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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向阳

从十来岁起就喜欢

作为老济南人，孟昭军从
十多岁的学生时代起，就非常
喜欢历史，喜欢摆弄点老家
什，当时家里还藏着一些老辈
祖传下来的古钱币，他常拿出
来揣摩欣赏，久而久之，对古
钱币产生了兴趣。上世纪80年
代，孟昭军开始了收藏之路，
成了文化市场、文物店、博物
馆里的常客。他的业余时间几
乎都放到了研究古币上，边淘
宝边学习，除了从相关的专业
书籍中汲取营养，还到博物馆
去学习，与藏友们交流经验。
几经寒暑，他成了颇有名气的
古币藏家。

“当时，我工资并不算高，
一个月的收入除了生活开销，
剩 下 的 全 部 投 入 在 了 收 藏
上。”孟昭军回忆起当年说，收
藏的乐趣是寻寻觅觅。除了本
地的文化市场，他的足迹遍及
国内其他一些城市和乡村。为
了寻找中意的藏品，经常利用
业余时间奔波数百里、上千里
去外地淘宝。起初，家人对他
把工资和时间花费在收藏上
很不理解，也有过激烈的反
对，但最终被孟昭军的痴迷所
折服。

孟昭军认为，自己最大的
快乐是收获知识。在收藏古钱
币的过程中，不但要学习历史
知识、铸造知识、古文字、古代
经济等，还要通过实践进行辨
伪。越是接触得多，越觉得古
钱币博大精深。孟昭军循序渐
进地掌握了解钱币的铸造年
代、形制特点以及鉴定方法
等。在他看来，淘到一件自己
满意的古币不仅是对眼光和
知识的考验，还是一个学习和
提高的过程，这是一种莫大的
快乐和享受。然而，这也是苦
中作乐的事情，“就像有些藏
友说的：苦苦寻觅，苦苦思索，
苦苦参阅，苦苦比照，其中的
甘苦只有自己才能知道。”孟
昭军说。

回忆当年的淘宝经历，孟
昭军还说起了一些当时打过
交道的老相识。“上世纪80年
代，马未都时常来山东淘宝
贝。那时他还不像现在这么出
名，常在文化市场转悠，老马
主要是玩瓷器和家具。虽然当
时大家玩的不是一个品类，但
时有接触。”在孟昭军的记忆
里，当年的马未都穿双布鞋，
很朴素，言语不多但举止谈吐
很有涵养。他看东西很准，说
话让人信服，而且砍价很有学

问，能照顾到双方的利益，买
卖成交双方皆大欢喜，也培养
了长期的关系。很多圈里人都
认识他，人缘很好。

古钱币也是时代的缩影

孟昭军认为，当下收藏不
要抱着捡漏的心态，能买到物
有所值的东西就算是捡漏了。
多年前，在德州一个文化市
场，孟昭军和几位藏友看到一
个摊位上有枚王莽时期的布
币。王莽当政时，多次改革币
制，他托古改制，恢复了已废
止200多年的布币。这枚布币
成色比较新，开始大家都认为
这是一枚赝品，谁也没在意。
孟昭军反复研究后认定，这枚
布币不论从版别、铸造、材质，
还是悬针篆等方面考虑，确是
真币无疑。于是他把这枚布币
收入囊中，经行家鉴定果然是
真的。

2009年，孟昭军在文化市
场看好了一枚“米书”大观通
宝钱。“米书”大观传为米芾所
题，与宋徽宗“瘦金体”大观通
宝相比，“米书”风姿卓然，别
有一番意趣。然而，还没等孟
昭军出手，这枚古钱就被一位
藏友抢先收走，这让孟昭军嗟
叹良久，茶饭不思。然而，没想
到的是，过了一段时间，那位
藏友因对这枚古钱存疑，又把
它退回给了卖主。孟昭军庆幸
地买下这枚失而复得的古钱，
他说：“收藏讲的是缘分，是你
的就是你的 ,别人抢也抢不
走。可谓随缘而来随缘而去一
切皆缘。”

在孟昭军看来，这些长着
锈迹的老钱，虽然并不都昂
贵，却是历史的见证，它们默
默诉说着朝代的兴衰和变迁，
是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艺
术状况的反映，凝固了波澜壮
阔的历史风云。可以说，手握
一枚小小的古钱币，即可以触
摸中国历史的脉搏。“收藏古
币，就是寻找历史的真实面
目，寻找一个个时代的缩影。”
孟昭军说。

在收藏中孟昭军体会到，
收藏古钱首先要熟悉历史，要
熟悉和掌握货币史，要具备钱
币学的知识。每一种钱币都有
其特有的故事，在收藏过程
中，要了解和钱币相关的发行
背景、流通环境等知识，这比
获得钱币更重要。“比如这枚

‘蒙疆五角’，它是抗战时期由
日伪‘蒙疆银行’发行的，制作
堪称精美，反映了当时较高的
铸造工艺。但它记录着一段令
人悲愤的历史，也记录着日本
侵华的罪证。”孟昭军说，“另

外，像在钱币收藏市场上比较
受欢迎的一系列咸丰大钱，则
记录了清朝统治者转嫁财政
危机的历史。”

珍贵古钱是作伪重灾区

在收藏古币的过程中，难
免会有“打眼”的时候。孟昭军
说，即使“打眼”也是一种提
高，因为上当买赝品也是一个
学习的过程，可谓“吃一堑，长
一智”，这种教训可以增长知
识，避免今后再吃亏。

孟昭军介绍，目前市场上
还有利用“筒子钱”进行造假
的现象。有的造假者用特殊胶
水将一堆不值钱的古币或者
作伪的假钱粘在一起，再挑两
枚较少见的古币粘在表面，通
过酸咬、土蚀等方式整体做
旧。经常就有想发财的人，看
外面的钱不错，觉得里面可能
有好东西，买个筒子钱，敲开
一看，结果发现里面全是假
钱。“所以不要总想着捡漏，你
想捡别人的漏，其实别人也想
捡你的漏。”

对于当下的收藏热，孟
昭军认为，收藏重要的是要
有个好心态，一定要戒贪。现
在一些收藏“捡漏”暴富的传
奇故事充斥民间，让有些初
入钱币收藏的人产生“一夜
暴富”的幻想。“虽然前几年
古钱币市场升温很快，但企
盼钱币藏品快速升值致富是
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如果
不 掌 握 行 业 规 矩 和 专 业 知
识，只是看上两本书、听有些
卖家讲讲故事，尤其是有些
卖家拿诸如‘祖传’、‘扒房
子、挖地基时发现’之类的故
事说事，盲目买入，往往上
当，甚至导致‘一夜暴负’。”

孟昭军称，那些传世稀少
而非常珍贵的古钱币，往往是
作伪“重灾区”。对于初入门的
爱好者来说，从清钱入手比较
合适，清钱的收藏难度普遍比
较低，因为从时间上清朝距离
我们比较近，相对来说这个朝
代的钱币存世量比较大，便于
藏家收集入手。“一般应从收
集普通品入手，不要把眼光只
放在那些标价几千、几万甚至
几十万的名贵珍品上，这些几
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普通品
种中仿制品较少，通过收集研
究这些品种，不仅可以丰富钱
币历史知识，还可以掌握这一
时期钱币的总体特征。应该
说，同一时期的珍稀品种也具
有相同的特点。这样经过努力
和积累，当我们发现‘珍品’
后，就能举一反三，进行鉴
定。”

古币藏家孟昭军淘宝30年———

古古钱钱币币里里触触摸摸历历史史脉脉搏搏

孟昭军在鉴定古钱币。

孟昭军收藏的部分古钱币。

古钱币既是古代商品交换的产物，又是特殊的文化载体，它们默默诉说着历史的
沧桑，凝固了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可以说，手握一枚小小的古钱币，即可以触摸中国
历史的脉搏。2016年国内钱币秋拍大幕11月开启在即，古钱币作为收藏中的热点，一
直受到很多藏友的关注。近日，记者采访到古钱币收藏家孟昭军，他结合自身30多年
的淘宝经验，畅谈和分析古钱币收藏行业内的热门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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