钱上，再加以泥水、侯干，便成土化绿锈。
这种伪钱最怕开水泡煮，因为一经泡煮，绿锈便会完全脱落；（张三少注：现在用
开水泡煮的方法来鉴别伪锈的方法已意义不大，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有许多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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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开水泡煮）

13、（4）用松香调以绿色粉末，涂在伪钱上，便成为了一种类似硬绿的绣，骤看
不易辨别，如以热手摩擦或热水浸之，用鼻嗅觉有松香气味，便能分辨出它是伪造
；(张三少注：现在这种方法已不常用)

14、（5）用绿色瓷漆涂上伪钱，经过一年半载，瓷漆干燥坚硬，颇似硬绿绣，但
其色泽终不能如出土硬绿之自然，且容易剥落；（张三少注：现在多改用树脂，干
燥的时间也不太长，但效果比油漆好的多，辨别方法是用小刀削或针扎，试一下硬
度）

15、二．红色出土的古钱也有生红锈的，伪造红锈的方法有四种：

16、（1）将造成的伪钱用火烧煅使透，浸入冷水，便带红色的锈；再浸以盐酸或
醋酸，埋入土中，经过一年半载取出来，便有红绿锈色，颇似出土古钱了。但此种
方法只能用于水红铜的钱，若明、清黄铜钱，虽经火煅钱也不能发生红色；

17、（2）用胶水调以红色粉末，照前述伪造绿锈的方法，也能造成红绿锈色，但
它的弱点也与伪造绿锈同；

18、（3）用松香调以红色与绿色，同涂在伪钱上面，便成了红绿锈，其弱点与前
述相同；

19、（4）用红色瓷漆与绿色瓷漆调涂伪钱上面，便成红绿锈。其弱点与前述相同
。（张三少注：现在造红锈多采用第一种方法或用树脂、油漆等涂在钱上，多做成
半传世古）

20、总之，红色不能独立，一定要配合绿色或蓝色或传世古。

21、三．蓝锈，出土古钱颜色还有红、绿、蓝三色的，作伪者的方法不外上述用
胶水、松香、瓷漆三种来配合，但造此种三色伪钱的甚少。（张三少注：从目前本
人所见到的伪钱来看，造红、绿、蓝三色伪钱的不多）

22、四．传世古，古钱有的是历代流传下来，并没有埋入土的，所以多数圆钱没
有红绿锈，仅在钱的表面有一种黑褐色，这种颜色称为传世古。也有的虽然埋入土
中过，但出土后经日久摩擦，红绿锈大半脱落，仅在少数处尚残留一些绿色或红色
，（张三少注：也有留有蓝色。锈留下的多少与盘玩的时间与坑式，如果玩的时间
短，锈也会留下的比较多）其余部分都已变成黑褐色的铜质，这种称为半传世古。
伪造这种颜色的方法，通常有下述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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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将伪钱用火煅烧，取出后使冷，钱的表面上便发生黑色，再放衣带裹之
，经过一年半载，色泽光润，便与真钱相似。此种偶带有红色锈的。

24、（2）将伪钱用盐酸或硫酸浸一二日，取出便现黑色，再裹入衣带一年半载，
色泽渐发光润，与传世古钱相同。

25、（张三少注：真正的传世古虽是极薄的一层，用水煮洗刮都很难去掉，钱币
流传愈久，色泽愈深。现在许多传世古的假钱多是在煤烟上熏黑后，再上蜡打光的
，钱如同墨染，钱币中根本没有这种包浆。还有一种用真的铜锈粘在伪品上的假钱
，这种方法本来是用于伪造青侗器的，现在据说有一批造假铜器的人转行做古钱了
，这种虽然看上去硬绿红斑满身，但总体感觉不自然，而且因锈比较硬，难于加工
，多与钱体之间有缝隙，所以多做成满身黄土或黑色垃圾的坑式，其中黑色是伪造
的半传世古，目前市场上就有一批做成半传世古的假钱，其中的红我已经见过万历
背龙纹、崇祯背五工、阜昌元宝等数十枚初一看，传世古中隐约有绿锈、红斑，十
分开门，但仔细看后会发现钱上好象涂了一层油或腊，用刀削或剔时容易除去。这
批钱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所有的不同时代、不同品种、不同铜质的钱都是一种包浆。
其实真正的老生坑中是红斑绿锈通常坚硬异常，很难除去。但经酸处理过的钱除外
。这批钱的红色、绿色一种有真锈粘上去的，一种是树脂或油漆涂上去的，这批我
认为做的不好，可最近在市场上看到的些泉商进了这批货，我在这里只是想提醒一
下大家。）

26、辨别古钱的真伪，虽然积累长期经验，也仍要处处留心，但伪钱与真钱究竟
两样，如真钱的绿色，无论是硬绿或土化绿，都是入土数十年或数百年，甚至数千
年而成的，硬绿的硬度在非常坚硬，土化绿都是入骨的，甚至有的铜质已化的（既
通常所说的脱骨或脱胎）。伪钱的制造者决不能等待埋入土中数十年或数百年再取
出来售卖，至多埋入土中二、三年，不会成为硬绿，土化绿也是不能入骨，仅在钱
的表面有一层类似土化绿的绿锈而已，一经洗刷，容易脱落，所以能够辨别。红锈
也是如此，真的红锈是活色，不容易脱落，伪的红锈是滞色，容易脱落。（张三少
注：现在做伪者已与前辈不同，硬绿已经伪造出，许多伪锈已经很过关了，所以个
人认为，这种方法只能适用于普通的伪品，高仿品根本不适用）。

27、形制是指古钱的造型结构、铸造工艺和币材成分。不同的时期的铸钱，或出
于需要，或出于规定而形成一些特定的现象。如齐的刀币为保护钱文而把轮廓铸得
较高、宋钱面深背浅等，不同的钱币有不同的形制。古钱的铜质主要有青铜、黄铜
、紫铜、白铜等数种，青铜属铜锡铅合金，其颜色有青白、微黄、淡红或水红等种
；黄铜指铜锌合金，紫铜的含铜量最高，呈紫红色；白铜指实际上指铜镍合金，但
有一些铜色偏白或银白的古钱，习惯上也称为白铜钱，但实际上并不含镍或含镍很
少。它是一种青铜，只是铅或锡的成分较多而引起了铜色的变化（根据史料《天工
开物》记载，我国在宋时已出用砒霜等药物制成的砷白铜及用甘石制成的黄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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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复杂，而且有毒，估计在当时只是供富用享用的奢侈品）。由于各个历史时期
各地的科技发展水平、矿产资源、铸币金属成分比例的不同，所以古钱的铜质铜色
也有较大的差异。总体来说先秦圆钱的铜质虽然是青铜，但铜色较红，接近紫铜。
而刀布币的铜色多呈淡红，半两及五铢钱的铸行时间很长，铜质精精不一，具体品
种要具体分析；开元钱早期多是青白色，南唐钱币的铜色也多数偏黄白色；宋钱或
偏青或偏红，铜色繁杂；辽钱铜色偏深红或紫红；元钱铜色以深红及浅红者居多，
而寺观供养钱也有偏黄者（有人认为可以是黄铜）；明嘉靖之前铸钱用青铜，明嘉
靖之后则多用黄铜，着与掌握了锌的提炼技术有关；清雕母（祖钱）铜色以金黄为
主，铜质精良，给华丽富贵的感觉；清代新疆铸钱用紫铜，故称新疆红钱，铜质温
润细密，色泽紫红。

28、在鉴定一枚钱币是否符合当时的形制时，除要看钱的大小、厚薄、重量是否
对外，还要仔细观察穿、外郭磨损是否正常，钱背是否与同时代的钱币一致。建议
初涉泉河的泉友在集币的过程中多看钱币的背部，仔细看，多比较，多思考，经过
一段时间时，一枚拿到手中，即使不看钱文，也可从背部分辨出大概铸造时代。就
好象是一个你比较熟悉的人，从后面你也可以认出来他是谁的道理一样。钱币的铸
造工艺也是鉴定钱币的一个重要方面，先秦钱币采用泥陶范，如耸肩空首布、齐大
刀，燕刀等；石范，如安阳布等；铜范，如楚蚁鼻钱等，先秦刀、布的浇口及边缘
常有浇铸时挤出范外的多铜，因未加磨琢而呈自然状态（小张久居江南，先秦难得
一见，对先秦了解甚少，不能细谈，见谅）。秦至西汉早期主要沿用先秦的铸造方
法与工艺，但铸钱的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最初以石范应用最广；到后期，开始
运用铜范铸币，从汉铸半两开始，钱币铸好还要进行进一步的加工，主要是磨（凿
）去钱缘及穿内的流铜。西汉中晚期以泥陶范为主。王莽时期是秦汉铸币工艺集大
成，工艺精美，号称铸钱第一好手，工艺仍是主要采用铜范、泥陶范，很少用采用
石范。东汉到南北朝主要采用泥陶范铸钱。隋到五代时，这时期是比较有争议的一
个时期，有专家推测在隋时出现了翻砂法铸钱的工艺，但无相应的实物佐证，根据
手头有限的资料及实物，我个人认为这一时期是范铸与翻砂共存的时期，这种情况
一直延续到北宋末年。宋时根据史料的记载，采用母钱翻砂铸钱的工艺。这种工艺
一直沿用至今。

29、运用声音鉴定钱币真伪的方法由来已久，真币治铸已久，火气已经消失，敲
击时声音低沉，余音短，而新铸出的钱币敲击时声音清脆响亮，余音长。现在这种
方法对付部分伪品已经没有意义，这部分伪品的声音已经完全过关了，据说是在翻
铸时加入部分杂质。而且古钱币因保存环境的不同，可能会同现同一种钱币，完全
不同声音的现象。但这种方法对付但这种方法对付用粘合拼接法做成伪钱及破损后
修补钱特别有效，这两种钱向只要将其轻摔在桌面上，或用金属敲击，会发出破声
，没有正常钱币的金属声，泉友们可以自己试一下，比较一下。还可能用这种方法
检查钱币的骨质是好，在敲击、摔在桌面上时注意一定要轻，不要让一枚好钱因此
而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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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辨味也是鉴定古钱币的重要方法，长期埋于土中的古币，仔细闻的话，会有
一股泥土的香味。而用油漆等化工原料做伪锈的钱币会有一股怪味。如用水煮后再
嗅，则这些特殊气味更明显。用硫酸、醋酸等浸泡后长出的伪锈，除疏松粗、易脱
落外，常留有酸性液体的气味。各位泉友在购币可以仔细闻一闻。

31、鉴定钱币的基本方法我已经写完了，小张水平有限，希望文章对大家有点帮
助，这是我莫大的安慰。最后我和刚入门的泉友谈两句个人在刚入门的心得，多看
，多想，少买。多看是指买一些开门的钱币，平时多玩，不可一购了事，束之高阁
。多想是指两个方面，一指在平时，在看钱时仔细比较，多思考，找出真钱的共性
，玩味钱币的锈色美，书法美；二是在购币不要考虑吃仙丹，捡便宜，应考虑此币
的真伪，从钱币的形制、文字、锈色、价格等多方面综合判断，如果发现有疑问，
宁可放弃，不可心存侥幸。少买是指尽量少买价值比较高的中高档币，免避上当（
如果是信的过的朋友出让除外）。我曾戏称其为“六字真言”。同时还希望泉友能
听进别人的意见，首先要听的不是这意见的对错，而是他的理由，然后再找出反驳
的道理，这样可以将对一枚钱币的感性认识转化为理性认识，不但其中的乐趣无穷
，而且可以提高你的水平，但听别人意见，除了能听进去外，还要不被别人的意见
左右，不要将真钱当成伪钱，从而错失好钱。在这里讲一个我们这里发生过的一件
事情，某一天，古玩市场来了父子两人，从情形来看是父亲陪儿子来购币（小孩看
样大概是初中生），雄赳赳气昂昂，掖下夹着华光普先生在大作，到市场“按谱索
钱”，第一次花了300元购了文信与长安各一枚。第二天，气势更足（大概因为感
觉第一天赚了大钱）全家出动，齐到市场，花了一千多元，购入三孔布，大宋通宝
当十等近十枚大珍品，我和一位泉友当时实在看不下去，在他离开小摊时偷偷告诉
他，这此东西都是新的，伪品，你不要买了，现在就退，稍微损失一些钱，总比全
军覆没好，没想孩子的父亲眼睛一瞪说：“你们骗谁呀，这东西都生锈了，还能是
假的。”，我们无言已对，只好无趣的走开。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听说又购了几千
元，说是准备拿到上海去卖，结果可想而知。没多久，此人便消失了，到现在，我
再也没有在古玩市场上见到这一家人。

四、货币真伪鉴定书内容

鉴定单位（盖章）：年月日编号：

1.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鉴别及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被收缴人对鉴定机
构作出的鉴定结果有异议，可在收到本鉴定书后60日内向鉴定机构所在地中国人民
银行分支机构申请再鉴定；被收缴人对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作出的鉴定结果有异
议，可以在收到本鉴定书后60日内向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上一级机构申请再鉴定
。

2.本鉴定书一式三份，鉴定单位、原收缴单位及被收缴人各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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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首次鉴定和再鉴定均适用本鉴定书。

4.“收缴单位或原鉴定单位”栏，如为首次鉴定，填写收缴单位名称；如为再鉴定
，将之前的鉴定单位依次列出。再鉴定需填写“原货币真伪鉴定书编号”。

5.“有效证件类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户口簿、港澳居民来往内地
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及外国公民
护照、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6.“版别”栏填写纸币或硬币上的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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