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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古代清官廉夷述略

千年长江水运的印迹——纤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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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早期有轨电车

沈阳最早的有轨电车隶属于

1923年8月成立的奉天市政佥所．公

所成立的第二年便开始着手修筑有轨

电车一尽管那8辆有轨电车是花费

144万美金从德国购进的，怛整个工

程的筹划、施工和管理都是由沈阳人

自己完成的，沈阳有了真正的“电气铁

道”一1925年10月正式通车有轨电

车第一期工程由大西门经太清宫至小

西边门通车之日举行了盛大而隆重

的通车仪式，市民们坐上叮咚作响的

有轨电车，充满了兴奋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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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钱币鉴赏

新莽

王莽执政时间不长，但四次变革币制，造成货币制度的混乱，也成为中国历

史上因为货币制度的失败而导致政权覆没的典型实例。

王莽钱制有以下特征。第一，打出复古的旗号，把早已废弃的货币形态重新

搬出来，诸如刀币、布币等，然而其器型已经带着浓厚时代烙印，与春秋战国时期

的刀、布已经相去甚远。第二，推行大钱制度，收敛钱财，这是王莽的根本目的。第

三，莽钱制作精良，这或许是因为第一次推行大钱制度，心有所虑，所以在铸造E

用心良苦，后代的文人墨客多有赞美之词，也为钱币收藏家所青睐。

新莽。契刀五百 新莽·第布八百 新莽．货泉铜质母范

范 新莽·货泉(1组3枚) 新莽．小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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