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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元传承，传情也传富
银元谐音“姻缘”。在讲究天圆地方的

中国，圆形象征着美美满满，团团圆圆。自
清末民国开始，普通老百姓每遇婚嫁乔迁
新居，喜欢在箱子柜子里放上几枚。有些
地方，至今还流传着女儿出嫁要用老银元
陪嫁，用来“压箱底”。

老一辈说，把银元放在箱底，让出嫁
的女儿“图个吉利，留个念想”。

前不久，建宁县濉溪镇鑫珑公馆小
区，在婚礼的早晨，“95后”新娘肖女士的
父亲，从男方带来的聘礼中，拿出6枚银元
作为给予新娘的压箱钱，并额外添上几枚
自家传下来的银元。

“我还留着几块，等做外公时，用作见
面礼。”肖女士的父亲说，这是传下来的习
俗，象征着圆圆满满，多子多孙多福。在这
温馨的祝福中，亲朋喜笑颜开地将这对新
人送往新的生活起点……

在黄埠乡荣辉金银首饰店，店主黄荣
辉在给客户介绍银元的细节和价格。他回
忆，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男方
家没有百八十个银元都不好意思上门提
亲；进入九十年代，由于市场上新版银元
的介入，很多人因为拿不到旧版的银元，
逐渐出现“折现”的现象，以男女双方约定
的银元数量，按当时行情折价成现金，但
是老祖宗的规矩也不能少，至少要几个

“成双成对”的银元，用于结婚当天摆盘，
每枚银元上都要贴双喜字。

“近些年来，大部分人在谈彩礼时，没
有银元要求，部分女方家有要求，也以六
枚、八枚为主，既有传承的意义，又不再追
求数量。”黄荣辉说，普通百姓家的银元，
大部分只在婚姻嫁娶中流通，市场上流通
的真银元越来越少，便有了高仿银元的市
场，不同于网购平台上几元钱的低仿，高
仿银元可以确保其成分也是银，工艺精
美，甚至包浆都做得很到位。

市民张爱香说，去年儿子成亲时，亲
家要求八块银元，自家传下来只有两块，
本来想折算钱给亲家，女方父母坚持想要
为女儿添置几块银元作为传家宝，一时间
找不到可靠的购买途径，于是买了几块高
仿银元，儿媳也同意，认为就算花高价买，
也不一定能买到正品，婚后银元被儿媳收
着，表示将当作一种纪念。

不少女性都认为，结婚时收到的银
元，不同于新款的黄金，银元特定的形式
和工艺，既有历史意义，更有纪念价值，每
当看到这些银元时，脑海中一定是当年父

母送自己离开家时的场景。
家住尚和国际小区的“70 后”何月香

女士回忆，在多年前的一天，母亲把姥爷
赠与的嫁妆“民国三年铸造的袁大头银
元”，转送给了兄弟姐妹三人。“说是每人2
块，不偏不倚”。此后，她把自己的银元视
如珍宝的一番“包裹”防护起来。

“父母早已不再陪伴左右，每当看到
或者想到这块银元，脑海中总会闪过兄
妹几人小时候在父母跟前生活的情景。”
何月香说，虽然它没有太高的经济价
值，却传承了无价的亲情，更蕴涵着独
有念想……

市民黄翠兰也分享了自己和银元的
故事：1996年结婚时，父亲给了20块银元，
用红布包着，父亲告诉过她，除了祖传下
来的银元，平日里哪里有卖银元，就买了
留着，等结婚嫁娶就送给孩子们。那时，家
里并不富裕，但为孩子攒银元的观念，好
像已经刻在了大部分农村父母心里。

“村里有个光棍汉，那年要娶媳妇盖
房，就把家里银元拿出来卖，满满一石槽，
10元一块，父亲家里大部分银元都是从他
那买的。”黄翠兰说，传下来的袁大头成了
家里的传家之物，后来，买房缺钱，心里不
舍，还是打了银元的主意，出了几块给好
友，心里难受好久，也想过干脆全出，但还
是咬牙坚持下来，卖出容易买回难，剩下
的还是决定留给孩子。

从这些故事中，可见银元作为传承流
通的一些原因：父母不在，可睹物思人，缅
怀先人；生活拮据时，可及时变现，解决眼
前困局。

如今，银元今比昔贵，贵在念想、贵在
传承、贵在货币升值。因而，银元传承，既
传情谊也传财富。

收藏什么样的银元才会增值
今年 36 岁的曾云巧，从外地嫁到建

宁，有一天在老房子家中收拾，扒出一个
小方盒，里面是结婚时婆婆给的15块“袁
大头”银元。

“当时，看着很旧，并不知道是什么
有价值的东西。”曾云巧说，翻出来后，
在小红书上发帖询问，没想到引起不小
关注，好多网友给出估计的价格，还留
言“卖不卖”，这才知道这些银元竟然价
值几万元。

看着银元上的一些污垢，她便倒在
盆里，滴上洗洁精，用清洁球努力擦起
来，倒掉污黑的水，耐心地用面纸一一
吸干水分。

“好一枚锃亮亮的袁大头，正面‘中华
民国十年造’每个字都清清楚楚，袁大总
统的面容清晰得似乎连胡须都能一根一
根的数出来，因为用力过猛，上面有了轻
微的划痕。”曾云巧说，她拍好照片，便立
马发了朋友圈。

没想到朋友圈下一片热闹。“这袁大
头怎么保存得这么好？成色这么新？”突
然有人问。“我刚洗的呀！用清洁球擦了
半天呢！”谁知此言一出，引来一片批评
和可惜声，“你真傻呀！你这擦掉的是钱
啊！你眼中的污垢，是岁月的包浆啊！”

“本来是高价值的传家宝，现在价格肯定
受影响！”

由于缺少收藏常识，曾云巧百度
后，才知道老银元成分的标准是九银一
铜，即90%银、10%铜，包浆是由于长期
与空气等接触形成的氧化物，它是层层
累积下来的历史见证，有其独特的价值
和意义，借助一些化学试剂或一些日常
清洁用品，可以擦掉表面的包浆，但同
时，也失去了原有的年代感，从而影响收
藏价值和市场价格。

如今，银元市场的热度持续高涨，热
闹的银元微拍与直播鉴宝，让越来越多年
轻人关注银元收藏投资。然而，作为理智
的投资者，应该意识到，银元市场不够稳
定，背后隐藏的风险不可小觑。

黄荣辉收藏银元主要在 2008-2010
年，投入资金到农户家收购，算是不错的
时机。

黄荣辉坦言，银元现在的投资很难
了，过去银元就卖个银价，假币少，袁大头
这种真币价格才100元左右，就算龙洋，也
不过200元。现在银价没涨，袁大头却涨到
1200 元左右，可见，其中的造假利润极其
丰厚。同时，常有外地古玩老板来找他回
收从百姓家中流出来的银元。

“收藏什么样的银元才会增值？这是
很多顾客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黄荣辉
说，收藏市场中有很多类的银元，但很多
人并不懂得如何选择，特别是一些新手，
可能买回家的银元，并没有太大的收藏价
值，在价格上更没有升值空间。

经手过很多婚姻嫁娶彩礼的银元，黄
荣辉说，他见过的有龙洋、袁像、船洋、开
国纪念币甚至鹰洋、站洋等，但是相对来
说前三者居多，很多购买银元的人，对银
元的知识并不了解，比如，银元一共发行
过几个年份？几种面额?每种银元的图案是
什么样？

黄荣辉介绍，仅就袁像，银币主币“壹

圆”面额，一共只发行了民国三年（1914）、
民国八年（1919）、民国九年（1920）和民国
十年（1921）四个年号，其铸造跨度从1914
年至 1951 年，总发行量超过 7.5 亿枚，其
中三年、十年发行量最多，类似这样的常
识，是投资收藏前必须做的功课。

了解银元常识，就是为了区分出哪一
个银元版本更加珍贵。银元大多出自清末
民初，在这个时期，社会经济条件不好，且
社会并不稳定，不同种类银币的存量有很
大差距。所以说，要选择精品，也就是存世
量较少的银元。

“在保证银元是正品的前提下，还要
看品相，好品相自然收藏价值高。”黄荣辉
表示，至于如何分辨银元的真假，是大多
数收藏者和投资者存在的最大问题，对于
不同品种的银元，有不同的观察方法，需
要用心学习和观察。

如何鉴别银元真假
听声音。利用银元相互撞击发出的声

音来辨别。用一个指尖向上轻轻顶住银元
的中央，用另一枚银元撞击这枚银元的边
缘部位，发出的声音清脆、柔和，是真银
元。如声音发尖而高，带有铜声，是含铜很
多的低成分假银元。如声音低而嘶哑，周
边不一致，就是包皮、挖补的假银元。一般
假银元的声音多半尖短而低闷。

看外形。看外形结构，注意观察银元
的颜色、花纹、图案、大小、厚薄等是否正
常，有无经过酸洗、锉边、包皮、挖补的痕
迹及是否为私版银元等不正常现象。一般
来说，假银元的直径比真银元稍小些，只
要用同等体积的假银元与真银元比较一
下，即可辨出真伪。

验边齿。由于真银元是机制版，其边
齿细致匀称，规整划一；而假币的边齿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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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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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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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补银元，就是假币。

酸检验。在民国三年袁大头银元上滴
上一滴硝酸，如发现银元冒绿泡或变
黑，就是成分不足或假银元。而铜芯银
元只要是一触及硝酸，便会失去光泽。
如是镀银，镀银表层很容易脱落，且脱落
部分极易生锈。

11月18日上午，三
元区列东江滨古玩市场
（雅藏园） 里，锣鼓喧
天，旗袍走秀——市收
藏家协会 2024 年古玩
盆景艺术品大型交流会
拉开帷幕。古玩摊位熙
熙攘攘，盆景奇石联袂
展出，吸引了不少市民
来赏玩。

今年的交流会，我
市盆景爱好者亮出了许
多培育多年的精品盆
景。罗汉松、五针松、兰
花、柳叶黄杨、赤楠、狼
尾蕨等各种盆景，或屹
立奇石之上，或攀援枯
木朽根，虬枝丰茂、苍翠
挺拔，芳香四溢。“这些
都是我市盆景爱好者的
作品，好的盆景大多要
养8年，最贵的价值20万元。”盆景爱好者
章永斌说。

更让人称奇的是盆景与天然奇石组
合，让大熊猫、华南虎、海豚、飞天、月亮等
各种形状奇石妙趣横生。“你看，这方汀州
凤凰石像‘马’字，配上兰花，就有了儒雅
气。”章永斌说。

近年来，我市盆景爱好者队伍不断发
展壮大，目前加入省花协协会的盆景爱好
者有60多人，其中中级盆景师2人，高级盆
景师3人、大师级盆景师2人（李荣光、邓帮
权），李荣光在沙县高桥设立基地，有盆景
2000 多盆。盆景已成为我市苗木花卉行
业的一大亮点。

当天，列东江滨古玩市场上，来自江
西、我市的藏家还摆出近30个摊位，交流
木雕、钱币、像章、古瓷器等古玩，不少市民
前来淘宝，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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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流转里的银元
●建宁记者站 饶丽英 文/图

一枚小小的银元，见证着一段历史，承载着太多
往事。

银元俗称“大洋”“洋钱”或“花边钱”。银元
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是银本位制国家的主要流通
货币，大约在明万历年间银元流入中国。

清乾隆五十八年，清政府首次在西藏铸行“乾隆
宝藏”银币。道光年间，台湾、福建等地也曾仿制银
元，称为银饼。光绪十六年（1890年）清廷开始正式
铸造银元“光绪元宝”（即龙洋），各省纷起效仿。民
国时期建立银本位货币制度以后，也以银元作为主
要流通币。银元是近代币收藏的重要币种之一。

据 11 月 11 日价格监测，与上周
（11月4日，下同）相比，市区31种主副
食品集超均价11跌9涨11平。其中：

粮油价格运行总体平稳 每 500
克富强粉2.53元，下降8.7%；每500克
粳米2.88元，上涨5.5%；每500克标准
粉 2.6 元，晚籼米 2.39 元，每 5 升桶装
压榨花生油 123.23 元，大豆调和油
68.34元，价格持平。

猪肉价格小幅调整 每 500 克瘦
肉 18.06 元，上涨 5.4%；每 500 克肋条
肉13.44元，下降6.3%。

禽蛋价格稳中有跌 每 500 克鸡
蛋 6.11 元，下降 1.9%；每 500 克鸭蛋
8.45元，价格持平。

蔬菜价格有涨有跌 每日监测的
10 个品种蔬菜价格 5 涨 5 跌，整体呈
现持续下跌趋势，平均下降0.10元，平
均跌幅3.1%，均价为3.15元，其中有6
个品种每公斤在6元以下。（李丰涛）

市区一周主要食品
价格动态

商品名称
粳米
富强粉
猪精瘦肉
猪肋条肉
鸡肉
鸭肉
鸡蛋
牛肉
羊肉
虾

大白菜
黄瓜
油菜
西红柿
花菜
圆白菜
上海青
土豆
胡萝卜
空心菜
苹果

商品规格
标一

特一

鲜精瘦肉

鲜肋条肉

白条鸡

白条鸭

新鲜完整

新鲜

新鲜

活体长10cm左右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中等

计量单位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11月11日
2.88

2.53

18.06

13.44

13.69

15.66

6.11

40.9

33.48

31.9

2.01

2.65

3.45

5.77

4.09

1.93

2.99

2.13

2.91

3.52

5.93

11月4日
2.73

2.77

17.14

14.34

12.27

15.18

6.23

41.1

34.73

31.7

2.13

3.03

2.85

5.95

5.39

2.31

2.87

2.05

2.88

2.99

6.37

涨跌幅度%
5.5%

-8.7%

5.4%

-6.3%

11.6%

3.2%

-1.9%

-0.5%

-3.6%

0.6%

-5.6%

-12.5%

21.1%

-3.0%

-24.1%

-16.5%

4.2%

3.9%

1.0%

17.7%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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