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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庸大学

封面说明

地处沈阳铁西区滑翔小区一带的

冯庸大学，曾是一所颇负盛名的大学，

也是东北第一所私立大学。冯庸大学创

始人冯庸，原名冯英，字镇雄，是奉系军

阀冯德麟长子。1927年，冯庸为培养人

才、教育救国，变卖家产筹措资金150

万元奉大洋创办了冯庸大学。冯庸大学

共有校舍200余间，校园以中庸楼为中

心，南日仁楼，北日忠楼，俯瞰呈“工”

字型，内设礼堂、教室、理化试验室、图

书馆、办公室等。冯庸大学实行军事化

管理，人人都要接受军事训练，学生的

衣食住行也要按部队要求执行，所以当

时冯庸大学又被称为“西大营”。九一八

事变爆发后，冯庸大学被迫流亡，在北

平复校后，还组织学生成立抗日义勇

军，积极加入抗击日本侵略的作战。

1933年9月，因办学经费日渐窘困加之

时局不稳，冯庸大学无奈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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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钱币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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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在入关之前，太祖努尔哈赤天命年间(1616--1626)曾铸过满文“天命汗钱”和汉文

“天命通宝”钱，太宗皇太极天聪年间(1627—1635)铸过满文“天聪汗钱”，背满文“十·一

两”当十大钱。清朝十个皇帝。十一个年号(包括1861年穆宗初即位时，改元“祺祥”)都铸

有年号钱。清初工部设宝源局，户部设宝泉局，各省分设钱局铸钱，铜钱以平钱为主，都称

“通宝”。咸丰以后，币制败坏。才铸大钱。称“重宝”、“元宝”。清代钱币不是简单地延续前朝

的特点，而是有自己的发展。其主要特点为：第一。皇帝只用一种年号钱，虽铸量大。但形制

较简单，所有年号钱均称“通宝”。钱文工整。楷书，读法均为对读，铜质为黄铜，发出浅黄色

光泽，少锈蚀；第二，多数币背有满文，为铸造局地名，存世很多。

清·乾隆重宝背龙凤“宝泉”大钱

菁·康熙通宝背龙凤大钱

清·新疆红钱 青·咸丰元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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