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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国七雄货币大小排序

1、战国七雄的货币主要是指战国时期的七个最强的诸侯国，分别是秦、齐、楚、
燕、韩、赵、魏七个国家的货币。

2、当时，齐国的钱币以刀币为主：节墨刀，齐大刀、齐明刀和圜钱为主。

3、楚国的钱币主要以铜币，金版和布币（又称蚁鼻钱和爰金）为主。

4、燕国的钱币主要是刀币、布币和圜钱为主。

5、而赵魏韩史称三晋，钱币主要有布币和圜钱。

6、布币铲形，由农耕经济的农具“钱”、“镈”演变发展而来，这也是把货币称
之为“钱”的缘故。

7、“布”为“镈”的假借字。布币的流通范围，主要在黄河中游农耕经济地区如
韩国赵国魏国燕国等。

8、布币的形状各异，种类繁多，一般都铸刻有文字，有纪年数的，有纪地名的，
也有纪钱币名称的。

二、我国古代货币的发展史

1、（1）先秦：商朝人善于经商，以贝为币；战国时期，各国出现了铁钱，秦国
使用圆形方孔钱，称半两钱（齐国使用刀形币，赵国使用铲形币，楚国使用蚁鼻形
币）。

2、（2）秦汉：规定圆形方孔钱作为通行全国的货币。汉代以黄金和铜钱为主币
。汉代的铜钱重量几经变化，至武帝铸五铢钱才稳定下来。

3、（3）三国：那时货币减少，布帛、谷物成为主要的流通手段。曹魏曾以法令
形式废止铜钱，使用实物交易，以后行废不定。

4、（4）隋唐：仍铸五铢钱，禁止使用前代大小不一的旧币，有利于贸易的发展
。唐初改革币制，唐高祖下令“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新铸的“开元通宝”，
成为唐朝通用的货币，后来发行量很大。以后历代的货币都以它为范式。设柜坊专
营货币的存放和借贷，是我国最早的银行雏形，比欧洲地中海的金融机构要早六七
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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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宋元：北宋时在四川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由金属货
币发展到纸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纸币的推广，减轻了商人携带金属货
币的负担，有利于商品交换，反映了商业的高度发展。

6、（6）明清：明初，主币是纸钞，辅币是铜钱，禁止民间使用金银交易。到明
中后期，白银成为普遍流通的主要货币。

三、黄帝部落的货币

1、史料有载：“伏羲集天下之铜以铸币”。如此看来，现有的古钱币中，凡是钱
币上的铭文与甲骨文上的铭文相同者，有可能是伏羲所铸。而后，铸币方法与流通
形式被后来者广泛应用，被历朝历代的帝王效仿，并以钱作为国家的主要政务之一
。

2、神农与伏羲氏时期，都曾铸有形状、铭文几乎相同的铲形钱币，而且铭文都是
刻绘的方式。到了黄帝时期，铸币有了更高的要求，他们有专业的炼铜师和铸币师
。黄帝时候所铸钱币，大多是铲形币，但也有少量的刀形钱币，这些钱币上的铭文
也是刻绘形式，也有一部分是用颜料书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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