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统元年上海四明银行的贰圆
纸币并不是王天扬所有藏品中最值
钱的纸币，但它是王天扬最爱的藏
品，没有之一。为什么呢？

王天扬说，首先，上海四明银
行是宁波人周晋镳、陈薰和虞洽卿
等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年）
创办的一家银行，从清政府取得银
行券发行权。四明银行发行了壹
圆、贰圆、伍圆和拾圆四种纸币，
其中贰圆比较少见。其次，这张纸
币上加盖了地名：两处加盖宁波，

一处加盖海门，为什
么会出现这

样 的 加 盖
是 值 得 研
究的。
王 天 扬

得到这张纸
币的经过有
点 曲 折 。

2014 年，王天
扬在上海的一场
拍卖会上首次见
到这张纸币，当

时的起拍价为10万元。因囊中羞
涩，王天扬与之擦肩而过。

2015年在北京的一场拍卖会
上，这张纸币又一次出现。王天扬
没去拍卖会现场，委托朋友代为拍
卖，不巧的是朋友临时有事，错过
了拍卖。

让人欣喜的是，2016年，在
中国历代纸币交流群的微拍中，此
票再次出现，王天扬终于以8万余
元的价格将它收入囊中。

2016年12月，王天扬的《宁波
港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
位、现状及发展》一文获得了宁波市
钱币学会组织的课题研究二等奖，
文中使用的藏品图文中，就有这张
四明银行贰圆。

王天扬还撰写了多篇研究纸币
的文章，如《纸币上的宁波美景》
《中国银行廖仲恺像纸币发行夭折
之回顾》《中国最早的叁元纸币》
《珍贵的护国战争军用票中国银行
伍圆》等，这些文章发表在《宁波
钱币》、《中国钱币界》等期刊上。

记者 陈爱红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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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收藏纸币的时间
不太长，但80后藏友王天
扬已系统地收集了6000
多张近现代纸币。这些纸
币有的记录了宁波的自然
风景，有的见证了宁波的
金融历史。王天扬说，只
藏不研，那所拥有的藏品
不过是一堆旧纸，学习和
研究藏品背后的文化才是
收藏带给他的最大乐趣。

王天扬是嘉兴人，2006
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宁波从事国
际货运工作。

从小有着集邮爱好的王天
扬刚工作那会儿玩了一段时间
的银元，后来因为高端银元价
格太高，加上假货层出不穷，
他就放弃收藏银元而专攻民国
纸币了。

纸币不仅印刷精美而且信
息含量大，还凝聚了当时最先
进的印刷技术，更重要的是，
王天扬觉得，相对而言，对纸
币的真假辨识比其他藏品要容
易一些。

2011年10月的一天，王
天扬花了30元在钱币天堂网
站上竞拍到了他的第一张纸币
藏品——浙江地方银行伍角。
该纸币的正面图案是西湖边的
光华复旦牌坊，品相很不错。
渐渐地，王天扬从网上竞拍，
从其他泉友（收藏钱币的藏友
昵称）处购买，开始了民国纸
币收藏之路。

王天扬收藏的纸币不仅图
案精美品相好，而且这些纸币
大多与宁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

王天扬说，中国近现代金
融史中活跃着大量宁波籍人
士。从晚清到民国，宁波人筹
建或创建、参与、经营的钱庄
和银行很多。宁波钱庄的过账
制度后来演变为全国通行的划
账制度。仅民国时期发行货币
的“四大行”和“八小行”
中，有宁波人身影的就有3个
大行和6个小行。宁波历史上
有大量的钱庄、银行，甚至还
有造币厂，在宁波收藏和研究
纸币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和
现实意义。

我国发行的五套人民币中，
1948年开始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
品种最丰富但存世量最少，王天扬
开始涉足第一套人民币收藏的时候
竟在这上面栽了两次跟头。

2012年6月，王天扬在嘉兴一
古玩市场上看到了一张第一套人民
币中的无水印“壹仟圆”运煤与耕
地的纸币，纸张较厚实，图案也有
一定质感，当时的市场价是5000
元左右，但老板开价只是市场价的
一半。王天扬以为自己捡到漏了，
就买下了这张纸币。

回到家后，他把这张纸币和网
上大型拍卖行公布的拍品图进行了
比对，发现了问题：真票中的“壹”字
下部有一个白点的暗记，且图中石
头是有层次感和阴影的，而他买的
这张纸币上都没有。他与泉友交流
后，才知道买到了老假票。所谓老假
票，就是和真票同时代印刷的假票。
为什么会有这种假票呢？原来，在新
中国成立伊始，国民党为了扰乱新
中国的金融秩序，曾经造了一批假
币投放到大陆。

吃一堑长一智，此后王天扬到
处找第一套人民币的资料看，就在
他以为自己“修炼”得差不多的时
候，没想到竟再遭“重创”。2014
年底，他在上海卢工邮币卡市场上
看到了四张第一套人民币，当时的

市价约1万元/张，老板开价3千元/
张。对着强光源，这些纸币上的满
版五角星水印清晰可见，王天扬信
心满满地买下了这四张纸币。

回到家后，王天扬与泉友们一
交流，发现又不对了，原来有造假者
已经攻克了五角星水印的制作。

赝品是最好的教科书。在这之
后，王天扬和第一套人民币“较上
劲”了。他反复将假票与网上的真
票图进行对比，还挤出时间去上
海、北京等地观摩拍卖会，品鉴第
一套人民币真品。

2015年5月，王天扬终于遇到
了真正的第一套人民币纸币。那是
在金钟茶叶市场周六的早市上，王
天扬和朋友先是看到了两张第一套
人民币纸币，他把这两张纸币和心
里记住的第一套人民币纸币的诸多
特征一一比对。这时，卖家发话
了：“500 元一张，要的话你拿
去。”王天扬二话没说，买了下
来。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没想
到卖家慢悠悠地从怀里掏出一个信
封，从信封里又取出了两张第一套
人民币纸币！王天扬说：“您还有
几张？全拿出来给我看看吧。”就
这样，加上刚刚卖给王天扬的两
张，卖家一共拿出了21张。王天
扬花1万元全买了下来。这一次，
王天扬没有看走眼。

这张纸币的图案中有一座山，很
多人说是招宝山，对此王天扬有疑
问：招宝山一面连着大陆，而图中的
山怎么四面环海呢？后来他从镇海档
案馆找到了两张老照片，证实纸币上
的山不是招宝山而是虎蹲山。在上个
世纪70年代，虎蹲山由于影响航道通
行而被炸平了。

民国镇海县辅币代用券壹角
（长98mm，宽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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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纸币正面整体为绿色，上方
有双龙戏珠图案，右边有晚清第一重
臣李鸿章头像，背面有汉文和满文两
种文字写的管子的文章《币乘马》。尤
为难得的是，在右上角有一枚“文炳
珍藏”的印章，这表明民国时期纸币
收藏大家顾文炳先生曾收藏过此币。

宁波人严信厚是中国通商银行的
总董，中国通商银行的纸币可以在上
海和宁波两地通兑。在王天扬收藏的中
国通商银行加盖票系列中，有两张比较
有趣。这两张面额为伍圆的纸币上不仅
加盖了“甬”，还加盖了数字，16和26，
但是数字的写法不是阿拉伯数字，而是
传统社会行业中为记数记账书写方便
而临时使用的一种数字符号。

中国最早的叁元纸币
（长154mm，宽100mm）

中国通商银行加盖票
（长150mm，宽82mm）

在宁波收藏
和研究纸币有优势

两次在第一套人民币上栽了跟头

花了两年将四明银行贰圆收入囊中

这些钱
你见过吗？

【藏品共赏】
甬甬上上
藏藏友友

宣统元年上海四明银行发行的贰圆纸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