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古代中国之外，世界其他地区最早流
通使用的金属货币是何时开始出现的？在考
古学界，这个问题的答案目前比较统一地集
中在公元前 630年~公元前 570年之间。除了
中国的中原地区，当时的印度河流域和土耳
其的吕底亚王国，都有了早期的金属铸币。

“这里对世界最早金属货币的定义，有三
个标准。”赵昊说，“首先得是以国家为单位铸
造发行的，货币本身必须是有政治权威保证
的；第二是要能大量生产，不能是偶发性的；
第三就是要有比较统一的形制规范。”

目前被认为出土了世界上最古老钱币的
遗址所在地，是吕底亚王国的以弗所古城。
吕底亚位于今天土耳其的西部，大约在公元
前 6 世纪左右，吕底亚开始铸造一种金银合
金币（成分为 3金 1银），俗称“琥珀金”。

这些金币自从 20 世纪初被英国考古学
者发现以来，国际考古学界对其年代一直存
在争议。

“这些金币当初是在以弗所城的一座神
庙下面的罐子里发现的，是一个窖藏。考古
学者们主要是从古建筑的石材等方面入手去
推断年限，因为碳 14 测的主要是有机物，不
适用于金属和石头，所以可靠度受到争议也
可以理解。”赵昊说。

1990年后，以弗所古城又迎来了新的考
古发掘：一支由德国和奥地利组成的专家队

伍在继续探究这批琥珀金币的来源，并确认
以弗所琥珀金币窖藏的年代应当在公元前
610年左右。赵昊在 2018年也去过以弗所的
考古现场。

赵昊告诉记者，最适合碳 14测年法的就
是植物种子，而且最好是一年生的植物种
子。“因为碳 14 测年表明的是有机物死亡的
时间，而树木往往可以生长几十年甚至数百
年。”

在官庄的铸币作坊遗址灰坑里，赵昊和
他的团队发现了碳化的小米和小麦，应该是
来自当时铸币工匠们吃的粮食。该作坊所属
的年代，便是通过对碳化小米的分析得出
的。“因为小麦数量较少，并且还有可能是通
过贸易得到的外来作物，而小米则是中原本
土作物，测小米会更准确更放心。”

最终，考古人员得到了一个相对准确的
年代范畴：公元前 640年至公元前 550年。“我
要强调的是：官庄遗址的这些布币并非目前
发现的世界最古老的钱币，目前土耳其以弗
所古城的金币窖藏仍是考古工作发现的最早
的金属货币。”赵昊说，“不过以弗所城并未发
现铸币场所。因此，官庄遗址这个春秋时期
的铸铜工坊，是迄今考古发现且经碳 14测年
确认的世界最古老铸币厂。这也再次说明了
中国在世界早期货币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地
位。” 据红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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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线上发
表的最新文
章中，披露了
一个重大发
现：中国考古
学家在河南荥阳官
庄遗址的一处大型
青铜铸造作坊内，发
现了世界上经碳14
测年确认的最古老
的铸币作坊。

这篇论文的第
一作者是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副教授赵
昊，他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通过对铸
币作坊遗址灰坑内
碳化小米的测年，他
们得知该作坊所属
年代为公元前 640
年 至 公 元 前 550
年，处于中国古代的
春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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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昊等人在官庄遗址发现的这种古钱币
叫做“空首布”，是布币的一种。布币最早是
从青铜农具“鎛”演变而来，是春秋战国时期
流通于中原诸国的铲状铜币，又称铲布。

在冶金工业还不发达的东周时期，金属
农具不仅实用，也很值钱，较之牲畜、谷物，更
便于携带和保存。于是，它渐渐从普通交换
物品中分离出来，然后逐步演变，成为形制稳
定的金属铸币，同时也一定程度保留了它最
初农具的造型。

布币按照形状，分为空首布和平首布两
大类。先出现的是空首布，布上端有把手，把
手上有孔，可以插木柄，还在模拟铲子的模
样，所以称之为空首布；到了第二个阶段，布
首变得比较平实，也没有洞了，所以又叫平首
布。总体而言，布币的发展趋势是：币身不断
缩小，重量减轻，以求轻巧、便于携带使用，造

型和纹饰也趋向于精整美观。
布币铸行的年代，一般都认为起始于春

秋而盛行于战国。也有研究者将 1976 年陕
西临潼零口街等出土的多件西周“青铜铲”
（原始布币），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青
铜铲进行比较，认为布币最早出现于西周。
更有研究者联系了多种古文献中的历史记
载，认为大体在殷周之际，钱、铸就已发展成
为货币。

但从各方面的情况看，殷商和西周的青
铜铲，形体大，分量重，还没有脱离农具的原
形，主要以实物形态，与珠玉、货贝等一起，作
为财物来交换。

布币在春秋战国时通货 300 多年，秦始
皇统一中国后，废掉了原先的货币，统一铸秦
半两钱，后来汉代的王莽曾一度仿制过布币，
莽汉之后，布币便永久退出了历史舞台。

中
国
发
现
世
界
现
存
最
早
铸
币
作
坊

英
国
权
威
考
古
刊
物
《
古
物
》
杂
志
最
新
文
章
—
—

碳14立功 证实最早铸币作坊

赵昊告诉记者，这篇论文是他去年上半年完成
的，现场发掘时间则主要集中在 2017~2018年，“发掘
之后还需要很多时间去研究分析、测年代等等，用了
大概一年多时间吧，然后论文投稿后到修改发表，还
要经过一年多时间。”

2017~2018 年，郑州大学考古队在河南荥阳官庄
遗址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两枚青铜布币和 60多
个用于铸币的陶范。钱币的发现并不令人特别惊喜，
而铸币陶范的发现才是真正令人兴奋的——因为这
意味着一个非常古老的铸币作坊的存在。

“这就好比，发现一张人民币并不稀罕，而发现一
家铸币厂才比较少见。”赵昊说，“钱币就是用来流通
的，可以在很多地方出现，但在那个金属货币刚开始
流行的春秋时期，铸币的作坊显然数量极为有限。”

迄今为止，在中国仅 3座城市发现了春秋时期铸
币作坊遗址，分别位于山西的侯马以及河南的新郑与
荥阳。侯马和新郑在春秋时期分别属于晋国与郑国，
而荥阳在春秋时期曾在虢国治下，后来又被周王室、
郑国和晋国来回争夺过很久。

赵昊告诉记者，这三处遗址当年铸造钱币的年代
应该相差不多，但侯马和新郑的遗址因为发现时间较
早（前者在上世纪 50~60 年代发现，后者在上世纪 90
年代发现），科技考古水平尚不如今日，没有做精确的
碳 14测年，也就没能在国际考古界有力确认“世界最
早铸币作坊”的地位。

赵昊与他的考古团队在荥阳官庄发掘的这处铸
币作坊，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属于一处规模很大的青
铜器铸造作坊的一部分，其主体为一座具有“凸”字形
格局的两周时期城址，始建于公元前 800年前后。

“整个作坊以铸造兵器、礼器和车马器为主，而钱
币则是工匠们‘顺便’制作的，所以铸币遗址所占的面
积比较小。”赵昊说，“春秋时期也是我国金属货币的
萌芽和发展阶段，对钱币的需求量还不是很大。”

在当时，这些布币的制造都不是“批量生产”的，
而是造一枚币就要做一个芯范（铸造铜币的陶制范
模），个个都独一无二。但另一方面，每件铸币的芯范
在尺寸方面高度相似，表明当时所铸造的钱币在重量
和尺寸方面都已经有了明显的规范。

空首布：从农具形状发展而来的东周古币

传奇的琥珀金币：世界最古老的钱币

中国钱币博物馆铸币浮雕。

官庄遗址出土的空首布成品。

官庄铸铜作坊遗址区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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