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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课堂

钱币收藏需要较长时间
的锻炼，作为初学者，刚进入
钱币收藏市场应注意以下六
大禁忌。

一忌：头脑发热，感情冲动

购买古钱币一看真假，
二看品相，三问价格。要学习
掌握购买钱币的交易技巧，在
钱币市场发现自己喜欢的藏
品，不要喜形于色，直奔目标
不惜重金买下。而是暗中观
察，不动声色，不妨先探问其
他钱币的价格，以分散卖者的
注意力，然后不经意询问价
格，故意把它说得一文不值，
把价格压到最低时再成交。

二忌：随心所欲，见啥买啥

钱币收藏要有目标、有
计划。古今钱币纷繁浩瀚，
品种极多，仅人民币就有纸
币系列、普通流通纪念币系
列、贵金属纪念币系列，它们
之下又可分若干系列。所
以，必须根据自己的财力和
爱好，有选择地加以收藏，最
好是少而精、成系列收藏。

三忌：遭遇打击，偃旗息鼓

钱币市场充满诱惑和风
险，首先是收藏假币赝品的
风险。初涉收藏者买入假币
赝品不足为奇，就连专家也有
看走眼的时候。钱币造假古
今有之，特别是价格昂贵的珍
稀钱币赝品更是防不胜防。

其次是价格风险。如
1997年香港回归时，正逢钱
币市场炒作登峰造极，钱币
市场诠释了不少一夜暴富的
神话，从而加大了收藏者的
投资冲动。

收藏者如不慎买入假币
或遭受价格暴跌的打击，不要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而是要加强学习，认真汲取经
验教训，总结摸索钱币市场的
运作规律，趋利避害，做一名
成熟、理性的投资者。

四忌：快速升值，急功近利

钱币市场的暴利时代已

经过去，企盼自己的钱币藏
品快速升值只是一种不切实
际的奢望。钱币收藏是一种
志趣高雅的活动，收藏之道，
贵在赏鉴。

古人谈收藏的益处：一
是可以养性悦心，陶冶性
情；二是可以广见博览，增
长知识；三是祛病延年，怡
生安寿。但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钱币收藏活动的经
济价值导向也是不容置疑
的。

钱币收藏者要有一个平
常心态，由过去趋利性收藏
转到观赏、把玩、研究、交流
上来，提高钱币收藏的品位，
养成宁静、淡泊的操守，摆脱
铜臭的困扰和烦恼，感悟收
藏真谛。

五忌：不懂装懂，长期外行

了解掌握一定的钱币知
识是钱币收藏者的必修课和
基本功。隔行如隔山，如果
你对钱币知识一知半解或道
听途说，就如盲人摸象，在收
藏过程中就会常交“学费”，
上当受骗花冤枉钱。

这就需要钱币收藏者不
断学习有关钱币知识，提高
钱币鉴赏能力，了解和熟悉
历代钱币的形制、材质和钱
文书体的变化，并知晓古今
钱币造假制假的手法，发现
假币的破绽。

这些经验的获得，一是
向书本学，购买有关钱币方
面的书籍资料。二是从实践
中学，多接触钱币实物，细心
揣摩，进行分析比较。三是
要向专家请教。四是经常与
藏友交流，互相切磋，共同提
高。

六忌：听卖者讲“故事”

诸如拿“祖传”“扒房
子、挖地基时发现”“急用
钱”之类的“故事”说事。须
知这些故事大都是卖者自
己瞎编的，在美丽的谎言背
后却隐藏着蒙骗买者上钩
的陷阱。 （金投）

钱币收藏的六大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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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钱币收藏中，交易最多的银元
就数“袁大头”（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就
任“临时大总统”之职发行的钱币）了，
因为“袁大头”铸造地多，且存世量
大。近年来，随着收藏市场越来越活
跃，假银元也多了起来，如果不小心，
很可能买了“袁大头”后，自己成了冤
大头。但是假币终归是假币，做得再
好也有破绽。那么如何辨别“袁大头”
真假呢，就此记者采访了对银元颇有
研究的裴东辉。

裴东辉，男，39岁，平顶山人，毕业
于河南大学，平顶山市收藏家协会会
员，河南省钱币协会专业研究员。长
期致力于古玩鉴赏、收藏与经营，对银
元、古钱币、古玉有较深的研究。

裴东辉说，鉴别“袁大头”大致分
听声音、看外形、验边齿、称重量、定成
色几步。听声音是银元鉴定最简单有
效的方法，成色高的银元，声音一般较
柔和悦耳；成色不足的银元，因含铜量
高，声音嘶哑、短促而又浑浊；假银元
音长尖高或低闷。听声音一是靠

“敲”，以左手拇指尖和中指尖轻轻捏
住银元的中心，用右手持另一枚银元
敲击其边缘，听其声音进行鉴定，先把
不正常的和可疑的银元挑出来，再进
一步鉴别。

看外形。真币采用压力适度的冲
压，将银币冷压成各种文字、图案、花
纹，其色泽光鲜自然，纹饰深浅适度，
边缘线条粗细均匀，间距也疏密一
致。人像、发丝、胡须、穗芒等细微之
处清晰有度，毫不杂乱。

验边齿。真银元为机制版，其边
齿细致匀称，规整划一，假币边齿粗
糙，参差不齐，有的还有局部修锉的痕
迹。只要细心，肉眼还是比较容易分
辨的。如真“袁大头”边齿的两条粗齿
里有一条细齿，而假“袁大头”的细齿
则模糊不清。

称重量。银元的标准重量应是
26.5克，成色 88%。正常的银元经过
流通磨损后，重量也应达到 25.8 克。
凡是重量低于25.8克、成色低于84%
的，不是洗版、锉边、包皮、挖补的银元
就是假币。同一品种、版别的银元，其

质量不会相差1克。
定成色。对不符合银元标准的银

币进行成色鉴定可用硝酸液点试法。
先将某个部位擦拭干净或锉一小口，
滴上硝酸后，如冒绿沫，则成色不高。
观其颜色，成色在92%以上的银元，其
颜色基本不变；成色在90%的，其颜色
为肤黄或呈浅褐色；成色为80%左右
的，其色泽呈黑褐色；成色为70%左右
的，呈淡绿色；成色为50%左右的，则
会呈深绿色。

另外，由于银币在长期不断的流
通过程中，经过人手的抚摸、摩擦，其
磨损的部分主要在钱体的突出部位，
应是自然形成的光滑均匀，无方向
性。因此，一般全部包装、无磨损、钱
体又无包浆的高档银币可判定为假
币。

裴东辉说，目前，市场上发现的批

量伪造银元，主要采用铜镍等合金铸
造而成，其特点各异，有的仿照民国三
年“袁大头”银元图案，其颜色为白灰
带青色，无光泽，声音尖短，类似其他
私版；有的直径比正常银元小1毫米左
右，重要的是其质量总在20克上下；
还有少数的是用铜、铅、锡等金属铸造
的假银元，外表镀银，音尖短而量轻，
磨掉表面银色多呈现微黄，质量为21
克左右；用锡、铝铸造的假银元，则图
案模糊，质软无弹力，声音低沉，将银
色磨去，锡质的为青灰色，铝质的为青
黑色，质量均在20克左右。

裴东辉说，收藏本身就是一种经
验的积累，建议新收藏者多向经验丰
富的藏家学习，丰富自己对藏品的认
知，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只有这样才
能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准确地辨别出

“袁大头”的真假来。

怎样辨别“袁大头”真伪

裴东辉收藏的两枚“袁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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