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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云南发现的束腰形5两小锭 图8宋代10两银铤

■湖南长沙 廖文伟

中国银锭带有较为鲜明的地方特色

和时代特征，尤其清代，银锭形制和种类

简直随心所欲，变化多端。

贵州是茶树的原产地之一，种茶蔚

然成风。花开时节，漫山遍野是白色的

茶花，香飘十里。1000多年前的陆羽著

《茶经》，就赞美贵州茶“其味极佳”，说贵

州绿茶品质优良。贵州人以茶为荣，竟

将银锭铸造成绽开的朵朵茶花，别具一

格。我收藏的贵州10两茶花锭（图1）重

348克，造型周正，波纹极美，俯视犹如

一朵盛开的复瓣茶花，赏茶花锭就如同

赏茶花，清香自来，别是一种怡人兴致。

清光绪十年前后，云南地区出现了

一种呈马鞍形的牌坊锭，是晚清独出心

裁的一种形制。这种锭子锭面成亚字

形，几乎打满戳记。两“竖”铭鉴定者名

号；中心微陷，铭票号和兼销号名称，或

者月份；两头深陷，犹如两“点”，各铭票

号和兼销号；整体成鞍形，八角，微凸，形

似马鞍。整体格局酷似石牌坊，故有牌

坊锭之称，民间则昵称其为马鞍宝（图

2）。这种银锭被收藏界视为晚清银钱中

的传奇货币，银锭中的奇珍。牌坊锭为

了解决流通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一锭之

上，除了铭票号、商号之外，还有铭年份

的，铭月份的，铭公估公议及鉴定者字样

的。铭文纪年纪月是常识，铭记银行商

号也是常理，纪月份而不纪年份，则令人

摸不着头绪了。收藏家们考究来考究

去，仍然不明就里。后来台湾的戴学文

先生经十余年探索，写了篇叫《晚清传奇

货币——云南牌坊锭》的文章，认为之所

以独出心裁铭上月份，其用意是方便确

认“兼销铺与票号往来业务的一种约

定”，是“关系到兼销铺、票号与客户三者

之间权利业务转换的重要时点”的记

录。此说似乎可信，但也有些玄乎。银

锭上所铭日月是不能更改的，这样，记纪

月牌坊锭可能只起一种“筹码”的作用。

要么，周而复始地用，要么临时模压。这

便又会出现另一个问题，流传于世的同

一月份的锭子会愈来愈多，会不会一家

独大，终成排挤别的牌坊锭之势？

牌坊锭不单在云贵地区流通，缅甸、

老挝、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边贸市场

也很看重，流通很广。

我撞见“玖月纹银，万丰徐记，公议

纹银看讫”纪月牌坊锭，应该算是奇遇。

记得那日下午，我携老伴和小儿子夫妻

同逛丽江古玩市场，寻到两枚牌坊锭，锭

面铭“玖月纹银，万丰徐记，公议纹银看

讫”的纪月锭（图3）即其中之一。店主

的妻子女儿同在店中，他耳顺年岁，文质

彬彬，一问，果然是教过书的教师。他兴

致勃勃地介绍，说是前天去老挝“找东

西”，在一户老年夫妻家中寻获的，今天

上午才回来，女儿刚刚将它摆上柜台。

店主一笑，说我来得好巧，要价却不管巧

与不巧，张口便开了个天价，比非“公议”

锭贵许多。学者们考证认为，锭面铭“公

议纹银看讫”的牌坊锭，只在光绪十年

（1884）岁末至十一年（1885）年初使用，

流通时间仅仅数月，传世自然稀少，尤为

珍贵。显然，店主是做过研究的。我说

我也在中学教过书，半开玩笑半认真地

讨价还价，哪怕都是从三尺讲台下来的，

他也未给半分情面，只些许作了点让步。

另有3种“公估”牌坊锭（图4），以一

两37克计。其一为铭“光绪捌年，丰茂

纹银，公估童看讫”纪年锭，重4.6两。其

二为铭“腊月纹银，雷庆泰号，公估童看

讫”纪月锭，重4.5两。其三为“正月纹

银，陈元昌号，官公估佘陈看讫”纪月锭，

重4.8两。以4.95两的“玖月纹银”纪月

锭为例，铭文中的“玖月”为月份，“万丰

徐记”是票号，“公议纹银看讫”即鉴定。

其他牌坊锭如此类推，只是此后“公议”

换成了“公估”或是“官公估”，都须三者

俱全。

江西省则铸造一种别具一格的50

两方斗形大银锭，很规整，呈方斗形，有

“井田”乃“民之本”的深意。锭面铸成田

字形排列的铭文，重量几乎都达到1850

克，足额50两，是各府州县上解的税

银。这种方锭（图5）究竟是什么时候开

始铸造的，许多年没有个定论。后来有

人发现，大英博物馆的一本出版物记载，

有锭江西方锭出现在拍卖会上，锭面铭

文为“南城县，乾隆六十年（1795）六月，

伍拾两匠×”，重1870克。这便无可争

辩地证明，江西方锭最迟是乾隆年间铸

行的。遗憾的是，这枚乾隆方锭后来不

知所终，如今有名无实。进入民国以后，

初期银号仍铸有少量方锭，铭文简化了，

大多只铭“江西足宝”，分布于锭子四角。

其他省份大多沿用元宝形或圆锤

形，标新立异的不多。另有方块形的，极

像现代的巧克力。我在云南寻到一5两

方块形小锭，重153克，实际重量只有4.1

两，三面作门字形铭三行“道光五年”，门

中铭一“课”字（图6），用来交纳茶、盐等

税的。前面提到的“同治年分，厚生利

市”品字小锭，抑或也是云南的“特产”。

古玩集市尚可偶见的小锭，有的有

铭文戳记，有的无铭文戳记，年代仍须考

究。我在云南发现的多枚5两小锭，其

中有一种束腰形的，竖式三行铭文，都是

“戊戌年分”（图7），别无他字。店家说

是明代的，我首次见到，并无研究，不敢

表示意见。曾经有个熟悉的古玩商人带

了枚10两银铤来寒舍，说是明代小银

锭，价格自然按明代银锭商定。此后几

日，我仔细考究铤面铭文，发现铭“长街

广平桥南银铺刘宅”（图8）的小锭竟是

宋代银铤，至今少见，一学生喜欢，让给

了他。除此而外，甚至还有砝码形、腰

形、槽形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民国年间大量熔化古代银锭铸造银

元，明清时期大量的大小银锭一变而成

了银元，“劫后余生”的已经很少很少。

广东有人选用一枚小锭添焊一挂环，制

作成小玩件，像条小鱼，可以挂佩，亦能

把玩，寓意连年有余（鱼）。有的人家保

留着一二枚祖传银锭，指望它招财进宝，

如今成了收藏爱好者猎奇的对象。

中国银锭退出流通领域之后，银锭

收藏的价值也日渐被人重视，接踵而来

的便是假金锭、假银锭骗局的屡屡出

现。长沙电视台政法频道曾邀我去长沙

县鉴定乡人收藏的银元宝，我兴致勃勃

地同往，乡人小心翼翼捧出来的却是现

代工艺品，主宾皆大失所望。又有一次，

受湖南电视台都市频道之邀，去宁乡某

地鉴定阴沉木，有闲人撞见了，竟赶紧骑

上摩托去通知其妻，不一会二人持家藏

“金元宝”赶来，竟然还有北京某“艺术品

鉴定公司”鉴定证书，标明“参考价36

万”。其实，这玩意儿只是一种黄铜铸作

的假金锭。我也曾经好几次收到微信上

传来的“金锭”和“银锭”，请我看看真

伪。也曾经多次有人上门，请我鉴定他

们的“金银元宝”，只可惜都是唯利是图

者制作的粗劣工艺品。可见，凡是可以

视为有价值的收藏品，金银元宝也不例

外，赝品正在鱼目混珠。

别出心裁的地方银锭

图1贵州10两茶花锭

图2云南呈马鞍形的牌坊锭

图3丽江所见“玖月纹银”牌坊锭

图4丽江所见三枚“公估”牌坊锭

图5江西省铸50两方斗形大银锭

图6云南遇到的5两方块形小锭

■陕西安康 刘燃冰

笔者收藏的这枚民国时

期新疆财政厅发行的官票为

双面印刷，竖印，长21.5、宽

11.3厘米。

此票正面（图1）绿彩，橙

彩底纹；正面四重围方框，皆

用绿彩，中间竖矩形方框内墨

彩竖印阳文汉字和维文对照；

“藏字第肆贰陆柒号，凭票取

足红钱肆百文整，民国二十

年 月 日”。下钤红文竖长方

官印“新疆财政厅库发行”；竖

印四行文字上头，横印墨彩阳

文“新疆财政厅库官票”。外

缘框上边分别横印白文英文

和阳文维文各一行；币四角圆

圈内各印一字，即新、疆、纸、

币。币最上头两横白长条框

内，分别印绿彩阳文汉字和维

文“专行喀什道属”。

背面（图2）墨彩，淡黄底

纹。竖印边框内分别用汉、维

文印墨彩阳文“新疆省政府主

席、财政厅示：此项官票每红

钱肆百文作湘平银壹两，民间

完粮纳税解缴公款一律通用，

如有伪造，定即治罪。此示，

民国二十年 月 日”。下面是

同样内容的横印维文。上方

加盖大红阳文官印“新疆省财

政厅印”（7×7厘米）。左侧币

边还显示有一枚红彩5厘米

见方的骑缝印。

这种少数民族地区发行

的纸币，是在特殊时间、特殊

区域发行的特殊货币，存世量

已然不多，具有一定的收藏研

究价值。

民国时期“新疆财政厅库官票”

图1 图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