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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说明

东北大举行开学典礼全体摄影

1921年初，奉天教育厅长谢荫昌向

时任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建议：欲使东北

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必须兴办大学教育，

培养各方面人才。1922年春，东北大学筹

备委员会成立，以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为基

础开办理、工两科，以沈阳文学专门学校

为基础开办文、法两科。1923年4月19

日，奉天省公署颁发“东北大学之印”，4

月26 13正式启用，东北大学宣告成立，时

任奉天省省长王永江兼首任校长。当时学

校选定的地点并非我们现在熟知的北陵

校区或是南湖校区，而是位于现在沈河区

大南街科学家花园附近的原奉天师范学

堂(后又称奉天两级师范学堂、沈阳高等

师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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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钱币鉴赏

唐 朝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开始铸行“开元通宝”钱，从此结束了以重量命名货币

的历史，开始了称“宝”货币的新时代，直到古钱退出历史舞台，钱铭一般都称“通

宝”、“元宝”、“重宝”⋯⋯⋯⋯唐宋以后古钱有以下特征。第一，器形以方孔圆钱为

主，正背均有内外郭。第二，钱币均由母钱(钱模)翻砂烧铸，工艺成熟，合金相对稳

定。因此唐宋以后的古钱，可以注重小版别的区分和研究。清末，也是古钱的最后

阶段，个别古钱采用了机器打制的技术。第三。钱文讲究书法艺术。唐钱钱文以隶

书为主，宋淳化以后，多种书法都运用到钱文上，出现了篆、楷、行、隶各种书体的

钱文。南宋淳熙七年以后，钱文统一为宋体宇。元、明、清各朝钱文以楷书为主，简

明划一。第四，明嘉靖以后，币材逐渐由铜、铅、锡的青铜合金改为铜、锌的黄铜合

金。清钱因距今年代较近，一般锈色不浓，多呈黄色。

唐·开元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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