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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最早使用金属货币
和纸币的国家。这些古钱币不
仅承载和反映着古代政治、经
济、民俗等方面的历史，其精美
的文字书法和铸造技艺所呈现
出的独特艺术性也为人称道，
是人们了解历史文化的一把

“钥匙”。
如此分量不容小觑。因

此，也曾有专家学者提出，钱币
是中学历史教学中独一无二且
不可替代的实物标本。

“我希望历史教学不再停
留在书本上，而是到实景中去，
让孩子‘触摸’历史，让他们感
知上下五千年所蕴藏的巨大文
化能量，从而增强文化自信。”
谈及捐赠教学馆的初衷，管月
晖如是说。

这不是管月晖第一次捐
赠。2020年10月，他曾向海口
经济学院捐赠了一座钱币博物
馆，用于收藏研究、陈列展览中
国历代钱币，这也是我省第一
所高校钱币博物馆。此后，他
又萌生了向中学捐赠的想法。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受
益者。”管月晖告诉记者，他从
小对古钱币有着浓厚的兴趣，
但由于当时学习条件有限，他
便借助中华大辞典中的天干地
支对照表学习研究古钱币，从
而踏上了古钱币收藏之路。几
年前，他还参与了《中国钱币大
辞典·清篇》的编撰工作。“钱币
是一种实物载体，像一幅隐藏
的思维导图，当你看到它时，能
联想到对应朝代的很多知识。”
管月晖说。

“这是汉五铢，大家知道它
一直流通到哪个朝代吗？”11月
17日上午，教学馆开馆仪式现
场，管月晖一边向学生们展示
古钱币，一边提问。“唐朝初
期！”“它流通了739年！”话音刚
落，三两名学生几乎异口同声
地回答。

“太神奇了！”当海南省国
兴中学高三学生王彩莲俯身细
细观摩，不禁感叹，“钱币上的
字也大有来头，体现了各个朝
代书法艺术的特点，这是历史
和语文学习一次很好的结合。”

海南国兴中学古钱币历史教学馆

识古币 知历史
■ 海南日报记者 张琬茜

一枚枚历经沧桑巨变
的钱币，在方寸之间记录
着不同年代的变换更替。
从天然海贝到铜币、铸币，
再到元宝、“交子”以及机
械纸币，历朝历代的无数
钱币，仿佛都在述说着属
于自己时代的故事。

走进海南省国兴中学
古钱币历史教学馆（以下
简称教学馆），由古钱币
“串联”起的历史陈列于展
柜之中。展馆面积不大，
却给人无限的遐想空间，
思绪好似穿越回了那一个
个盛世光年。

这座以“普及钱币历
史演变、弘扬钱币知识”为
主题的历史文化教学馆，
由海南省海外留学归国人
员协会会长、海南省国兴
中学2009届校友管月晖
捐赠而建，并于日前正式
开馆。为何要捐赠这样一
所教学馆？教学馆里“藏”
着哪些宝贝？这些古钱币
都蕴藏着什么价值？

判断一枚钱币的价值，不在于它的
时间有多久远，而是看存世量有多大。

管月晖表示，中国古钱币存量巨
大，例如秦半两、汉五铢等古钱币，它们
诞生的年代非常久远，但经济价值可能
远不如清代的宣统通宝。“因为宣统通
宝的铸造时间较长，加上当时的朝代更
迭迅速，从而导致这类钱币流通性差、
存世量小。”管月晖认为，古钱币的研究
价值要远远大于经济价值。

以宋代钱币为例，这种钱币历时上
千年，从铸造工艺、书法到对当时经济
文化的反映，都极具代表性。历史厚重
而存量丰富的古钱币，都非常适合让学
生们多接触。

对此，谢萍也表示深有同感。为了
更好地发挥古钱币对历史教学的作用，
教师们还在教学馆内精心设置了一排
展示板，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各类古钱币
的有关知识。“相信这座古钱币历史教
学馆会为我们的特色课程教学画上浓
墨重彩的一笔，也期待有更多学生在此
受到熏陶与启迪。”谢萍说。

“这所教学馆不仅为师生提供了一
个便利的课外活动场所和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还有利于传播货币历史文化、
了解和珍视我们的传统文化遗产，让我
们通过触手可及的物品拥有更真切的
历史体验。”国兴中学副校长陈学表示。

管月晖还告诉记者，教学馆开馆当
天，他注意到，有一名学生连续3次走进
教学馆，反复观看的同时还仔细进行记
录。“这是我们很欣慰地看到的！”管月
晖说，得知古钱币历史教学馆开进了校
园后，如今也有不少人愿意加入捐赠行
列。接下来，他还计划将古钱币带进更
多的中学校园，以教学馆为依托，让学
生们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激发历史学
习兴趣，更好地掌握历史知识。

夏商周的贝币，春秋战国的刀
币、布币，秦朝的半两，汉代的五铢
……沿着展柜往前看，一枚枚或带锈
迹或有残缺的古钱币，按照朝代顺序
整齐摆放着，几千年的时光仿佛浓缩
于此，上演着一场精彩的“中国钱币
变形记”。

管月晖介绍，此次他向教学馆捐
赠了500余枚古钱币，涵盖了中学历
史课本历代大纲中的朝代。为了捐
赠教学馆，两三年前他便开始筹备，
一边收集古钱币，一边对它们进行归
纳整理。

“这些钱币可以在专业的交易平
台上获取，平常国内各地也会举办一
些线下钱币交流展，供收藏爱好者们
相互交流学习。”管月晖说。

海南省国兴中学历史教师谢萍
坦言，在历史教学中她发现，不少学
生觉得“历史就是背年代”，原本丰富
多彩的历史学习，似乎变得要靠死记
硬背才能将孤立无序的年代、人物及
事件串联起来。

那么，如何才能找到一种将悠久
的中国古代历史串联起来的东西？
在参观完教学馆后，谢萍找到了答
案：古钱币。“这就是有形的历史教
材！”她感慨道。

谢萍还认为，钱币上传统的文字
图案、外圆内方的形制和时间沉淀带
来的历史感，能培养学生们对美的欣
赏能力。接下来将不定期开展历史
知识拓展课程，把历史课堂“搬”进教
学馆。

此外，记者注意到，教学馆内还
陈列着部分粮票。“对于很多年轻人
来说，‘粮票’这个词显得太过陌生，
而对于我们的父辈祖辈来说，这个词
包含了太多回忆。”谢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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