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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哪个国家的货币是刀型——秦始皇统一六国前的货
币分别是-股识吧

一、战国使用铲形币的是哪个国家谢谢了，大神帮忙啊

赵国

二、战国时哪个国的货币是刀型？

刀币是一种中国古代的铜币名。
由生产工具的刀演变而成。
流通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燕、赵等国。
种类很多，有齐刀、即墨刀、安阳刀、针首刀、尖首刀、圆首刀和明刀等。
上面铸有文字，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统一币制，废贝、刀、布等币。
其后，王莽所铸造的钱币中有金错刀。
刀币是对春秋战国时期铸行的针首刀、尖首刀、明刀和齐刀、圆首刀等各种刀形货
币的总称。
因其形状像刀而得名. 东方的齐国和北方的燕国主要使用刀币。
刀币分“燕明刀”和“齐刀化”二大类型。
刀币形状取象于山戎 、北狄等北方游牧民族渔猎用的刀类工具。
由于齐刀面有“化”字文而称“刀化”。
刀货形状刀背分弧背、折背、直背，刀首有平首，尖首之分，也是我国早期一种青
铜铸币。

三、战国时期，其中使用“铲形币”的是 ：

战国时期，其中使用“铲形币”的是：：：：赵国

四、战国时期七国各国的货币是什么？怎样换算（比如说像现在
1元=10角）？相当于现在RMB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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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在附件，请注意查收。
刀币：赵国、齐国、燕国布币：赵国、魏国、韩国环钱：秦国、魏国 蚁鼻币：楚
国◎以上是货币的称呼及主要流通国家，再详细点就是：“刀币”指流行于齐、燕
、赵、中山等地的刀形铜币。
“布币”指流行于周、郑、卫、韩、赵、魏、燕、楚等地的镈（钱、铲）形铜币。
“环钱”指流行秦、周、韩、赵、魏、燕、齐等地的圜形铜币“蚁鼻币（龟贝）”
指流行于楚国的铜币。
*实际上一些国家的货币是通用的，例如布币和环钱。
。
◎材质：
黄河流域各国的均为铜币，而楚国的龟贝除含“锡”量较高的铜币，还有金币。
◎关于币值，有一文章讲的挺详细， 留个邮箱。
。

五、刀币是怎么起源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货币都是劳动生产工具演化而来的。
刀币也不例外。
它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以齐国为中心的区域。
齐国邻海，渔猎是当地主要的生产方式，人们捕鱼使用一种猎鱼工具叫“削”，所
以就取象于这种渔猎刀具，形成了齐国为中心铸行的刀币。

六、秦始皇统一六国前的货币分别是

这一时期的货币从形状和分布上分为布币、刀币、圜钱和蚁鼻钱(鬼脸钱)四种。
布币布币是中国古代货币，因形状似铲，又称铲布，春秋早期出现，
直至战国晚期铸行并流通的铲形货币。
“布”是“镈”的同声假借字，在古代通用。
布币是从青铜农具鎛演变而来的，主要在三晋、两周地区通行。
按布币形状划分，可分为空首布、平首布两大类。
最初的布币，保留着其作为工具的模样，留有装柄的的銎，原始而厚重，故称为空
首布；
后来逐渐减轻，变薄，变小，币身完全成为片状，称为平首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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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首布上面通常铸有地名或纪重的文字。
后来王莽的新朝亦曾造布币。
中国东周时期的青铜铲形货币。
春秋晚期出现，战国中期后广泛流通。
主要在三晋、两周地区通行。
从青铜农具鎛演变而来，从鎛得音称布；
因形状似铲，又称铲布。
最早的布币首部中空，保留着作为工具时安柄的銎，称作空首布。
后变为平首布，无銎，币身完全成为片状，便于铸造和携带。
平首布上面常铸有文字，如“安邑”、“晋阳”等地名，“一釿”、“十二朱（铢
）”等币值单位。
把钱币作成鎛形，说明这一地区曾以此种农具作为交换媒介。
后王莽复古，一度重造布币。
布币是对春秋战国时期铸行的空首布、平首布等铲状货币的总称。
因其形状而得名。
刀币刀币是商周时期的工具青铜削演变而来的，所以刀币的柄端均有环，柄上有裂
沟，形状上有针首刀、尖首刀、圆首刀、弧背刀等，主要流通在东方的齐、燕等地
，后来又发展到赵、中山等国与布币并存。
种类很多，有齐刀、即墨刀、安阳刀、针首刀、尖首刀、圆首刀和明刀等。
上面铸有文字，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统一币制，废贝、刀、布等币。
其后，王莽所铸造的钱币中有金错刀。
东方的齐国和北方的燕国主要使用刀币。
刀币分“燕明刀”和“齐刀化”二大类型。
刀币形状取象于山戎 、北狄等北方游牧民族渔猎用的刀类工具。
由于齐刀面有“化”字文而称“刀化”。
刀货形状刀背分弧背、折背、直背，刀首有平首，尖首之分，也是我国早期一种青
铜铸币。
圜钱圜钱也称圜金、环钱，是一种中国古代铜币。
主要流通于战国时的秦国和魏国。
圆性，中央有一个圆孔。
钱上铸有文字。
一说由纺轮演变而来；
或由璧环演变而来。
是方孔钱的前身。
“圜钱”是中国战国时期铸行的一类圆形铜质货币，又称“圜化”，简称“环钱”
，是我国先秦时期铜铸币四大系统之一，也主要是秦国的铸币形式。
圜钱有两大类：一是圆形圆孔，比较原始；
二是圆形方孔（由圆形圆孔逐渐演变而成）。
初期圜钱的穿孔比较狭小，以后逐渐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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圜钱的正面铸有铭文，反面则无任何文字。
蚁鼻钱蚁鼻钱是江淮流域楚国流通的货币，是从仿制贝转化而来的。
由于楚国的经济、文化比中原各国落后，镈、刀、纺轮的使用也较迟，铜铸币就沿
用了仿制贝的形态。
蚁鼻钱的形制，为椭圆形，正面突起，背磨平，形状像贝但体积较小。
建国以来，蚁鼻钱多出土于河南、江苏。
鬼脸钱则在湖北、湖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均有发现，1963年湖北孝感野猪湖
一次出土鬼脸钱5000枚面文为“咒”字，平均约重4.37克。
以出土的地点墓葬和数量上看。
蚁鼻钱铸行于战国早期（公元前5世纪），鬼脸钱则铸行于大约公元前4—3世纪的
战国中晚期。
楚国疆土开始时并不算大，以后疆土逐渐扩大，蚁鼻钱和鬼脸钱的流通范围也随之
扩大，逐渐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形成了独立的货币体系。

七、五铢钱是国家铸币的开始？

书上说的没错，五铢钱是国家铸币的开始，这里指的是由国家中央统一铸币，全国
货币通行。
在汉代以前，虽然有秦始皇统一货币，但秦皇没有颁布具体措施，各个地区货币不
统一的现象仍然存在。
在春秋战国时期更加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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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网络，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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