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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古货币设计事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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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中西古钱币不同形式与风格的形成原因，研究设计过程中的“事理学”规律，指导今

后的产品设计过程。方法 通过对古中国与古希腊钱币的形式风格、制作材料工艺、所处的自然地理环

境以及所解决的“事”进行的逐步比较，从其表象到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探索，得到钱币设计

过程中所应用的普遍规律。结论 中西古钱币形式与风格的差异不仅是由制造与使用钱币的主体不同造

成的，而且自然地理环境、政治宗教环境等多种外部因素对钱币的制作材料、表现题材、制作工艺等也

产生了影响，从而形成了独有的形式与风格。可以看出钱币的设计过程受到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共同

影响，虽然古钱币造物的“事”不同，但是其中的规律，即“事理”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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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Theoretical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ncient coins 

XU Tong-lu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causes of different forms and styles of coins in Chinese and the West, and to study the 

"rules of knowledge" in the design process, and to guide the future product design process. Based on ancient Chinese and 

ancient Greek coins form style, material process,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solving the "thing" gradually 

comparison, from its appearance to the influence of deep internal factors from shallow to deep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the coin design process of common laws is obtained.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ast and West ancient 

coins form and style is not only caused by the difference main body who created and used this coins, but also the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environment and other external factors have had an impact on the coin 

production materials, performance themes, production processes etc., thus forming a unique form and style.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design process of coins is influenced by internal factors and external factors. Although the "things" of ancient 

coins are different, the law is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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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货币体系与以古希腊为

代表的西方货币体系依托于不同的文化，形成了各自

独具特色的古钱币体系[1]。中国公认最早的货币是贝

币，其出现的时间大概在夏代末年（约公元前 17 世

纪），在随后的几百年里中国的货币从天然海贝发展

到青铜铸币，形式风格也有了巨大变化。古希腊的货

币制度出现于约公元前 600 年，当时的希腊处于西方

的古风时代（约公元前 750 年至公元前 480 年），是

希腊艺术的发展时期，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古希腊货

币也形成了自己的体系。 

货币的产生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

产物，人类从食物采集阶段发展到食物生产阶段，出

现了剩余产品，继而从原始以物易物的生产资料交换

模式中逐渐分离出了一般等价物[2]，从而衍生出了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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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但东西方钱币在形式与风格上却有着明显差异。

这里以古中国与古希腊的钱币为例，从形式与风格、

材料与工艺、所处地理环境、所解决的“事”进行比较

分析、研究古代造物过程的基本规律。 

1  形式与风格的比较 

东西方货币在形式上有着明显差异，最直观的差

异是钱币视觉符号，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东西方审

美特征差异[3]。 

首先在形状上，先秦货币形式多样，但大都形

状规则，边角都较为规矩，形状与中国古人使用的

生活生产用具相似，如形似刀具的刀币，形如“镈”

的布币等，古代中国钱币见图 1。随着秦始皇统一六

国，货币也有了“外圆内方”的统一形制，这是造物者

将古人的宇宙观融入到设计思想中，对设计形式做

出的尝试[4]。而古希腊货币相对而言就比较简单，大

部分都是不规则的圆盘形状，有些甚至呈现出不规则

的圆饼状，古希腊钱币见图 2。另外最重要的一点，

中国古代货币上大都有穿孔，不论是贝币、刀币、布

币，还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圆形方孔钱，大都有孔，

主要用以穿绳方便携带。而古希腊钱币则几乎没有，

只有部分钱币表面或边缘有浅坑，并没有穿透，有些

钱币表面有方形印记，主要用来规范重量。虽然东方 

 

图 1  古中国货币 
Fig.1 Ancient China coins 

 

图 2  古希腊钱币 
Fig.2 Ancient Greek coins 

货币的孔与西方货币出现的钱坑表现形式不同，但是

都体现出了功能至上的设计思想，即在寻求“人为事”

之解决方案的过程中，以“人工物”的目的性为首要考

虑要素，并不拘泥于形式。 

在钱币内容方面，中国古钱币的主要表现内容是

文字，先秦货币的文字主要记述钱币铸造地等信息，

秦代半两以及随后出现的五铢钱上的文字主要记录

钱币重量（两、铢均为古钱币重量单位），宋代及以

后的圆形方孔钱文字主要记录年号等信息。中国古钱

币在文字的表现形式上也极其丰富，由最初的金文、

篆书，发展到宋代的行书、草书、真书、瘦金体，甚

至在古钱币上还出现了契丹文、蒙文及满文等。而古

希腊钱币在内容的表现上与中国古钱币有着明显差

异，主要以具象的动物或人像为主，通过人与动物等

形象描述神话故事或者历史事件，当然也不排除少数

钱币上有文字的出现。值得注意的是中西方钱币内容

的不同，直接受到地域文化环境的影响。春秋战国时

期，中国思想呈现“百家争鸣”的状态，各家名流为记

录与传播各自的思想成果，必然注重文字的使用与传

播，也就提升了文字的价值与地位，因而中国古钱币

表现内容多为文字形式就不足为奇。而在古希腊古风

时期，艺术发展迅速，艺术的表现形式也必然会反映

在新兴的钱币上，因而古希腊钱币会出现具象的浮雕

形式。 

从两者的风格来看，中国古钱币在线条形状表现

上显得比较规整、有力、富于变化，同时在文字的雕

刻手法方面注重线条的流畅美感，内容趋于抽象。而

古希腊钱币在内容与形制上则显得较为自由、圆润，

雕刻风格相对比较具象[5]。 

此外，在钱币的发展成熟过程中，作为造物者，

“人”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人作为钱币的

制作者，在钱币出现之初，在满足功能需求的情况下

根据情感需求来选择钱币的表现内容与形式；其次，

人作为钱币的受体，也间接影响着钱币的表现风格并

逐步产生审美意识。 

2  制作材料及方式的比较 

从表象上看，除了人为因素能够影响东西方货币

设计风格间的差异外，钱币的制作材料与制作方式也

会造成设计风格的不同。 

中国货币最主要的制作材料是铜，商朝晚期就出

现了仿天然海贝铜质货币，之后的刀币、布币及圆形

方孔钱无一例外都以青铜为主要制作材料。青铜质地

较硬，成型后不易磨损变形，因而能够保证刻画的文

字、线条流畅与图形的规矩、秩序感。古代西方货币

的制作材料主要以金银等贵金属为主，还有部分的金

银混合物，金银的化学性质稳定，在自然界存在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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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金，不需要冶炼就可以直接用来制造货币。 

在造物过程中，材料的不同直接决定了生产方式

的差异。中国古钱币所采用的主要制作方式是铸造，

就是先在陶泥上刻画钱币形状反书钱币上的文字，然

后将正反两块陶泥合起来制成陶范，再将铸钱所用的

铜料融化，然后倒入铜范预制的浇道中，等待铜料冷

却，打碎陶范取出钱币进行下一步加工。最开始的陶

范是一次性使用的，在陶范上刻画复杂的图案无疑增

加了工作量，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生产效率，不符合

社会生产的发展规律（经济的繁荣导致需要大量的货

币），因而决定了货币内容不可能出现复杂的纹饰图

案，而以线条为主的中国古文字出现在了钱币上。以

铸造为主的制作方式也为钱币上文字线条的流畅感

提供了可能，虽然之后的铸造方式有了改进，但是其

基础的文字内容被保留了下来。在古希腊，由于金银

质软，因而在加工方式上与东方货币有着显著差异，

一般以“打制”为主[6]，就是在青铜或铁板上雕好模后，

将金银或合金放到两块模具中间，用锤子反复敲打，

使硬币两面形成浮雕。青铜质地硬而金银质软，就决

定了模具的磨损比较小，并且可以重复使用，模具浮

雕虽然费力，但重复使用的情况下并不会影响生产效

率，这就为钱币上具象且自由的浮雕内容制作提供了

可能。 

由此可见，东西方货币独特风格的形成与发展跟

制作的材料与工艺是分不开的。自然界中存在着诸多

的原材料，但对最终制作材料的选择充分体现了“人”

作为设计主体的设计思想的体现，即人总是试图快速

准确地达到目的[7]。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是最简单的

方式，通过实践，古中国与古希腊先民分别选择了铜

与金这两种材料，做到了快速而又准确解决事情的目

的。人类的造币的主观能动性表现在对制造材料与工

艺的选择上，并非人类对货币风格、内容的主动选择。

那么为什么对材料的选择产生差异呢？ 

3  自然地理环境作用的比较 

最早的古希腊钱币出现在小亚细亚的吕底亚王

国，吕底亚王国是两河流域的发达地区，处于两河流

域的冲积平原上，虽然土地肥沃但是缺乏矿物等自然

资源，甚至连石头都很少，但幸运的是吕底亚王国首

府萨迪斯的河中有自然的金银矿，因而金银材料因其

珍贵性以及易于加工性成为了商业贸易活动中的首

选货币材料。可见，自然地理环境对古希腊钱币材料

的选择与钱币风格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 

而 古 中 国 钱 币 产 生 于 中 国 文 明 起 源 地 黄 河 流

域。在人类寻找和加工石料、玉料以制造石器、玉

器的过程中，逐步识别了天然铜矿和铜矿石，而烧

制陶器的实践又为青铜的冶炼提供了耐高温材料。金

银等贵金属虽然在铸币过程中也有使用，但是因其极

度稀缺，只能作为上币，并不能满足大量铸造与传播

的使用需求。其他的天然材料如石、玉等，前者因其

普遍性后者因其质地过于坚硬不便加工都没被用做

流通的货币。 

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下，造物者对不同材料、

不同工艺的选择，决定了不同的造物结果，也进一步

说明了人类造物的主观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部

因素影响。同样在当代设计造物过程中，设计师的设

计行为也受到诸如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人文环境、

政策制度等各方面的影响，设计师只有在逐步认识这

些限制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才能逐步地完善设计。 

4  “事”的比较 

东西方货币的本质不在于呈现怎样的风格面貌，

最主要的是基于解决怎样的“事”出现，从而达到利用

现有材料与技术解决所面临之“事”的目的。 

首先是商业流通的目的及方式存在差异。东西方

货币的出现与发展都是基于一个大的背景环境，那就

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需要用一般等价物向

他人“购买”来取代以物易物带来的繁琐，随着地域内

部或不同地域间的经济贸易日益频繁，金属货币的出

现得到了市场参与者的认可，从而达到了货物交换的

目的。古代中国经济量巨大，因而需要大量钱币进行

交易，古代的半两钱及五铢钱将具体的重量用文字写

在钱币上，方便衡量商品的价值，并且在钱币中间穿

孔，便于携带运输。但在古希腊却不然，古代的两河

流域一直处于国家混战的状态，经济体量明显不如古

代中国，因而对货币的需求量也会相应减少，钱币上

也没有明显的计重与计量标记，也不需要穿孔来大量

携带，此外金银等贵金属所铸出的钱币数量在一定程

度上满足了经济发展需求，以至于并没有寻求比金银

更为易得的材料。 

其次货币除了商业贸易外，还作为一种重要的文

化交流媒介，其传播的信息及目的不尽相同。西汉年

间开辟的丝绸之路，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近

年来，在丝绸之路及周边国家发现的不同文化的圆形

方孔金属货币，显示了我国古代经济贸易的繁盛以及

政治机器的强大，由此折射出古钱币在文化传播与宣

扬国威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西方的钱币则重在

传播宗教信仰与政治形态。研究发现，古希腊钱币大

多雕刻具象内容，如国王形象、守护神以及英雄形象

等，在向外扩张时也向其他地区带去了本国铸币，将

货币承载的国家政治、文化、宗家意识形态传播到了

被征服地区。因而铸币的内容与形式也是一种文化意

识形态的载体，而钱币就成了一个国家文化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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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重要媒介。 

另外，钱币也是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载体，东西

方古钱币在艺术的表现内容与方式上存在极大的差

别。在古代中国，人们会将文字刻录在青铜钱币上，

从先秦的金文到篆书、隶书，发展到北宋的行书、草

书、真书，记录了中国文字艺术的演变过程，这也成

为了中国古老的文字或书法艺术传播与记录的重要

媒介[8]。即使后来其他书写方式与传播载体的出现，

也没能阻挡钱币文字艺术在钱币上的应用。尤其是在

古钱币上出现的王莽时期“悬针篆”，北宋“御书三体

对钱（真书、行书、草书）”，宋徽宗的“瘦金体”等，

将中国的书法艺术在一枚小小的钱币上发挥得淋漓

尽致[9]。而在古希腊，雕塑艺术享誉世界，古希腊人

也理所当然地将雕塑艺术运用在了钱币上，主要运用

了 2.5 维雕塑的艺术表现形式，同时通过钱币的流通

将雕塑艺术在周边地区进行了传播。可以说小小的钱

币浓缩了西方雕塑艺术的精华。当然钱币的内容、形

制根据具体功能与应用形式的不同会有所变化。 

中西方人文环境、自然环境不同，造成了中西方

造物者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因而东西方钱币在处理钱

币的问题上，有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形成了不同的形

式与风格。总而言之，“事”的解决方式与手段的选择

会有所不同，即“人工物”的创造性也会出现差异。 

5  结语 

通过对东西方古钱币的比较发现，虽然同为钱

币，但是在表现形式、材料工艺等方面有着极大的不

同，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事”的不同，即造币的目

的在流通方式、信息传播、以及艺术表现等方面的不

同，比如商业流通量的不同决定了东西方钱币孔的有

无，与其他地区信息交流的目的与两地主流艺术类型

的不同决定了内容题材上的差异。不同的应用目的在

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同的政治宗教形态等外部条

件的限制下，选择了不同的材料工艺与表现内容，因

而在表现形式与风格上也呈现了很大的不同。    

设计作为人为事物的科学 [10]，其核心是以人为

本，但设计行为及所创造的“人工物”要遵循一定的事

理规律，既要合情，也要合理。虽然设计过程最终以

“人工物”的结果出现，但是却也是研究“人”与“事”的

过程，“事”的发展又离不开人、物、环境。在设计过

程中，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将理解人与环

境间的自然观、人与人间的人际观、物与环境间的物

用观作为首要前提，再在此基础上对新时代的“人为

事”与“人工物”进行创造性设计。 

参考文献： 

[1] 汪有民 . 简谈中国白银货币化历程及相关问题 [J]. 

安徽钱币, 2012, 4(82): 32—35. 

WANG You-min. A Brief Talk on the History of the 

Monetization of Silver in China and Related Issues[J]. 

Anhui Numismatics, 2012, 4(82): 32—35. 

[2] 王琥. 设计史鉴[M].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10. 

WANG Hu. The History of Design[M]. Nanjign: 

Jiangsu Fine Art Press, 2010. 

[3] 吕杰锋 . 楔形文字与甲骨文的事理比较研究[J]. 艺
术设计论坛, 2005, 4(144): 40—41. 

LYU Jie-feng. Theoretical Comparative Study of 

Sphenogram and Inscriptions on Shells[J]. Forum on 

Art and Design, 2005, 4(144): 40—41. 

[4] 杨 先 艺 . 设 计 概 论 [M]. 北 京 : 清 华 大 学 出 版 社 , 

2010. 

YANG Xian-yi. Introduction to Design[M].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10. 

[5] 李昌菊. 世界现代设计史[M].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
社, 2013. 

LI Chang-ju. History of Modern Design[M]. Beijing: 

China Forestry Publishing House, 2013. 

[6] 唐 秦 . 西 方 钱 币 漫 话 [J]. 中 国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社 , 

1999(3): 120. 

TANG Qin. The Speak of Western Coins[J]. Chinese 

Rural Credit Cooperation, 1999(3): 120 . 

[7] 柳冠中 . 事理学论纲 [M]. 长沙 : 中南大学出版社 , 

2006. 

LIU Guan-zhong. Science of Human Affairs[M]. 

Changsha: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Press, 2006. 

[8] 李芒环, 牛建军. 钱币的故事[M]. 郑州: 中州古籍
出版社, 2014. 

LI Mang-huan, NIU Jian-jun. The Story of Coins[M]. 

Zhengzhou: Plains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4. 

[9] 柴旭清. 中国古代青铜圆钱的演变及历史背景初探
[D]. 济南: 山东大学, 2008. 

CHAI Xu-qing. A Brief Study on the Evolvement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Ancient Chinese Bronze 

Round Coins[D].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2008. 

[10] 柳冠中 . 象外集 [M]. 北京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2012. 

LIU Guan-zhong. The Set Outside Appearance[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