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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沙 卢伯雄

古钱币造假从古到今层出
不穷。因为古钱币的制造均为

“母钱”的钱范（图1），通过翻砂
浇铸而成（图2），工艺流程简单，
仿冒伪造也较容易。只有掌握
了它的工艺流程，才能进行真伪
辨别和鉴定。

一、从工艺上辨伪
1.翻砂法的鉴别
凡用翻砂法造的伪钱都有

以下特征：
由于历朝铸钱工艺不同，加

上因地、因时、因人的差异，铸造
的粗细均有不同。从大体上讲，
古代铸钱工艺除个别时期外都
较讲究，故铜质紧密细致，光洁
度高；特别是传世日久，表面自
然磨损，火气尽退。伪造者的翻
铸工艺一般不是很讲究，因此铜
质疏松，表面砂眼、气孔多，即使
经过打磨，也不及自然磨损那样
温润而有光泽。总的来说，翻铸
伪品是不难辨认的。但要注意，
古代有一些私铸钱，其铸工较
差，表面粗糙，但非伪品。

翻砂造伪一般取真钱作模
（即作母钱），翻成后的伪钱冷却
收缩，再磨去表面粗糙层，就比
真钱小了。钱型愈大，这种情况
愈明显。同时翻砂造伪的工艺
过程亦与古代不同。古代铸钱
只需将砂箱翻身，不需要将母钱
一个一个拿出来，因此砂模受力
均匀，钱币的厚薄也基本一样。
伪造者以真钱作模翻砂，取钱时
砂模受力不均，造成轻度变形，
所铸伪钱也略有厚薄。这种情
况多表现在大钱上。因为大钱
分量重，取钱时易使砂模变形。
所以若遇到厚薄不均的古钱时，
应观察其有伪造的可能。

伪钱铸成后的打磨方法也
与真钱不同。古代正规铸钱，大
批生产、浇铸成形的毛坯用方形
棒（方贯）穿在一起，固定后装在
转轮轴上，在转动中用锉刀锉
边，因此锉伤痕绕钱而转，深而
有力，与钱边呈平行状态。伪造
者一手拿钱，一手拿锉，逐件反
复锉磨，因此锉痕细弱凌乱、不
规则，有时与钱边成垂直或交错
状态。

虽然有些古钱币铸成后未
经流通，或流通不久即入土埋
藏，千百年后出土时大多轮廓峻
深、文字生涩，锉痕还历历可

见。如流通过久，文字平夷，则
锉痕也自然消失。如发现文字
平夷却有新的锉痕者，应即研究
是否存在作伪的可能，而人工挫
磨，不易掌握轻重，磨损程度不
等，有时还会伤及内廓。还有一
些伪品铸成后未用锉刀加工，即
涂上伪锈，因此侧面出现不规则
突起，较厚的伪钱更容易出现这
样的情况，这是磨砂技术不精，
致使两个砂模合拢处外倾，铜汁
溢出或缺失所致，“延祐通宝”的
假币就是如此（图3）。所以遇到
轮廓不规则或有铜汁溢出或缺
失痕迹的古钱时，更要加倍留心
是否为假币。

2.改刻法的鉴别
正如前面所述，市场上最常

见的改刻方法是把三字刀改刻
成六字刀。这是因为：一方面三
字刀发现数量很多，价格低廉；
另一方面，三字刀与六字刀的形
态相似。由于保留了两个原字，
必然造成后刻的文字与原字的
书体风格不一致。其二由于保
留了首尾两字而在刀身中部刻
出四字，这样势必造成中间略低
于两头，呈凹陷状。为了防止暴
露上述缺点，也有人在伪造时将
所有的币纹铲去，全部改刻后做
旧。这种伪品，虽避免了中间凹
陷和币纹风格不协调的毛病，但
仍在锈色、文字等方面留下痕
迹，如锈色不一、文字不符合战
国时的书体风格等（图4）。

对于这类伪钱，由于是改
刻，就必然将原来的币文磨去，
然后再改刻出别的文字。经磨
刻的钱，其分量就要减轻，这是
不言而喻的。所以，这类钱要比
真钱轻。而且，改刻后的钱，原
有的氧化层已被去除，必须另做
伪锈。但后作的伪锈很难与背
面原来的锈色协调，所以背面锈
色差异也会构成伪迹。改刻的
文字系伪造者所书，且又是伪造
者一刀一刀地刻成，在钱身上也
就难免会留下条条刀痕。再看
铜质，比如先秦的铸币都是用青

铜铸成，若用紫铜来改刻，此币
属伪无疑。因此辨别铜质也是
鉴别改刻法的一种手段。

3.拼合法的鉴别
拼合法伪造的钱币，是将两

枚大小相同的钱背磨薄，拼合在
一起，合成一枚错版币或两面有
字的合背钱，是机制铜币常见的
作伪方法。

在所有钱币造伪中，拼合法
应该说是最简单的，它既不像改
刻法那样需要较高的技艺，也不
像翻砂法那样要求更高的翻砂
技巧。这种作伪方法固然简单，
辨别起来也更简单，其辨别方法
主要是辨声。因为拼合法是把
两块不同或相同的铜币面胶合
而成，对中间留有的空隙，作伪
者会在制作过程中用药水（化学
试剂）浸泡后，再埋入泥土中半
年左右，新生出的铜锈就把空隙
覆盖了。因此在辨别过程中，如
果光凭眼睛去看，很难辨别出钱
币的真假。只要将钱轻轻摔于
质地较硬的平面物体上，所发出
的声音绝对是沙哑沉闷，与一般
实体的真钱币音质大有不同；或
者手持两枚钱币互相敲打，钱币

发出的声音是沙沙响的破烂声，
即可认定是拼合的伪品。

4.挖补法的鉴别
在古钱造伪中，挖补法是经

常被采用的。所谓的挖补法是
将普通真钱币文的部分笔画挖
去，再补上所要伪造的画；或是
将币文的某一字全部挖去，然后
再填上另一文字。前者其具体
制作方法又有两种：一种是用七
八成干的油漆黏合钱面上，待干
后再刻出币文；另一种是把铜质
刻成的币文笔画焊接在钱面上。

用这种方法制出的假币，很
容易让人受骗上当，因为币身绝
大部分都是真的，假的部分也做
得很隐蔽。特别是漆刻成的文
字笔画做得和原文字锈色很像，
还有意把原留文字的高突部位
擦出铜色，以此来消除人们对字
体质地的疑心。由于挖补的文
字是拼凑而成的，显得别扭不自
然。某些用油漆堆刻而成的文
字，质地脆嫩，容易脱落。辨别
挖补的假币，只要用尖硬物挑、
拨质疑的币文即可。

二、从特征上辨伪
1.古钱币时代特征和个别

特征
掌握古钱币的时代特征和

个别特征是鉴定古钱币的基本
依据。古钱币的重要特征包括
钱文与形制两个方面。古钱的
文字简称钱文，钱文的书体有
篆、隶、草、行、瘦金及宋体等多
种。即使是同一书体，其笔画
也有顿挫转折的变化，丰腴劲
瘦的不同。所谓形制，即方孔
圆钱有的有轮有廓，有的有轮
无廓，也有的轮廓全无（如半两
等）；它们的穿孔有大小，钱肉
有薄厚，轮廓有宽狭，又有重轮
重廓（如图5乾元重宝等）及背
星、月等多名目；钱文有直读、
旋读（即环读）及传形（即文字
左右易位）的不同；铜质有青
铜、黄铜、红铜、白铜等的差别；
其铸造工艺则随着时间、地点、
条件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2.锈迹是鉴定古钱的重要
方面

分辨铜锈真假是鉴定古钱
的重要方面。入土百年以上的
古钱，锈蚀程度往往较深，锈渗
入钱体内部，板结坚硬，行业人

士称“入骨锈”，用手一般抠不
掉，即使用金属工具也难以剔
除。

真的铜锈深入铜质内部，与
铜质紧密结合，虽薄似蝉翼，却
不易剔除，氧化严重的会产生硬
绿，有硬绿的古钱可靠性更大，
伪造的硬绿更容易剥落，如果说
一枚古钱上应是硬绿的却露出
铜质，即可证明是伪钱（图6）。

3.钱文的认定
钱文就是钱币上的文字，包

括文字的组成、字体风格和字迹
清晰程度等，凡与之有关的，均
属之。古钱辨伪，文字是重要的
一环。伪作的文字软弱造作，而
真钱书体则刚健自然。

辨钱文首先可看字体的风
格。历朝历代各种时期钱币的
字体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格，先
秦以前的布币、刀币上的文字
属“金文”一类，即大篆，而秦统
一六国以后用“小篆”，两种篆
体风格不同，书写上也略有差
异，前者更古朴，笔画和曲折度
较大。凡造假的作伪者，往往
会在字体上露出破绽，或笔画
呆滞，或与钱文的整体气韵不
协调等。

辨钱文还要看字迹是否清
晰。真品一般以母钱翻铸，假
钱虽可能用真钱为模钱，但这
真钱一般都有磨损，不可能超
过母钱，这样翻铸出来的假钱
虽然铜质很新，但字迹却显得
模糊。当然，磨损时间长了，字
迹也会变得模糊，这要视具体
情况而定。大多数情况下，字
体与整个钱体的磨损情况是一
致的，如钱体无磨损，而字迹模
糊，造假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4.从形制入手
钱币形制包括造型、铸造工

艺和币材成分等。先秦刀币、布
币的币身大多极薄，其浇铸口刀
币在环上，布币在首端，边缘常
有浇铸时溢出的余铜。而作伪
者大多不懂这一点，反复加工，
将余铜磨去，这往往就画蛇添
足，一看便知。不同时代的钱
币，铸造时所用的合金比例也有
所不同，春秋战国到三国，主要
以青铜为主；明清钱币主要用黄
铜，新疆清代用红铜，又称“红
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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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钱币收藏的辨别和鉴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