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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笨港遺址出土的古代銅錢 

 

文․圖╱劉克竑 

摘要 

雲林縣北港鎮與嘉義縣新港鄉南港村一帶，以前名叫笨港，是臺灣清代的重

要港口之一。2003 年初，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受文建會委託，於古笨港遺址崩

溪缺地點，進行調查及小規模試掘，發現文化遺物主要存在於黑色粗砂夾雜小礫

層中，內容主要包括大量的磚瓦、陶瓷碎片，其他還有各種日常用品，以及銅錢、

髮簪、首飾、指環等較珍貴的財物，大部分遺物的年代都屬於清代。 

在這次試掘中，共獲得約 1,500 枚保存大致完整的銅錢，另外還有 1,000 多枚

銅錢碎片。可以辨識文字的銅錢共有 1,080 枚，中國錢除了大量清代銅錢之外，

還包括唐代開元通寶和乹元重寶、北宋的太平通寶等 16 種、南宋的紹興通寶、

明代的洪武通寶、永樂通寶、萬曆通寶、天啟通寶等 4種、三籓之亂時吳三桂和

吳世璠鑄造的利用通寶、昭武通寶、洪化通寶等。日本錢包括寬永通寶、元豐通

寶（「豐」寫作「豊」）等；安南錢包括官鑄錢和私鑄待考錢等多種。 

由此可知，清代臺灣民間使用的銅錢，種類十分複雜，其可能的來源如下： 

一、唐宋時代中國的商人或漁民，曾與臺灣原住民進行交易，使中國銅錢流入臺

灣。 

二、在中國流通的銅錢中，一向包含相當數量的前朝古錢，歷代政府一般採取放

任的態度。清代臺灣民間與中國內地交易時，自然會有古錢摻雜流入。 

三、清代朱仕玠認為這些宋錢可能是由商船進行海外貿易時帶進來的。 

四、據文獻記載，清代晚期，在閩、粵流通的貨幣中，越南錢「十居六、七」。

這可能有些誇張，但越南錢很多應是事實，並經由貿易而流入臺灣。 

 

關鍵詞：笨港、清代臺灣古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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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林縣北港鎮與嘉義縣新港鄉南港村一帶，以前名叫笨港，是臺灣清代的重

要港口之一，曾經繁華一時。由於北港溪水患嚴重，經常氾濫成災，甚至曾多次

改道，沖毀或淹沒部分街市，所以笨港地區的地下，埋藏了大量的古代遺物。2002

年，雲林縣政府在北港鎮東側名為「崩溪缺」的地點，修建新河堤，挖掘北港溪

東岸的沙丘來填充，並迫使北港溪河道向東遷移 50 公尺。從 2002年 5 月開始，

大雨之後，溪水暴漲，就會沖蝕溪畔的沙洲。水退後，只見溪邊遍地都是古代文

物，以磚瓦陶瓷為主，其間夾雜大量的古錢，引起附近民眾及古董商爭相撿拾，

估計當時約有 5萬枚銅錢被人撿走，其他遺物的數量則難以估計。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受文建會委託，於 2003 年初，在古笨港遺址崩溪缺地

點進行調查及小規模試掘。根據調查的結果看來，文化遺物主要存在於黑色粗砂

夾雜小礫層中，內容主要包括大量的磚瓦、陶瓷碎片，其他還有各種日常用品，

以及銅錢、髮簪、首飾、指環等較珍貴的財物，大部分遺物的年代都屬於清代。 

在這次試掘中，共獲得約 1,500 枚保存大致完整的銅錢，另外還有 1,000 多

枚銅錢碎片。可以辨識文字的銅錢共有 1,080 枚，分類說明如下。 

（一）唐宋錢 

在這批銅錢中，屬於唐代的錢有開元通寶（圖 1、2）和乹元重寶 2種，數量

不多，合計只有 9 枚。開元通寶自唐高祖武德 4 年(621AD)開始鑄造，終唐之世

鑄行近 300年，版式眾多；乹元重寶為唐肅宗乾元年間(758-762)鑄造的貨幣。這

兩種銅錢，民間私鑄的很多，在這 9枚唐錢中，有些似是私鑄的。 

 

 

 

 

 

 

 

 

 

 
圖 2. 唐代開元通寶拓片。 圖 1. 唐代開元通寶。  

 

北宋錢的種類很多，包括宋元通寶、太平通寶、祥符元寶、天禧通寶、天聖

元寶、景祐元寶、皇宋通寶、嘉祐元寶、治平元寶、熙寧元寶、元豐通寶、元祐

通寶、紹聖元寶、元符通寶、聖宋元寶（圖 3、4）、政和通寶等 16 種，包括真

書、行書、篆書等各種字體，數量共有 70 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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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北宋聖宋元寶。 
 

圖 4. 北宋聖宋元寶拓片。 
 

南宋的銅錢只有紹興通寶（圖 5、6）折二錢 1種 1 枚，數量極少，也沒有發

現元代的銅錢。原因可能是南宋錢本來鑄行較少，而且大部分為折二錢，後世民

間較不方便使用。 

 

 

 

 

 

 

 

 

 

 
 

圖 5. 南宋紹興通寶。 圖 6. 南宋紹興通寶拓片。 
 

（二）明錢 

本次試掘所獲得的明代銅錢，包括洪武通寶、永樂通寶、萬曆通寶、天啟通

寶等 4種 16 枚，其中以萬曆通寶 12 枚最多，天啟通寶（圖 7、8）背文有「戶」、

「工」二款。 

 

 

 

 

 

 

 

 

 圖 7. 明代天啟通寶。 圖 8. 明代天啟通寶拓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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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錢 

清代銅錢共有 668 枚，居最大宗，其中以乾隆通寶（圖 9、10）最多；康熙

通寶和嘉慶通寶次之。雍正通寶（圖 11、12）只有 5枚，可能因為雍正通寶的鑄

造數量本來就少。咸豐通寶和同治通寶數量極少，而且不見光緒通寶，大概反應

崩溪缺地點被洪水淹沒的時間。清錢的背文標示鑄造的單位，如滿文「寶源」為

工部寶源局鑄，「寶泉」為戶部寶泉局鑄，「寶昌」為江西寶昌局鑄等。從背文來

看，這批清錢包含許多不同省局的產品。民間私鑄的小錢也不少，既薄又小，重

量只有 1公克左右，背面經常是杜撰的滿文。 

 

 

 

 

 

 

 

 

 

 圖 9. 清代乾隆通寶。 圖 10. 清代乾隆通寶拓片。 

  

 

 
圖 11. 清代雍正通寶。 

 

 

 

 

 

 

 

 

 圖 12. 清代雍正通寶拓片。 
 

（四）吳周錢 

平西王吳三桂於康熙 12年(1673)詐稱反清復明，自稱周王，鑄利用通寶（圖

13、14）；後自稱大周皇帝 (1678-1679)，鑄昭武通寶。吳三桂死，孫吳世璠繼立

(1679-1681)，鑄洪化通寶。這三種錢的發行量相當大，清代雖嚴禁使用，但直到

日治初期，這三種錢仍在臺灣民間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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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吳周利用通寶。 圖 14. 吳周利用通寶拓片。  

 

（五）日本錢 

寬永通寶是從日本後水尾天皇寬永三年(1626)，水戶田町富商佐藤新助開始

鑄造的貨幣，到明治初年(1869)為止，240 多年之間不斷鼓鑄，版別極多。元豐

通寶（圖 15、16），真書，「豐」寫作「豊」，是日本仿北宋錢，係經過幕府許可，

在長崎鑄造的貨幣，主要作為與中國商人貿易使用。本次發掘出土這兩類錢的數

量不少，共 49 枚。 

 

 

 

 

 

 

 

 

 
圖 15. 日本元豐通寶。 圖 16. 日本元豐通寶拓片。  

 

（六）安南錢 

安南錢可分為兩大類，官鑄錢和私鑄待考錢。安南官鑄錢為後黎朝、廣南國、

西山朝、阮朝等政權所鑄行的貨幣，包括太平通寶（廣南國太祖阮潢始鑄，仿北

宋錢）（圖 17、18）、永盛通寶（後黎朝裕宗黎維禟永盛年間鑄）、安法元寶（廣

南國封柬埔寨國王鄚天賜鑄）、景興通寶、巨寶、永寶、泉寶（後黎朝顯宗黎維

祧景興年間鑄）、昭統通寶（後黎朝愍帝黎維祈昭統年間鑄）、光中通寶（西山

朝阮文惠光中年間鑄）、景盛通寶（西山朝阮光纘景盛年間鑄）、嘉隆通寶（阮

朝世祖阮福映嘉隆年間鑄），共 133 枚，面文以真書為主，少數為雜書（把真書

與篆書混合書寫），讀法以直讀為主，少部分為旋讀，錢體大小輕重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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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安南太平通寶拓片。 圖 17. 安南太平通寶。  

 

安南私鑄待考錢是地方割據勢力或民間私鑄，面文多仿北宋錢，或仿安南官

鑄錢，甚至任意拼湊無意義之四字為文，書體多為雜書，讀法以旋讀為主，少部

分為直讀，或無法確定讀法。錢體既小且薄，包括元祐通寶、元符通寶、元豐通

寶、天聖元寶、至道元寶、治平元寶、紹聖元寶（以上仿北宋錢），大和通寶（仿

後黎朝仁宗錢）、紹豐元寶（仿陳朝裕宗錢）、聖元通寶（仿大虞朝胡季犛錢），

天符元寶、太平聖寶、太法元寶、治平聖寶（圖 19、20）、咸紹元寶、祥元通

寶、紹元通寶、紹平聖寶、紹平豐寶、紹聖元寶、漢元聖寶、熙元通寶（以上雜

湊錢文），合計 105 枚。 

 

 

 

 

 

 

 

 

 
圖 19. 安南治平聖寶。 圖 20. 安南治平聖寶拓片。  

 

由前文可知，清代臺灣民間使用的銅錢中，除了清政府鑄行的制錢，以及民

間私鑄錢外，還混雜唐、宋、明各朝的古錢，以及日本、安南的銅錢，其可能的

來源如下： 

一、唐宋時代中國的商人或漁民，曾與臺灣原住民進行交易，使中國銅錢流入臺

灣。 

二、在中國流通的銅錢中，一向包含相當數量的前朝古錢，歷代政府一般採取放

任的態度。清代臺灣民間與中國內地交易時，自然會有古錢摻雜流入。 

三、清代朱仕玠根據明代馬歡《瀛涯勝覽》一書的記載，得知明初南洋地區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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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聚集處，貿易多用中國古錢，認為這些宋錢可能是由商船進行海外貿易

時帶進來的。 

四、據文獻記載，清代晚期，在閩、粵流通的貨幣中，越南錢「十居六、七」。

這可能有些誇張，但越南錢很多應是事實，並經由貿易而流入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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