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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喜元宝”辨
—记新发现的西辽钱币

别利亚耶夫  西多罗维奇（俄罗斯）

王  勇译（新疆）

2008 年，在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什姆古城（碎叶城）附近发现的“续兴元宝”，应

是西辽皇帝耶律夷列在位时期 (1151-1163)[1] 铸造的。最近几年笔者又陆续记录到 11 枚类

似的硬币（图 1）。它们只发现于西辽故都巴拉沙衮地区 [2]。2022 年 2 月，在吉尔吉斯斯

坦的布拉纳遗址附近发现了一枚铭文为“天喜元宝”（图 2）的硬币。据信发现于西辽故

都虎思斡尔朵地区 [3]。

首先，通过查阅史料，在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天喜”这样的年号。只有日本平安时代

中期的后冷泉天皇（1053-1058）使用过“天喜”这个年号， 但是，我们可以从外观上看

出，这枚硬币并不是日本铸造的。此外，从 987 年到 1587 年，日本没有正式铸造过货币 [4]，

所以可以排除是日本硬币的可能性。

其次，对比北宋宋真宗赵恒年号“天禧”时期铸造的天禧通宝（图 3）。我们可以通

过工艺水平、书法特点和纪重方式等直观地看出，这枚硬币也不是北宋铸币。此外，只有

东南亚地区铸造或仿制过天禧通宝钱币，主要是越南（图 3）。

对比新发现的这枚硬币，工艺粗糙，文字风格截然不同，这也表明它极有可能是中亚

图 1  西辽续兴元宝图（小平和折二，不同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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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河地区铸造的，即西辽（喀拉契丹）的硬币。

史料记载西辽末代契丹皇帝耶律直鲁古（?―1213）曾使用过年号“天禧”。但是，

公元 1211 年乃蛮王屈出律夺权窃位。直至 1218 年西辽亡国，屈出律是否继续使用这个年号，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至少，无法找到在屈出律统治期间使用年号的明确参考。《辽史》 

对此也没有明确记载 [5]：

“仁宗次子直鲁古即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时秋出猎，乃蛮王屈出律以伏兵

八千擒之，而据其位。遂袭辽衣冠，尊直鲁古为太上皇，皇后为皇太后，朝夕问起居，以侍

终焉。直鲁古死，辽绝。”

虽然新发现的这枚硬币的年号，和写于 150 多年后的《辽史》记载略有不同，拙劣的

汉字书法也说明工匠很可能不懂中文。但是我们还是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硬币中所显示的书

写变体是正确的。这也许可以说明，在元代编撰《辽史》的史家们的记录中，这个年号可

能被错误地记载为“天禧”。

此外，西辽末代皇帝耶律直鲁古因为“天禧”年号“禧”与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的名字

相同会避讳 [6]。天祚帝耶律延禧与西辽耶律大石均为辽道宗皇帝的孙子，所以西辽皇帝不

会使用“禧”作为年号。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枚硬币应是耶律直鲁古天喜时期铸造的。《辽

史》所标注的年号是不准确的。但是 , 现在还无法证明屈出律窃取西辽政权后是否继续使用

这个年号铸造钱币。目前西辽钱币极少被发现，这也证明了其铸造时间很短，使用范围有限。 

西辽的文字类文物极为罕见，距今最近的发现是 2019 年春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乌斯秋

尔特高原地区发现了一方书写契丹大字的西辽官印，明确地展现了耶律直鲁古的天喜纪

年 [7]。据英国研究学者魏安 (A. West) 的解读，印章上天喜的契丹大字为： [8], 这枚新

发现的钱币，有助于更好地解读与年号相对应的契丹大字。

在本文的最后，我们希望这枚新发现的西辽钱币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期待在未来

有更多西辽历史和钱币方面的研究成果。

（文中图片均来自东方钱币数据库 https://www.zeno.ru/）

图 2  新发现的“天喜元宝”重 6.16g 直径 25mm 图 3  北宋天禧通宝和越南铸天禧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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