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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神韵
齐一匡

世人都道江苏太湖美，却鲜有人晓得，渌口区龙门镇

也有一个太湖，景色同样迷人。

其实，我说的太湖只是一个水库而已，名字就叫太湖

水库，论面积，她可能只有江苏太湖的若干万分之一，而

自然风光，那就跟江苏太湖有得比了。

水库坐落于太湖乡（今龙门镇）境内，修建于 1953 年，

水面 300 余亩，四周群山环抱，郁郁葱葱。离大坝不远处有

一个无名小岛，恰似一颗绿色的宝石镶嵌其中。库区有十

余条冲尾，冲尾两边山峦叠嶂，每逢雨季，山顶上集聚的

雨水顺流而泻，形成道道瀑布，蔚为壮观。

太湖，这个深藏于崇山峻岭之中的狭长小湖，一如她

的名字，幽静深邃，波光粼粼，在当地水系中确实够大的

了。奇的是，她独具天然成就的形态，丰水季节，碧波荡漾，

像一条舞动的龙；枯水季节，库床裸露，似一根多节的藕。

她虽没有江苏太湖的烟波浩渺，却有着自己神秘的气质和

独特的韵味。不必说雄伟坚固的大坝，碧波荡漾的绿水，怡

然自得的野鸭，穿梭而过的鱼群。不必说绿荫婆娑的山峦，

林间动听的雀鸣，山兔麂子的身影，水天一色的景致，单是

那壮观的千鸟戏水、百人垂钓场面，便足以让你陶醉好一

阵子。啊，我想起来了，这分明就是江苏太湖的缩影嘛!

那天，我们正赶上太湖的丰水季节，细观之，水是绿

的，但绝非一个绿字了得。只见一湖碧流，深浅浓淡，如逐

层掺夹。山风徐来，湖面泛起片片涟漪，一圈一圈地向四

周舒展。不管从哪个方向看，都显得很有规则。君不见，青

山恋绿水，绿水映青山，好一幅活脱脱的山水和谐图。忽

然，有好事者朝湖中扔了一块石头，整个湖面顿时乱了章

法。惭惭地，湖面又复归平静，形成另一片绿的调和色。

“有没有画家能画出这变幻莫测的绿呢？”一位漂亮女士

感叹。我们赶紧走近湖边，喊啊，笑啊，喊声很快被折了回

来，一张张笑脸顿时被染成了绿色。我庆幸在城市远处，

还有这样一泓碧水，没有游艇穿梭，没有人头攒动。要不

然，可真破坏了自然，这可是老天的刻意安排啊。

自然是一种美。只有自然美，才是最纯真的美。太湖

的美，原汁原味，天工巧成。春季里，如果你选个晴天的早

晨来到库区的山顶上，定会发现水气如轻纱笼罩山峦，弥

漫湖面，似烟非烟，似雾非雾，揭不开，摸不着，朦胧得令

人迷惑。入此境界，你会有一种似醒非醒、远离尘世的感

觉，就像有人在拂拭你积尘的灵台。

或许因为我是太湖人，是喝太湖水长大的，冥冥之中

与太湖有份默契。是那一尘不染的湖水，洗涤了我的灵

魂，是那出神入化的幽景，升华了我的境界，忽然觉得自

己如鸟生翼，如鱼得鳍，魂魄化入了广阔的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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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锡和青铜。刻泥为之最易得,好恶不合长相蒙。”
诗圣杜甫有《岁晏行》一诗，叙安史之乱后百姓的苦难生活，官府横征暴敛

之外，更有不法豪强，在官府的默许下私铸铜钱，杂以铅锡等不值钱的金属，在
不对等的交易中牟取暴利，疯狂掠夺底层百姓本就所剩无几的田产资财，前引
诗句即叙此事。

诗句中所言“刻泥为之”是指古时铸币之工艺流程，事先用泥刻模，再进行
翻铸，所刻之模称为钱范，起初为泥制，后随着工艺的进步，钱范之取材也更为
广博，铅、铜等金属类钱范也被广泛运用。

由于铸币权关乎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自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 113
年）起，朝廷便将铸币权收归国有，并设立了专门的铸币机构主持其事，不许民
间资本染指，尽管历朝历代皆有不法豪强私铸牟利，但只要查获，基本就是杀
头的罪过，像杜诗中所谓默许私铸的现象，正可说明安史之乱后中枢朝廷对地
方豪强控制的弱化。

在株洲市博物馆内，馆藏有一件西汉年间的五铢钱范，1986年出土于攸
县网岭镇里旺村双江口河畔，长方形制，中有一道四槽直贯首尾，当为浇注槽
模，左右各排列有钱模6枚。阴文反字，钱文“五铢”，正是西汉中后期通行货币
五铢钱的铸造模具钱范也。不特如此，在攸县网岭周边还发现了好几块类似的
五铢钱范，形制虽有差异，但通是五铢钱范无疑。那么，问题来了，本该由中枢
朝廷一手掌控的铸币专用的钱范，何以出现在千里之外的攸县，且数量颇多，
或者说，在西汉的某一历史阶段，攸县也曾有不法豪强私铸钱币来牟取暴利？
要厘清此疑团，还得从五铢钱的铸造背景开始谈起。

汉初建政，经济衰败，货币严重贬损，

流通非常滞缓。朝廷在寻找原因时，“以为

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又在文帝

五年（公元前 175）颁布了《除盗铸钱令》，

免除了盗铸钱者的法律责任，准许私人铸

造荚钱，企以解决“秦钱重难用”所造成的

钱币供应不足的问题。

这样做固然增加了货币的流通性，但

带来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有能力铸钱者

只能是拥有矿山资源及巨额资本的贵族豪

强，铸造过程中偷工减料不说，甚至将收取

的百姓的铜钱用锉刀锉刮铜屑，再去熔铸

新钱，做到几乎可以毫无成本的“钱生钱”，

长此以往，通货膨胀自然难以避免，《史记·

平准书》中所载“於是县官大空。而富商大

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

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

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的贫富悬殊的现象

也越来越严重，极有可能出现秦末农民揭

竿而起的那种动乱局面。

有鉴于此，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继

位后，决心“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

兼之徒”，即利用币制改革把这些贵族豪

强手里的大批量财富转移到朝廷税收中

来。当然，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甚至

有时候还会走回头路，终汉武帝一朝，先

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并最终彻底解决

了困扰大汉近百年的私铸、盗铸问题，同

时也让日后的西汉财政收入变得日益富

足（详见《财政中国三千年》一书），本文所

叙五铢钱即第四次币制改革的产物。

铢，古度量单位名，为旧制一两的二十

四分之一，五铢钱者，意重五铢之铜钱也，

在此之前，也曾颁行过三铢、四铢（当半两）

等钱币，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些钱币都未能

起到遏止私铸、稳定物价的作用，元狩五年

（公元前 118 年），武帝下诏，“罢半两钱，行

五铢钱”，五铢钱被确定为新的法定货币单

位，此为五铢钱制之开端。

相比此前颁行的三铢、四铢钱，汉武帝

在五铢钱的铸造标准上颇下了一份苦心，

《史记·平准书》载，“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

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焉。”钱有文字的

一面为上，相反的一面为下，“下”指的便是

钱背，“周郭”则指钱的圆边及其方孔凸起

的轮廓，这样可以避免私铸者轻易磨取铜

钱上的铜屑，即加大民间盗铸的成本，从而

让盗铸者自己放弃盗铸。

五铢钱颁行之初，铸钱的诸郡国还能

遵照朝廷颁布的法定重量来铸造五铢钱。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不法的郡国、富商大

奸，利用手中掌握的铸币权和铜材，铸钱不

按法令行事，钱大多重量不足，大量铸造不

足值、轻小而劣质的五铢钱流放市场，再一

次引起市场货币交易与流通中的混乱，货

币市场的混乱，又一次引起政府和朝臣们

的注意。

元鼎二年（公元前 115 年），汉武帝以

“郡国铸钱，民多奸铸，钱多轻”之故，

开启第五次币制改革，“令京师铸官赤

仄，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即在都

城长安建立一个由中央政府掌控的五铢钱

造币厂，铸造一种边缘磨砺成色泽紫红的

精美五铢钱（史称“赤仄五铢”），以与其他

郡国所造的五铢钱区分开来，且硬性规定

一比五的兑换比例，官用赋税，皆用赤仄五

铢结算。

遗憾的是，这次改革仍以失败而告终。

赤仄五铢因其精细的制作工艺，注定不能

大批量生产，而郡国五铢虽然制造粗糙，但

胜在量大，故市面上流通的仍是大量粗制

滥造的郡国五铢钱，且由于赤仄五铢比值

过高，民间有实力的仿造者亦纷纷打起主

意，假冒伪劣的赤仄五铢也充斥市场，最终

造成“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

的结局出现。

尽管这次币制改革失败，但汉武帝在

位的数十年里南征北伐，威望大增，各诸侯

国也在中央政府的压制下实力大为削弱。

在 此 有 利 条 件 下 ，元 鼎 四 年（公 元 前 113

年），汉武帝开始了最为彻底的第六次币制

改革，在废止赤仄五铢的同时，下令“悉禁

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所铸之钱

亦重五铢，称“三官五铢钱”，即将郡国铸币

权收归国有的上林三官，且将此前流通的

各种货币悉数运抵京师销毁重铸，并将主

要的铸币材料铜收归国有垄断，民间不得

开采，从根本上杜绝了民间的私铸，困扰西

汉近百年的私铸、盗铸问题得到了根本性

的解决。

由上文可知，自元狩五年（公元前 118 年）汉武帝诏令“罢

半两钱，行五铢钱”始，到元鼎四年（公元前 113 年）禁郡国铸钱

止，短短五六年时间，全国各地铸造了不少郡国五铢钱，株洲

博物馆馆藏那件五铢钱范极有可能就是彼时的郡国所铸五铢

钱所用的钱范，出土钱范的攸县网岭左近，便是彼时郡国铸钱

的铸币厂所在。

考诸史籍，元狩五年至元鼎四年，湖南地区正值长沙国定

王发子康王庸（《汉书》作“戴王”）在位期间——其于武帝元朔

二年（公元前 127 年）嗣长沙国王位，太初四年（公元前 101 年）

卒，在位 27 年——史载康王庸在位期间，长沙国“太仓之粟陈

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有钱到粮食都吃不完，

任其腐败，物产丰饶之外，未始没有法令允许的铸币之功。

株洲市博物馆馆藏的这件五铢钱范，1986 年出土于攸县

网岭镇里旺村双江口河畔。无独有偶，在攸县博物馆亦馆藏有

三件类似的五铢钱范，其中两件系当地公安部门查抄，一件自

攸县网岭里旺村藏家处购藏入馆，当地文物部门专家判定，此

三钱范与株洲市博物馆馆藏钱范同出一地，只是由于年代久

远而不知其具体出土位置，在随后的田野调查中，有居于里旺

村的老人反映，这些钱范都出土于古河道边，附近有炉渣、废

铜等诸多冶炼遗物……(见《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十六辑《攸

县汉代长沙国铸五铢钱考》）古河道边铸钱，地下有大量做背

范用的粗沙，地面又有较细的黏性泥土，这就为制范就地取材

提供了方便。同时铸钱用的木炭铜铅等原材料，也可由攸水运

到铸钱场，而铸出的钱，又可经攸水、湘江运往郡国各地。

种种迹象表明，网岭里旺村的古河道边，在汉武帝时期，

曾经存在着一个规模不小的铸币厂。尤为重要的是，网岭里旺

村还是湖南地区所发现的五铢钱范唯二能确定确切的出土地

点之一，另一能确定出土地点的为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的两套

西汉五铢钱双合铜范，1977 年 8月出土于攸县柏树下公社凤塔

大队，不过，这两套钱范与出土于网岭里旺村的几套钱范在形

制上差异较大，专家判定属民间盗铸造物，而非郡国官方造物

——详见《攸县汉代长沙国铸五铢钱考》一文，此不赘述——

也即是说，网岭里旺村的河道边，极有可能就是当时的长沙国

的官方铸币机构所在。

另据《湖南省志·地理志》载，攸县盛产铜铁锡等有色金

属，正是铸钱的重要原材料之一，这也给长沙郡国在此兴建铸

币厂提供了又一个佐证。再考《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

表》，郡国铸五铢钱时攸县正当攸舆侯刘则的攸舆侯国时期，

刘则系长沙国定王刘发子，与长沙国第二代国主康王庸为亲

兄弟，元朔四年（公元前 125 年）封攸舆侯，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犯事被诛，国除，复攸县。尽管史籍中对攸舆侯刘则的

记载颇少，但从其犯事被诛的终局来看，绝非乃父、乃兄那样

的善与之辈，行为出格是再正常不过之事，既有法令许可的铸

币之权，自然不会放过这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故在辖境内挑

选一地为铸币工厂，为自己的攸舆侯国以及名义上的宗主国，

也即乃兄刘庸的长沙国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富——当然，也有

另一种可能，在刘则封攸舆侯之前，现攸县网岭里旺村古河道

边便有了类似的铸币工厂，毕竟文帝朝时就颁布了《除盗铸钱

令》，免除盗铸钱者的法律责任，而自己的父亲长沙国定王刘

发尽管在历史上以纯孝闻名，醉心黄老，并无政治野心，却也

有过在朝见汉景帝时婉拒景帝“称寿歌舞”的邀请并发出“臣

国小地狭，不足回旋”的牢骚的“黑历史”（事见应劭《汉书集

解》），“国小地狭”是当时的政治现实，不容更改，那么，在封国

之内多擢取些钱财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舒坦一些总不为过吧

——此时的长沙国国主康王庸基本延续了乃父刘发“无为而

治”的治国理政风格，任民发展，当然也包括治下的各侯国，这

其实也是一种自保手段，汉武一代雄主，自然不喜底下的封国

王侯太过拔尖，既有刘则这样的“愣头青”在辖境内铸币得利，

所得也并不少自己的那份儿，又何苦再辟新的铸币机构大把

搂钱以惹得雄猜阴鸷的皇帝陛下不高兴，也就乐得“唯得衣食

租税，不与政事”了，这也能解释为何湖南地区所发现的五铢

钱范能明确出土地点的只有攸县网岭里旺村一地（柏树下公

社凤塔大队出土为另一形制，前已说明，此不赘述）。

回到株洲市博物馆馆藏的那件五铢钱范，自是出于刘则

任攸舆侯时所铸，时间则在元狩五年（公元前 118 年）至元鼎四

年（公元前 113 年）之间，至于元鼎四年武帝下禁郡国铸钱之令

后有无盗铸则不得而知——史载刘则是因“篡死罪囚”事发被

诛，亦不妨大胆想象“死罪囚”是否就是盗铸者。

随着禁令的下发，到后面刘则被诛除国，曾经给郡国带来

源源不断财富的铸币工厂被废弃，熟练的产业工人也流落四

方，或另择他业过活，或被不法豪强所聘，暗地里仍干着盗铸

的活计——如临近的江西萍乡曾出土一件五铢钱范，还选送

参加过江西省全省的“建国以来文物成就精品展览”，据湖南

省博物馆专家判断，其形制与出土于攸县柏树下公社凤塔大

队的两套钱范如出一辙，当为之后其地的豪强大贾盗铸之钱

范——斗转星移，人事沧桑变幻，这原本伫立于古河道边上的

铸币工厂也完全被世人所遗忘，直到 2000 余年后陆续出土的

五铢钱范，才渐渐拼凑起这块土地上曾有过的财富与荣光。

文物名：汉“五铢”钱范

年代：西汉

出土年代：1986 年

出土地点：攸县网岭镇里旺村双江口河畔

规制：通长 20.5厘米，宽 6.9厘米，厚 1厘米，重 901 克

馆藏地：株洲市博物馆

带 有 外 郭

的 西 汉 五 铢 钱

实物

■五铢钱简史

■五铢钱范何以在攸县出土

◀ 行 于 山 间

竹 林 ，不 时 可 见

瀑布奔涌

太湖水库近景，水波潋滟，如诗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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