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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钱文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发展 变化，反映了中国书 

法的发展过程和变化轨迹。在钱文的发展史中，北宋的钱文尤其值得关 

注。北宋重文轻武的文治政策、尚意书风的文化氛围、高度发展的商品经 

济，使其钱文兼具篆书、隶书、真书和行草等书体，开创了以行草书入钱文 

的先例，在中国钱币艺术史上留下了与众不同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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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作为交易的媒介，也是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和演变的实物见证。当我们浏览我国历代遗 

留货币时，不禁会为钱币上的各种书法艺术感叹 

称奇，并留恋那方寸之间的书写意境。我们从中 

可以领略到我国书法艺术的魅力，了解古人在以 

文字服从于货币的实用需要中所追寻的美学观 

念和艺术标准。 

古代钱币上的文字统称为钱文。纵观我国 

历代钱文书法，最值得称道的是北宋时期。这一 

时期铸币数量最大，品种版别最多，钱文书法的 

书体不限于篆、隶，还有行书、草书和真书，更有 

不少钱文为名家所写，有的甚至出自皇帝御笔。 

北宋不仅是钱文书法五体兼备的朝代，更是中国 

货币史上钱文书法大发展的时期。这些钱文充 

分体现了钱币书法实用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北宋宋太宗时期出现的行书、草书入钱文的 

现象尤为特别。在淳化、至道年问先后铸行了 

“淳化元宝”(见图 1)与“至道元宝”(见图2)， 

钱币上 的钱 文书法 具有典 型的行草 书体 特 

点——笔画连绵，结构简练，在中国古代钱文历 

史上开创了以行书和草书入钱文的先例。 一纵观 

历代钱文，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大篆到秦始皇时期 

的小篆，从王莽时期的悬针篆到南北朝时期北周 

的玉箸篆，一直到唐代由欧阳询手书的八分隶 

篆，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只有在北宋时期出现了以 

行草书入钱文的现象，以后诸朝代的钱文书法中 

再没有出现过。通过对北宋时期经济文化的分 

析研究可以发现，北宋时期出现行草书体入钱文 

的特殊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社会背景的。 

对此，本文拟从3个方面予以解析。 

一

、尚意书风的文化氛围 

行书在宋代书坛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 

时期的行书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超 

过前代。书法在 这一时期 表现 出重 “意”轻 

“法”、趋“时”离“古”的书写特征，这与唐代一味 

注重“法度”的书法理念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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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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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 

北宋自澶渊之盟以后，边境基本稳定，经济 

社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也带来了社会的进步和 

文化艺术方面的革新。中国古代的经济及金融， 

其规模在北宋达到了高峰，其繁荣远胜于汉唐， 

都城汴京成为世界的商业中心。汴京的商家多 

达 160行、6 400余户 J，沿街店铺鳞次栉比。唐 

制日中击鼓为市的传统也被打破，不但从早到晚 

可以交易，甚至还出现了“夜市”和“鬼市”。京 

都的市场上云集了国内外的货物，而且贸易量很 

大。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描写了北宋汴京 

的街巷 ：“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 

易之所，屋宇雄；l士，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 

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 因为经济空前繁荣， 

宋钱币铸造量非常大，如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 

506万贯(而鼎盛时期的唐朝开元年铸币仅 32 

万贯)。随着铸钱数量的增多，作为唯一直接掌 

管全国货币铸造的皇室宫廷，势必会对钱币的铸 

造样式和外观形式不断进行革新。据考证，北宋 

的钱币在铸造之前，钱币的草稿和模板都要经过 

皇帝审查，经批；隹后方可正式铸造。对于深谙中 

国传统书画艺术的文人皇帝来说，钱文书法是他 

作为天下文人领袖文化品鉴水平的表征。当时 

文人士大夫最看重的莫过于行草书，所以在钱文 

中出现行草书体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北宋时期出现的行草入钱文现象不仅 

与当时的流行书风密切相关，还与统治阶级注重 

文化艺术的统治政策和北宋时期经济社会的大 

发展紧密相连。纵观历代的钱文书法艺术，没有 

哪一个朝代能像北宋那样，有那么多的帝王、权 

臣、大书法家参与钱文创作，有那么厚重的文化 

积淀：也没有哪一个朝代的钱文书法能像北宋那 

样真、草、篆、隶、行草等书体俱全，丰富多彩，绵 

延 170年，清晰显现出书风之流变。行草入钱文 

在宋代以后的钱文铸造中再没出现过。因此，北 

宋时期的行草书入钱文注定在中国的钱币书法 

艺术史上留下与众不同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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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创新点]从文化、政治、经济的角度阐释了北宋 

行草书入钱文这一特殊现象产生的原因，对理清宋代 

钱文的历史特点、充实古代钱文的美学研究具有积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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