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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汇

一、银币的真假鉴定
（一）作伪手法
1.翻模假币
很多假币是采用翻模法铸造的，又称翻砂假币。

工艺与加工金属首饰的失蜡铸造工艺流程相似。手法
为用一枚真品银币作母钱，先翻一次石膏模，导出蜡
形，再将蜡形精修一遍，后将耐高温细泥浆淋至蜡型
表面，并撒细沙在泥浆表层，反复多次，使之形成完
整的型壳，干燥后加温使蜡质从预留小孔熔出，形成
空腔，再依孔浇铸金属液体（按比例的银、铜、锌等
金属溶液）。完成浇铸后冷却去壳，此时钱币边缘上
有隆起的台基，再打磨、做旧，一件高仿银币就成形
了。但其缺陷主要在边齿，无法精细到像真币边齿深
峻，更无法做出边齿间的弦纹。另有气孔收缩形成的
“砂眼”以及表面粗糙或凸瘤状的粘砂、毛刺。

2.改刻字法
这种作伪通常用低价银圆改刻成高价名誉品银

圆。手法采用找近似银圆，通过局部加银后改刻，常
见有甘肃加字袁世凯像壹圆银币、湖北本省库平七钱
二分银币、湖北省造改湖南省造；或多比划字巧妙改
成少比划字；或加盖苏维埃硬戳袁世凯像壹圆银币，
袁世凯像壹圆改刻鹰洋边等。用30倍放大镜，观察细
节及银币颜色，可见破绽，因为加银成分很难和原银
币金属成分一致，加之局部微创需要添加催化剂如硼
砂，使其烧结，再改刻打磨，此连接部位泛白，与周
围银色明细不同，显突兀。

3.假墨戳法
墨戳银币开始大量出现假墨戳真银币牟利的现

象，而且从之前壹圆主币向广东银辅币蔓延。用墨戳
掩盖银币的瑕疵，迷惑性极强。这种作伪成本很低，
橡皮刻一下，一个墨戳就出来了，价格能翻几倍。还
是选用30倍放大镜，观察墨迹，老墨戳墨迹较厚，带
有层次感，经年氧化已深植于银币表层。反观新做墨
戳，浮于表面，没有厚实的层次感。

4.假鉴定公司盒子币
评级币由第三方钱币鉴定公司背书，假币入盒全

额赔付，解决了新手的进入门槛；又封装技术高超，

能最大限度保护钱币，并且特别适合网络交易。自
2018年开始便火爆上涨，到目前价格一发不可收拾，
有的翻了十几倍。但也使得造假盒子币开始大量出
现，这类盒子币通常仿照权威钱币鉴定公司的盒子，
并配以假币牟利。其实只要仔细观察盒子的防伪暗
记，并使用盒子上预留的编码输入鉴定公司的官网与
数据库钱币比对细节即可获知真假。

5.臆造币
这是非常特别的一类钱币，臆造币的产生主要

发生在民国时期，当时军阀混战，政府控制力减弱，
各造币厂行政处于真空状态，业务无法正常经营，造
成欠薪不发，陷入裁员关张的窘境。在此背景下，各
造币厂自谋出路，利用自身技术和设备，承接各种币
章加工活计，以谋生存。这正中不肖商人下怀，其利
用此机会，凭空想象或移花接木创造出一批官方未发
行过的货币，利用藏家的猎奇心理，再以高价出售，
牟取巨额利润。其中以上海“麒麟钱币社”最为代表
性。这些臆造币章按今日的市场接受程度，既可以说
是老假币，又可以说是民国时期钱币收藏的一支另
类，非常微妙。究其原因，可能源于其部分由造币厂
代工，部分由造币厂匠人私铸，其造币工艺往往较为
精湛，图文精美，不输官方发行货币，且铸造量较
少。特别是近两年来被广泛认可，市场价格往往比官
铸普通货币高出很多。

（二）鉴定方法
1.看材质
真的银圆首选是有压手感，银币的整体手感非常

细腻。而一般的地摊货低仿银都是用杂金属镀银，拿
在手上感觉很飘，壹圆银币真币的重量通常为27克左
右，而低仿假币通常不到20克，差距较大。假银币整
体感觉也很粗糙，币面金属结构明显毛糙。

2.看包浆
真币包浆是自然环境下漫长氧化形成的，根据

不同的地域、湿度以及周围催化元素形成各种色彩包
浆，有黑包浆、酱色包浆、黄油包浆、五彩包浆（多
形成于南方）、薄灰绿色包浆（多形成于北方）等，
通常色彩过渡自然，与钱币浑然一体。而假包浆币往

摘要：近年来，随着机制币收藏群体不断壮大，钱币拍卖市场的火爆，网络交易平台的快速崛起，第三方
钱币鉴定公司的专业化保障，机制币价格连创新高，盛况空前，各种假币也是层出不穷，使钱币爱好者蒙受经
济损失，失去了原本透古通今，追求历史、文化、艺术的乐趣。本文分享了一些钱币鉴别技巧，以期各位藏家
能避开陷阱，去伪存真。限于时间的仓促和知识的局限，使得本文难免产生偏差遗漏，还望各位泉友同好不吝
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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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急功近利，唯利是图。包浆作伪也是各显神通，市
面上常见的有银做旧液，其颜色如碘酒，成分主要是
硫化物，擦拭或浸泡银币，瞬间形成黑紫色包浆并微
泛蓝色。这种包浆浮与钱币表面，色彩极不自然。包
浆作伪其手段又分两种：一种真币假包浆，钱币本身
有瑕疵而且是洗白币，用来骗新手充当老包浆银圆获
利；另一种是假币假包浆，纯粹诈骗行为。

3.看字口、底板
真币由专业雕模师手工雕刻模具，如耳熟能详的

意大利籍著名雕刻师路易·乔治（LuigiGiorgi），再由
大型锻造机铸打，所造银币底板光洁细腻，字体挺拔
犀利，与底板连接处交代清楚，没有黏连的圆弧感。
图案精美，所铸龙纹龙鳞历历可数，所铸人像发丝清
晰、眼睛炯炯有神。假币如采用失蜡法，边齿一般较
浅、边齿间无弦纹，往往在银币底板会留有小沙眼、
小凸点或毛刺，用30倍放大镜仔细观察，定有破绽。
若采用机器铸造，这就需要制钢模，而官方所造银圆
的祖模雕刻师都是大师级人物，刀法老辣犀利。反观
伪作，模具由匠人雕刻，因模仿只是生搬硬套，观察
细节，多少会留有运笔不畅、图文粗细不一等破绽。
并且锻造的机器是小吨位机器，压力无法和造币厂相
提并论，故银币成品字体立体感不够，显平软，字体
底板连接处黏连成大圆弧形，底板也达不到镜面效
果。目前还有一种高仿银币，采用接近造币厂工艺的
机器铸打，然而压力仍旧不够，故采用98%银含量币坯
（官铸为九成银），因为银属性软，这样可以弥补机
器压力不足的缺陷，铸打出精美的银币，但测一下金
属成分，则立显原形。

4.测金属含量
确认金属成分和重量对银圆辨伪非常有用。现在

专业钱币鉴定公司已经使用无伤金属分析仪测试钱币
金属成分含量，以佐证钱币真伪。如广东省造银圆，
面额5种：主币库平七钱二分银币，含银量90%；辅币
库平三钱六分，含银量86%；库平一钱四分四厘、库平
七分二厘、库平三分六厘，含银量均为82%，根据所测
得的数据，比照造币厂当时的铸造工艺，比对成分比
例是行之有效的鉴伪手段。

二、银币的品相鉴定
（一）整体打制状态
一般一批银圆有选择余地的话，尽量选打制深

峻的钱币，以文字、图案、内马齿、边齿为要点，这
种钱币赏心悦目，人见人爱。通常是开模不久的初打
币，晚期模具老化，所铸银币图文就显模糊，甚至出
现模伤币也不足为奇。

（二）保存状况，包浆等
现如今钱币收藏者均把品相放在了第一位，品

相好的普通种类银币市场价格不输品相差的稀少品种
钱币，这完全颠覆了老一辈钱币收藏家品种为先的价
值理念。但细想也有其合理的理由，即近一个世纪的
钱币能保存到出厂状态是凤毛麟角，况且所见之美非
常直观。一般选30倍放大镜无大划痕或毛丝较少无磕
碰的钱币为佳。包浆审美则见仁见智，一般环五彩包
浆、金色包浆最为藏家追捧。

（三）戳记的趣味
“戳”是银圆中常见的情况，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会对币面造成伤害的硬戳或钢印，另一种是不
会对钱币底板造成伤害的软戳，即墨戳。银币上加盖
戳记是钱庄为了检验银币的真伪。戳记开始仅是简单
符号，后期发展成了各个钱庄的代表文字。银币在实
际流通时打上硬戳记对其使用价值几乎没有影响，但
是流转时间久了、戳记多了，币面就变得满目疮痍有
碍美观，甚至造成银币分量的流失，于是诞生了另外
一种不伤银币的戳记——墨戳。这样一来钱庄商号印
章上可以容纳更多的文字图案，把钱庄的信息盖在银
币上。自从墨戳出现以后，墨印文化欣欣向荣。印章
几何图形争奇斗艳，因此墨戳文化是集书法篆刻于一
体，具有极高的鉴赏价值和收藏价值。到了民国后
期，字体逐渐转向印刷体，墨色也由黑色发展成紫、
红、蓝等颜色。也有不少用于民间交流、作礼金之用
的老银圆，在银圆上贴红纸墨书“日进斗金”“福禄
寿喜”等字样，或贴上红色“囍”“寿”剪纸粘于银
圆上表达祝福的心意。这类银圆所具备的文化底蕴和
内涵，深受钱币收藏爱好者青睐。

三、结语
银圆收藏是一次浪里淘沙的升华，是一种博古通

今的爱好，更是一种心态的历练。只有不断学习，多
实践上手，掌握市场动向，才能在收藏中不断进步，
不断提高自身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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