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代咸通玄宝考

霍宏伟

【编者按】中国国家博物馆经过长达 4
年的改扩建工程，成为世界上建筑面积最大

的博物馆，已于今年 3 月 1 日正式开馆。该

馆收藏有 20 余万枚钱币，汇集了许多著名收

藏家诸如罗伯昭、沈子槎、戴葆庭、郑家相、
陈仁涛等人的钱币精品以及部分考古发掘品。
作为该馆重要专题陈列之一的 “中国古代钱

币展”，将于近期对公众开放。为了及时反

映该馆的钱币收藏情况，本刊特别推出 “国

博藏泉”栏目，邀请特约撰稿人、国家博物

馆霍宏伟博士，采取 “一钱一议”形式，撰

文介绍该馆具有代表性的钱币藏品。
唐代咸通玄宝铜钱，因铸造时间短，存

世数量极少，被泉界誉为“唐泉第一珍”。今

以中国国家博物馆 ( 以下简称 “国博”) 收

藏的两枚咸通玄宝钱作为切入点，结合历史

文献及实物资料，对与该钱相关的一些学术

问题略做探讨。
一 国博馆藏咸通玄宝及此类钱币类型

国博馆藏咸通玄宝钱均为铜质，圆形方

孔。钱文 “咸通玄寳”，楷书，直读，钱文

笔画 不 甚 清 晰。正 面 外 郭 上 宽 下 窄，背 平

素。第 一 枚 钱 是 1957 年 罗 伯 昭 先 生 捐 赠，

钱径 22. 6—23、穿宽 6. 5—7、郭厚 1. 5mm，

重 3. 9 g ( 图 1 : 5，封底图 1 ) ; 第二枚钱是

1959 年沈子槎先生捐赠，钱径 23mm，重 3g
( 封底图 2 ) ①。

笔者所见出土咸通玄宝有 2 枚，分别发

现于四川新都、甘肃宁县五代十国钱币窖藏

中 ( 表 1) 。1989 年 5 月，四川省新都县新繁

镇繁江商场基建工地在开挖地基时，发现一

处钱币窖藏，重约 340 公斤，后整理铜钱共

计 62604 枚。包括西汉半两、两汉五铢、新

莽货泉与布泉、直百五铢、北周布泉、北魏

永安五铢、隋五铢，唐开元通宝、乾元重宝、
咸通玄宝，五代十国时期前蜀通正、天汉、
光天、乾德、咸康元宝。其中，咸通玄宝钱

铸造精整，狭轮，笔画较为清晰，直读 ( 图

1: 1) ②。
1990 年 10 月，甘肃省宁县广播局基建

工地发现一处五代十国时期的钱币窖藏。该

窖藏为一椭圆形坑，长约 2. 5、宽约 1. 5、距

地表深约 2 米，坑内干燥，无盛装器皿。所

出钱币有 20 余个种类，上至汉半两，下迄五

代十国前蜀王衍咸康元宝。以开元通宝和会

昌开元数量最多，占 95% 以上。其中出土咸

通玄宝 1 枚，“咸通玄”三字较清晰，“寳”
字笔画模糊，背面内郭不显 ( 图 1: 2) ③。

表 1 国博馆藏与其他地区出土咸通玄宝比较一览 ( 尺寸: mm，重量: g)

出土时间 出土 ( 馆藏) 地点 钱 径 穿 宽 郭 厚 重 量 资料来源

国 博 22. 6 － 23 6. 5 － 7 1. 5 3. 9 注①

国 博 23 3 注①b

1989 年 四川新都 23. 5 7 1. 5 3. 8 注②

1990 年 甘肃宁县 24 5 1. 5 4 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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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都、甘肃宁县发现的钱币窖藏有

一些相似之处，如均为五代十国前蜀钱币窖

藏，出土唐钱数量最多，且两处窖藏地点距

离相对较近。将 4 枚咸通玄宝与武德开元进

行比较，可以总结出其基本特点:

第一，铸造粗糙，制作水平下降，表现

在正面外郭上宽下窄，郭边宽窄不均，背面

或为平素，或轮郭略显。
第二，钱文字体已不像开元钱那样篆隶

意味较浓，更多地反映出楷书字迹特点; 因

制作工艺水平的限制，钱文笔画不甚明晰，

笔画较多的钱文如“通”、“寳”等，字迹较

为模糊。

第三，咸通玄宝与晚期开元钱有更多的

相似之处，如钱径较小，铸造粗陋，轮郭宽

窄不均，背郭近平，显示出晚唐整体铸钱水

平的下降。
《中国钱币大辞典·唐五代十国编》将

著录的 4 枚咸通玄宝分为阔轮与狭轮两种类

型。笔者根据收集到的咸通玄宝拓图，归纳

出背有轮郭型、背平素型两类钱币 ( 图 1) ④。
背有轮郭型: 正面轮郭较背面略窄，正

面轮郭上部、右部较宽，左下部较窄，背面

轮郭较宽，内外郭明显。
背平素 型: 正 面 轮 郭 上 部 略 宽，下 窄，

文字笔画不甚清晰; 背面平素，无内外轮郭。

背
有
轮
郭
型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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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平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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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咸通玄宝类型

1. 四川新都钱币窖藏 2. 甘肃宁县钱币窖藏 3. 《古钱大辞典》1

4. 《古钱大辞典》2 5. 国博馆藏 6. 《中国钱币大辞典·唐五代十国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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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咸通玄宝的著录与收藏

咸通玄宝未见两 《唐书》等正史记载，

目前所 见 最 早 记 载 该 钱 的 史 籍 为 南 宋 洪 遵

《泉志》:

右咸通钱，旧谱曰: “唐咸通十一年，

桂阳监铸钱官王彤进新铸钱，文曰 ‘咸通玄

宝’，寻有敕停废不行。”⑤

《泉志》所附钱图， “通”字位于穿右，

“玄”字在穿下，与今见钱币实物文字排列

顺序不同。笔者检索 《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

综合 索 引》，未 找 到 铸 钱 官 王 彤 之 名; 据

“寻有 敕 废 铸 钱”一 句，详 查 《唐 大 诏 令

集》、《唐大诏令集补编》、《全唐文》等书中

有关咸通时期的皇帝诏书，未见与此有关的

诏书。
其次是南宋王应麟辑《玉海》:

钱谱曰: “咸通十一年，桂阳监铸钱官

进新铸钱，文曰‘咸通元宝’，寻废不行。”⑥

《泉志》记此钱名为 “咸通玄宝”， 《玉

海》称为“咸通元宝”，从而引发清代学者

的讨论。《古泉汇考》云:

旧谱曰: “唐咸通十一年，桂阳监铸钱

官王彤进新铸钱，文曰 ‘咸通玄宝’， ( 培

按: 洪《志》引作玄宝，而 《玉海》引作元

宝，若谓是避帝讳作元，岂洪遵非宋人耶?

然玄宝为钱文所仅见，今又未见此钱。两存

其说，可也。) 寻有敕停废不行。”《钱币考》
曰: 按此钱惟郴州铸之，益信大历、建中二

钱为偶铸矣。培按: 《泉志》所载，自上至

右读之。 ( 喜海按: 此泉今世罕见，藏钱家

未有著录者。) ⑦

《玉 海》云 “咸 通 元 宝”，改 “玄”为

“元”，确为避讳北宋始祖玄朗。例如，“《崇

文总目》道 书 类，有 吴 筠 撰 《真 纲 论》一

卷，其后又有《元纲论》一卷。《东观余论》
校正《崇文总目》云: ‘此前已有所谓 《真

纲论》即此，盖避圣祖名也。’圣祖，即宋

所谓始祖玄朗。一改玄为真，一改玄为元，

其实一书也。” “宋讳玄，清亦讳玄。”⑧ 而

《泉志》未避讳始祖之名，称“咸通玄宝”。
民国时期，咸通玄宝存世数量极少，鲜

有藏泉，仅见张叔驯、罗伯昭、沈子槎等人

收藏⑨。张叔驯藏品拓本见于陈达农收藏的

古泉拓本扇面之二⑩。《古钱大辞典》上册著

录有 2 枚咸通玄宝拓本 ( 图 1: 3、4) 瑏瑡，《历

代古钱 图 说》收 录 一 枚 咸 通 玄 宝 拓 本，与

《古钱大辞典》上册的第一枚咸通玄宝相同，

后马定祥先生加以批注: “咸通玄宝有二、
三种版，皆珍。”瑏瑢

建国以来，零星见有此类钱币的收藏报

道，真假难辨，亦有对此类钱币的简述与著

录。彭信威先生在 《中国货币史》中谈到该

钱性质: “旧谱载懿宗咸通十一年 ( 公元 870
年) ，桂阳监曾铸造咸通玄宝。这大概是一

种试铸性质，而且限于一地，留传极少。”瑏瑣

《中国钱币大辞典·唐五代十国编》著录有 4
枚咸通 玄 宝 拓 本，前 两 枚 采 自 《古 钱 大 辞

典》，第 3 枚为国博馆藏瑏瑤。 《戴葆庭集拓中

外钱币珍品》所收录的一枚咸通玄宝拓本瑏瑥，

经拓图对照，与现藏国博、本文介绍的第一

枚咸通玄宝是同一枚钱币。国博馆藏咸通玄

宝钱径 22. 6 － 23mm瑏瑦， 《戴葆庭集拓中外钱

币珍品》所收钱拓并非原大印制，而是略微

放大，钱径达到 26mm。
三 咸通玄宝钱文辨析

“咸通玄宝”钱名源自咸通年号，正如

《泉志》所载: “唐咸通十一年，桂阳监铸钱

官王彤进新铸钱，文曰‘咸通玄宝’。”瑏瑧但民

国时期的钱币学家方若认为: “咸玄通宝，隶

书，旋读。洪《志》以此品实唐咸通年号，读

‘咸通玄宝’，非也。”瑏瑨却未提出依据。
回顾一下唐代钱文读法，可以对 “咸通

玄宝”之名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唐代最

早的 钱 币 为 开 元 通 宝，有 “开 元 通 宝”与

“开通元宝”两种读法瑏瑩。乾封泉宝是唐代第

一种年号钱，钱文为旋读。 《旧唐书·高宗

本纪下》: 麟德三年 ( 666 年) 春正月，“壬

申，御朝觐坛受朝贺。改麟德三年为乾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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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五月庚寅，改铸乾封泉宝钱。”瑐瑠乾

元重宝为唐政府铸行的第二种年号钱。 《旧

唐书·肃宗本纪》: 乾元元年 ( 758 年) 秋七

月，“丙戌，初铸新钱，文曰 ‘乾元重宝’，

用一当十，与开元通宝同行用。”乾元二年

九月，“戊辰，新铸大钱，文如乾元重宝，而

重其轮，用一当五十，以二十二斤成贯。”瑐瑡

乾元重宝钱文为直读，与开元通宝钱文读法

一致。以上材料说明，由大唐政府统一铸行

的货币，钱文排列以上下、左右直读为正统，

视旋读为流俗读法，开元通宝、乾封泉宝、
乾元重宝等三类均为大唐政府铸行的钱币，

后两种为年号年，第一、三类钱文直读为唐

政府确认的读法，第二类乾封泉宝钱因为旋

读，后被朝廷视为 “钱文之误”。故笔者提

出，咸通玄宝为桂阳监进奉朝廷的试铸钱，

理应中规中矩，遵循前例，钱文仍为直读。
此外，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均为年号钱，

即使会昌开元，也要在背上加一 “昌”字表

示会昌年号。 “安史之乱”时期，史思明在

洛阳铸行得壹元宝、顺天元宝两种钱，后一

种钱亦为年号钱 ( 表 2) 。上述例子说明，以

“年号加宝文”的形式来作为钱名，逐渐成

为唐代铜钱命名的基本范式。

表 2 唐代钱文名称一览

钱文名称 始铸年代 钱币性质 钱文读法

开元通宝 高祖武德四年 ( 621 年)

乾封泉宝 高宗乾封元年 ( 666 年)

乾元重宝 肃宗乾元元年 ( 758 年)

中央统一官铸

直 读

旋 读

直 读

大历元宝 代宗大历年间 ( 766 年)

建中通宝 德宗建中年间 ( 780 年)
地方官铸

旋 读

旋 读

咸通玄宝 懿宗咸通十一年 ( 870 年) 桂阳监试铸 直 读

得壹元宝 肃宗上元元年 ( 760 年) 叛军铸行 旋 读

顺天元宝 肃宗上元元年 ( 760 年) 叛军铸行 旋 读

根据《泉志》所载及唐代钱文名称的发

展规律来看，咸通玄宝应是年号钱。“咸通”
年号的来历，见于《旧唐书·懿宗本纪》:

懿宗昭圣 恭 惠 孝 皇 帝 讳漼，宣 宗 长 子，

母曰元昭皇太后晁氏。……帝姿貌雄杰，有

异稠人。……又尝大雪数尺，而帝寝室之上

独无，人皆异之。宣宗制 《泰边陲乐曲词》
有“海岳晏咸通”之句。又大中末，京城小

儿叠布渍水，纽之向日，谓之拔晕。帝果以

郓王即大位，以咸通为年号。瑐瑢

由此可知， “咸通”年号来自于唐宣宗

《泰边陲乐曲词》中的“海岳晏咸通”一句。
通观唐代钱文，后两字分别为通宝、泉宝、
重宝、元宝等，从无 “玄宝”之名。故笔者

推测，有两种可能性: 一是 “咸通玄宝”当

为“咸通元宝”，为何名为 “咸通玄宝”，或

为避讳“元”字，但避讳 “元”字的原因，

限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笔者尚未找到答案;

二是“咸通玄宝”本为 “咸通通宝”，但是

为了避免钱文中有两个 “通”字而改称 “玄

宝”，如后来的宋代铸钱，为了避免钱文重

字而采取特殊的命名方式。“玄宝”的由来，

可能与当时钱币的色泽有关，“玄”即黑色，

唐代后期铸钱由于合金成分较前期有明显差

异，晚唐钱币大多质地不纯，铸工较差，色

泽泛黑。 “玄宝”之名与 《盐铁论》所谓

“夏后以玄贝”相映成趣，唐人在命名时有

可能师法古人瑐瑣。
晚唐时期的钱币，制作粗陋，铜色黑浊

为其特点之一。例如，对月月痕开元钱，河

北易县北寒村发掘唐懿宗咸通五年 ( 864 年)

孙少矩 墓瑐瑤，河 南 偃 师 杏 园 僖 宗 中 和 二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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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2 年) 李杼墓均有此类钱币出土。字迹模

糊，铜色黑浊，极易锈蚀。考古发掘出土的

小径开元三型，标本见于陕西西安郊区宣宗

大中十二年 ( 858 年) 路复原墓 2 枚瑐瑥，河南

禹县白沙晚唐墓 4 枚瑐瑦。钱币特点是周郭宽

窄不一，铜质发黑，掺杂铁铅，质薄量轻，

铸范模糊，钱背穿郭近平瑐瑧。
据周卫荣先生对早、中、晚三期开元通

宝钱的检测，“从这三组图的分布状况来看，

早、中、晚开元钱的合金组成的分布非常相

象，相对而言，晚期开元的低铜率稍高、低

铅率稍低。它们的特征含量分别为: 早期，

铜 72 ～ 74% ，铅 14 ～ 16% ，锡 8 ～ 10% ; 中

期，铜 72 ～ 74% ，铅 12 ～ 14% ，锡 4 ～ 6% ;

晚 期，铜 60 ～ 62% 和 70 ～ 72% ，铅 16 ～
18% ，锡 6 ～ 8%。”瑐瑨可见晚期开元钱含铅量

较高，从而导致钱色发黑。
虽然晚期开元与咸通玄宝钱名不同，但

两者均反映出晚唐钱币的一些共同特征，如

色泽发黑、铸工粗劣等，前文介绍的国博馆

藏咸通玄宝亦有此特点。所以，咸通玄宝以

“玄”名之，名副其实，但未得到皇帝恩准，

有敕停废，不予铸行，故后世罕见。由此看

来，第二种推测更具说服力，即为了避免钱

文中有两个“通”字而改称“玄”。
四 咸通玄宝铸地桂阳监

( 一) 桂阳监地望与历史沿革

1. 桂阳监地望

咸通玄 宝 为 桂 阳 监 所 铸，仅 见 于 《泉

志》所载，未见正史记载，但 “桂阳监铸钱

官”在《新唐书·地理志五》有明确记述:

“郴 州 桂 阳 郡，上。土 贡: 赤 钱、紵 布、丝

布。有桂阳监钱官。……义章， ( 小字注云:

中下。萧铣析郴置，武德七年省，八年复置。
有银，有铜，有铅) 。”瑐瑩

桂阳监址位于今湖南省郴州市。郴州汉

唐时期的历史沿革，在 《唐元和郡县图志》
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郴州， ( 桂阳。中。开元户三万二千一

百七十六。乡五十。元和户一万六千四百三

十七。) 本汉长沙国地， ( 后) 汉分长沙南境

立桂阳郡，理郴县，领十一县。隋平陈改为

郴州，大业中复为桂阳郡，武德四年为郴州。
……管县八: 郴，义章，义昌，平阳，资兴，

高亭，临武，蓝山。郴县，本汉旧县，项羽

徙义帝之所都也。历代属郴阳郡，隋属郴州。
桂阳监，在城内。每年铸钱五万贯。瑑瑠

上文说 “桂阳监，在城内”，以此为线

索，可以推测出桂阳监的地望所在。 “在城

内”即唐代郴州城内，该城址上承秦汉，下

启宋元明清 ( 图 2) 瑑瑡，沿革详见于清代 《读

史方舆纪要》卷八二 《湖广八》 “郴州废

县”:

今州治。秦置郴县，汉为桂阳郡治，后

汉以后因之。隋、唐皆为郴州治。五代晋天

福初，马氏改曰敦化县，寻复旧。宋仍为郴

州治。元至元十三年改为郴阳县，明初废。
《城邑考》: 州城，汉初所筑，历代因之。明

初，因故址修筑，景泰、正德间相继修 筑。
有门四，城周五里有奇。瑑瑢

据了解，今日郴州市区沿用了汉唐明清

以来的城址，唐代城址覆压于郴州城区现代

建筑之下。经过多年考古发掘，根据唐代墓

葬、古井分布和明清郴州城的位置，推测唐

代郴州城址范围如下: 东以今郴江河为界，

原为护城河; 南界临郴州市中山东街、中山

西街一线，街道南侧的燕泉河原为护城河;

西界在北湖路、文化路以西南北一线; 北界

位于苏园路以南东西一线。今中山北街可能

为唐代郴州城中轴线的位置，唐城较汉晋城

址面积有所扩大。这一带地势较高，现在主

要有郴州 市 检 察 院 ( 原 为 郴 州 市 政 府 所 在

地) 、军分区、郴州市公安局、郴州六中等单

位 ( 图 3) 瑑瑣。唐代桂阳监遗址应在此范围内。
2. 桂阳监历史沿革

关于该钱监的历史沿革，所见最早记录

是玄宗开元时期，有可能后来罢铸。至唐元

和三年( 808 年) ，李巽上书，建议恢复桂阳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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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重新开始铸钱。咸通十一年 ( 870 年) ，试

铸咸通玄宝。
初唐在全国各地设置钱监，其中有桂州

监，但没有桂阳监。瑑瑤唐代桂阳监的设立，文

献记载最早是在开元年间。由 《唐六典》可

知开元时期郴州铸钱监的大致情况，卷二二

《少府监》谈到诸铸钱监的机构设置:

监各一人。 ( ……皇朝少府置十炉，诸

州亦皆属焉。及少府罢铸钱，诸州遂别。今

绛州 三 十 炉，杨、宣、鄂、蔚 各 十 炉，益、
邓、郴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 诸铸

钱监以所在州府都督、刺史判之; 副监一人，

上佐判之。丞一人，判司判之; 监事一人，

参 军 及 县 尉 知 之; 录 事、府、史， 土 人

为之。瑑瑥

其中说到郴州铸钱监设置五炉，机构设

置应符合上文中所载，有监、副监、丞、监

事、录事、府、史等职。
《通典》卷九 《食货九·钱币下》记录

了天宝年间各地钱监的基本情况，从中亦可

了解到桂阳监炉数、每炉人数、铸作时间、
铸钱用料数量等方面信息:

按天宝中，诸州凡置九十九炉铸钱。绛

州三十炉，扬、润、宣、鄂、蔚各十炉，益、
邓、郴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约每

炉役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作，余

十月作十番。每铸约用铜二万一千二百一十

斤，白鑞三千七百九斤，黑锡五百四十斤。
约每贯钱用铜鑞锡价约七百五十文，丁匠在

外。每炉计铸钱三千三百贯，约一岁计铸钱

三十二万七千余贯文。瑑瑦

《旧唐书·食货志上》曾谈到唐代元和

年间恢复桂阳监铸钱一事，主要就是因为郴

州所辖平阳县有着丰富的铜矿资源:

元和三年五月，盐铁使李巽上言: “得

湖南院申，郴州平阳、高亭两县界，有平阳

冶及马迹、曲木等古铜坑，约二百八十余井，

差官检覆，实有铜锡。今请于郴州旧桂阳监

置炉两所，采铜铸钱，每日约二十贯，计一

年铸成七千贯，有益于人。”从之。瑑瑧

文中说到元和三年 ( 808 年) 郴州平阳、
高亭两县界有 280 余井古铜坑，仍有铜锡，

故于桂阳监设 置 两 炉，采 铜 铸 钱。 《旧 唐

书·食货志下》亦有关于此事的简略记载:

顺宗即位，有司重奏盐法，以杜佑判盐

铁转运使，理于扬州。元和二年三月，以李

巽代 之。……巽 既 为 盐 铁 使， 大 正 其 事。
……置桂阳监，铸平阳铜山为钱。瑑瑨

根据上述文献，可以对唐代桂阳监的机

构设置、炉数及铸钱数量等有一大致了解。
桂阳监的兴盛主要有两个阶段，一为玄宗开

元、天宝年间，二是宪宗元和年间。开 元、
天宝之际，桂阳监有五炉，每炉铸钱若以三

千三百贯计，则每年铸钱共计一万六千五百

贯文; 元和年间，设置两炉，每年铸钱七千

贯。但是，在 《唐元和郡县图志》一书中，

却 说 “桂 阳 监， 在 城 内。每 年 铸 钱 五 万

贯”瑑瑩，与《旧唐书·食货志上》所记“一年

铸成七千贯”有较大出入。笔者推测， 《旧

唐书》所载 “两炉、七千贯”，应是李巽上

言，属于桂阳监恢复阶段规划的铸钱数量，

《唐元和郡县图志》云 “每年铸钱五万贯”，

可能是该钱监在发展达到相当规模之后的铸

钱数量。若以每炉一年铸三千三百贯计，每

年铸钱五万贯，则反映出桂阳监铸钱炉数已

达到 15 所左右。所以，在此背景下，出现咸

通十一年 ( 870 年 ) 试 铸 咸 通 玄 宝 的 现 象，

是可以理解的。
“桂阳监”一名，在唐代是指钱监，到

了五代后晋时期，则变为一个地理行政区域

的名称。《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七 《江南西

道一五》: “桂阳监，在桂阳洞之南。历代已

来，或为监出银之务也。晋天福四年，割出

郴州平阳、临武两县人户属监。”瑒瑠明清时期

于此设置桂阳州。清代 《读史方舆纪要》简

述该州沿革:

隋属郴州，大业初复属桂阳郡。唐仍属

郴州，后 又 置 桂 阳 监。 ( 掌 铸 钱 ) 。五 代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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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宋初亦曰桂阳监，绍兴三年升军。元曰

桂阳路。明洪武初改为府，九年降为州，以

州治平阳县省入。领县二。今仍为桂阳州，

添置嘉禾县，领县三。瑒瑡

( 二) 唐代桂阳监铸钱的有利条件

唐代之所以在郴州设立桂阳监铸钱，是

因为在郴州附近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自汉

唐至宋元，各类矿产管理机构及多种矿藏资

源屡 见 诸 文 献 典 籍，明 清 之 际 有 一 些 矿 坑

废弃。
《汉书》、 《后汉书》的记述极为简略。

《汉书·地理志上》: 桂阳郡， “有金官”瑒瑢。
《后汉书·郡国志四》: 桂阳郡， “耒阳有

铁”瑒瑣。《唐元和郡县图志》谈到了唐代郴州

所辖平阳县的银、铜矿产情况，其铜矿所出

原料，供应桂阳监铸钱:

平阳县， ( 上。东至州九十九里。) 本汉

郴县地，东晋陶侃于今理南置，属平阳郡。
至陈俱废。隋末萧铣分置，武德因而不改。
七年省，八年复置。银坑，在县南三十里。
所出银，至精好，俗谓之 “ 子银”，别处

莫及。亦出铜矿，供桂阳监鼓铸。瑒瑤

由于郴州矿产资源丰富，曾一度使得铜

钱私铸现象严重。 《旧唐书·食货志上》:

“以至神龙、先天之际，两京用钱尤滥。其

郴、衡私铸小钱，才有轮郭，及铁锡五铢之

属，亦堪行用。乃有买锡镕销，以钱模夹之，

斯须则盈千百，便赍用之。”瑒瑥

宋代郴州的矿产资源分布情况，在 《太

平寰宇记》、 《元丰九域志》等书中皆有记

载，其中一些矿坑废弃。 《太平寰宇记》卷

一一七《江南西道一五》:

连州，( 连山郡。今理桂阳县。) ……土

产: 钟 乳，……细 布，白苧，水 银，朱 砂，

白鑞。
桂阳县，旧汉县，在桂水之阳，以为名。

隋大业 中 移 郡 于 此。……黄 石 山，庾 穆 之

《荆州记》: “山出银砾，人常采之。”左思赋

“金革银朴”，盖谓此。

……连山县，……铜山，五所。
( 桂 阳 监 ) 土 产: 古 来 贡 铜、铅， 今

出银。
管烹银冶处: 大宜坑，在监西南城内。
石鷰场，在监北城门外二里。
毛寿坑，在监西北二十里。
大龙、西 塘、方 仓、龙 冈、武 全 等 坑，

共一处，在监西南晋岭下八十里。
大湊冈，在县监西。出银、铅矿砂。
白竹 冈，在 监 西 南 八 十 里。出 银、铅

矿砂。
晋岭，在监西南八十里。出银、铅矿砂。
九鼎冈，在监北七十里。出银、铅矿砂。

今废。
蓝岭，在监西一百里。出银矿。今废。
潭流岭，在监西北一百三十里。出银矿。

今废。瑒瑦

《元丰九域志》卷六 《荆湖路》记述了

宋代郴州的矿产资源: “郴州，桂阳郡，军

事。……中，桂阳。( 州东二百里。八乡。延

寿一银坑、一铜坑。) 中，宜章。 ( 州南八十

五里。五乡。一锡坑。) ”瑒瑧今见传出自江苏南

京的十二两半 “桂阳军圣节银”银铤实物，

就是 南 宋 时 期 桂 阳 银 矿 开 采 冶 炼 的 真 实

反映瑒瑨。
元代郴州仍为产银之地。 《元史·食货

志二》: “产银之所，在腹里曰大都、真定、
保定、云州、般阳、晋宁、怀孟、济南、宁

海，……湖广省曰兴国、郴州。”瑒瑩

明清时期，由于长期开采，郴州一带某

些矿产资源已经枯竭，导致矿坑大量废弃。
《明史·地理志五》: 衡州府桂阳州， “西有

大凑山，南有晋岭山，北有潭流岭，旧皆产

银、铅砂 矿。”瑓瑠 《永 乐 大 典 方 志 辑 佚》引

《桂阳志》“山川”条: “蓝岭，在平阳西一

百里七十步，周十五里，跨临武蓝山之地，

荟 萃 苍 翠， 远 望 如 蓝， 故 名。出 银、铅，

今废。”瑓瑡

清代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详细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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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衡州 府 桂 阳 州 所 辖 山 区 矿 产 资 源 的 分 布

情况:

( 九 鼎 山 在 ) 州 西 北 七 十 里。高 三 里，

周十 里。宋 时 出 银、铅，今 废。又 大湊山，

在州西八十里。旧出银坑，淘者纷错，商贾

辐辏，因名。近为土贼屯聚处。又毛寿山，

在州西二十里。五代时亦出铅，宋废。州西

北百三十里，有潭流山，接常宁县界，旧出

铅、银砂矿，今废。又晋岭山，在州南八十

里。相传晋时亦出银、铅砂矿。志云: 桂阳

州产银，宋天禧三年置有九坑，曰天 ( 大)

凑冈、大板源、龙图、毛寿、九鼎、小白竹、
水头、石笋、大富。今皆废。瑓瑢

《明史·地理志五》、 《读史方舆纪要》
记载的“大凑山”，今称宝山，又名芙蓉峰，

是郴州市所辖桂阳县 ( 即唐代平阳) 县城周

围最高的山岭，至今仍在采矿。勘探测定有

金、银、铜、铁、钼、铋、铅、锌、铳 等 多

种金属 矿 物，其 中 露 采 从 1966 至 1995 年，

采石 588 万吨瑓瑣。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可知唐代设置

桂阳监是由于郴州一带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矿

产资源，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之在唐代晚

期成为重要钱监之一。由于长时间的过度开

采，导致某些矿藏资源在宋代已开始出现枯

竭，明清之际一些矿坑废弃。新中国成立后，

经过多年勘探，证实郴州地区仍然是湖南有

色金属矿产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瑓瑤。
五 结 论

本文以国博馆藏唐代咸通玄宝作为切入

点，对此类钱币类型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

全面、深入的探讨，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通过 对 唐 代 咸 通 玄 宝 类 型 分 析，

归纳出此类钱币的基本特点，反映出晚唐时

期铸钱水平的下降。咸通玄宝最早著录见于

南宋洪 遵 《泉 志》，清 人 对 此 钱 有 所 关 注，

民国时期偶有著录、收藏。近半个世纪以来，

关于咸通玄宝的拓本和照片，有多种工具书

和钱谱收录。

其二，对咸通玄宝钱文做一辨析，将唐

代钱文名称进行比较，按照唐代钱名发展规

律，提出咸通玄宝本应为 “咸通通宝”，改

“通”为“玄”，是为了避免钱文重字而采取

的特殊命名方式。
其三，对铸造咸通玄宝的桂阳监做了较

为系统的梳理，讨论了桂阳监的地望与历史

沿革，分析了该钱监铸钱的有利条件，在于

该地区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
附记: 承蒙周卫荣先生、罗伯昭先生女

儿罗炯老师惠赐参考资料，郴州市文物管理

处罗胜强先生提供有关该地区历史、考古及

矿产资料，谨致谢忱。

注释:

① a. 《中国钱币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 《中国钱

币大辞典·唐五代十国编》，中华书局，2003 年，第 457

页; b. 国博馆藏钱币资料。

② 成都博物院、新都区文物管理所: 《成都新繁前

蜀窖藏钱币清理简报》，《中国钱币》201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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