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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上海的钱币集藏活动（下） ! 段 炼

吴湖帆题字并加入
按照《泉币学社章程》，社员分为甲、乙、

丙三类，即年纳社费 !"元的赞助会员、年纳
社费 #元的特别会员和年纳社费 $元的普通
会员。泉币学社社员遍布各地，等到时机成
熟，上海以外地区开始筹建分社组织。!#%"年
!!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泉币学社北京分社
第一次筹备会，戴葆庭代表学社参与其事。
!#%&年 "月，又召开了第二次筹备会，议决于
&月 '日正式成立北京分社。

与此同时，王荫嘉等也在苏州积极活
动，召集了苏州地区的社友谈话例会。此外，
学社还曾与天津、江门、青岛等地泉友联络，
筹备成立分社。随着中国泉币学社组织的不
断壮大，在广大泉友的不懈努力下，掀起了
集藏、研究钱币的高潮，战时上海的那段“孤
岛”岁月成了“那时中国钱币界最辉煌的时
期”。

中国泉币学社的另一项重要活动就是编
辑出版学术刊物。!#%(年 '月《泉币》杂志创
刊，每逢单月出版，至 !#%)年 #月停刊，总共
出版了 &"期。每当新一期《泉币》出版，广大
社友争相索阅，以求先睹为快。

!#%! 年，丁福保出面邀请书画家吴湖
帆为《泉币》杂志题写刊名，后刊登在第 '期
封面之上。收到样刊之后，吴湖帆爱不释手，
致信学社，希望能“续订全年全份”，并补全
“以前第一期至第六期”。后来，吴湖帆正式
申请加入了泉币学社，成为该社的赞助社
员。

“胜利号”竟成“终刊号”
编辑学术刊物，郑家相、王荫嘉两人出力

尤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郑家相（!***—!#$"），浙江鄞县人，字葭

湘，号赤仄、又号玉泉真隐。早年自浙江法政
学校毕业后，历任法院、财政厅、铁道部书记

官、科长等职，后任上海陇海银行常务董事。
!#!$年，郑家相在宁波结识了钱币收藏家张
絅伯，从此踏上了古泉集藏之路。!#"%年，他
在南京收购了当地古遗址出土的大量南朝梁
代钱币泥范，自号“梁范馆主”、“梁范富翁”。
抗战期间，郑家相避难到上海，参与发起成立
中国泉币学社，出任《泉币》杂志总编。他不仅
为组稿、发行等事务奔走，而且几乎每一期上
都有学术论文发表。

王荫嘉（!*#"—!#%#），字苍虬，号殷泉，
江苏吴县人。早年就读于北京，爱好金石考
古、目录版本之学，尤爱钱币，藏有历代钱币、
古今纸币、金银币和钱范等数万枚。王荫嘉是
中国泉币学社主要发起人，并负责杂志的总
校对工作。王荫嘉做事认真，每篇稿子都要校
对四五遍之多，为了避免工人排字错误，还常
常跑到印刷所边看边纠正。他也是《泉币》的
主要撰稿人，先后发表论文*(余篇，人称“《泉
币》一支笔”。
《泉币》毕竟属于学术型小众刊物，编辑

发行主要依靠罗伯昭等社员的赞助。随着战
事的发展，上海物价不断飞涨，纸张成本和
印刷工费成倍增长，杂志已很难维持收支平
衡。!#%(年'月创刊之际，《泉币》每册定价法
币!元"角，总共#(页，以后几期也基本维持

在%(至$(页；到了!#%!年'月出版的第'期，
每册涨至法币!元*角；!#%"年'月，“兹因制
版、纸张价目奇涨，为维持久远计，自第十三
期起酌减页数”，而且每册价格涨至新币"

元；!!月第!)期，每册价格又涨至新币&元；
!#%&年)月出版的第!*期，价格涨已至储币)

元；仅仅过了%个月，#月出版的第"(期，每册
又涨至中储券!(元；!#%%年出版的第"&期、
"%期，价格虽然没涨，但篇幅已缩至"(页；'
月出版的第")期，大涨至中储券%(元；第"$

期、"'期，只有!%页；!#%)年!月出版的第"*

期，涨至!((元，也只有!%页；)月出版的第&(

期，只有薄薄的!(页；'月出版的第&!期，暴
涨至*((元；#月出版的第&"期“胜利号”，也
是《泉币》杂志的“终刊号”，每册价格已涨到
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元。

抗战胜利之后，学社决定《泉币》“三十二
期定名胜利号”以示庆祝，“三十三期定名光
复号，专考台湾、安南、高丽、东三省等币”。但
“比年物价高涨，本刊经费筹措，最为难事”，
计划中的“光复号”未能出版，“胜利号”竟成
了“终刊号”。由此可见，《泉币》杂志是被沉重
的经济拖垮的。

聊事雕虫，藉消积磊
虽然中国泉币学社的活动无涉政治，但

在日伪统治之下深感“亡国之痛”，也坚守着
“抗战必胜”的信念。

!#&(年代末，王荫嘉曾恳请吴湖帆赐予
其所藏的一件钱币拓片作为纪念。吴湖帆沉
思良久，特意取出一枚镶有挂环的!*!"年拿
破仑像一法郎银币，当场制拓，并挥笔题词盖
章，赠予王荫嘉。

!#%!年#月，王荫嘉在《泉币》杂志第*期
发表文章，指出：“拿破仑之穷兵黩武，受其祸
者不过中欧为最烈。威廉第二之发动大战，前
后相持不过四年。未有战祸弥漫乎全球荼毒
遍及于圣灵如今日之甚者。俯仰今昔，殷鉴不

远。”当时，中国正遭受日寇铁蹄蹂躏，此钱此
文，均寓意日本侵华终将遭到!*!"年拿破仑
伐俄惨败的结局。

从某种角度而言，集藏活动也是国难
时期民众缓解内心苦闷、释放压抑情绪的
有效方式。“身居非地，骨鲠在喉，聊事雕
虫，藉消积磊”，中国泉币学社社员以自己
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时局的无奈和对祖
国的热爱。

!#%)年!(月!&日，第!$#次例会召开，公
举陈仁涛为中国泉币学社第二届社长，罗伯
昭连任副社长，丁福保转任名誉社员。陈仁涛
（!#($—!#$*），浙江镇海人，祖辈是上海著名
的杨庆和银楼四大股东之一，所以担任过该
银楼的经理，另外还开设有上海永兴房地产
公司。!#&%年，天津古钱币收藏大家方药雨将
所藏的全部古钱币以!(万元之价转让给了陈
仁涛，使他成为当时一流的古泉集藏家。陈仁
涛后接任后，泉币学社活动自!'(次例会起改
在“大上海路!$(号六楼永兴地产公司”举行。
不久之后，陈仁涛于!#%$年春“以事率眷去香
港”，泉社同人建议仍回罗宅举行例会，但“罗
君又因事将去重庆”，于是中国泉币学社暂时
停止了活动。

!#%#年后，上海政局趋于稳定，中国泉
币学社一度重新恢复活动。!#)(年'月"日至
!(月)日，在安福路'号罗宅连续举办了!!次
钱币专题讲座，分别由罗伯昭、郑家相、张季
量、张果园、沈子槎、彭信威等人担任主讲，
并编印了手刻油印讲义。泉币学社的活动断
断续续一直持续到了!#$(年代，但此时的社
会环境已完全不同于往昔，这一中国有史以
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机构最为健全、
活动最为正规的钱币收藏社团终于销声匿
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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