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位，分布面积 100 万平方米。此处不仅
可能埋有记载中的财宝，还是一处保存较
为完整的古代战场遗址，对研究明代社
会、经济、文化等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11 年，岷江河道搞工程建设，这次
出土了一件极为珍贵的宝物——金封册。

这页金封册长12厘米、宽10厘米、重
730克，刻着29个字。经鉴定为国家一级
文物。

吴天文说：“这可能是张献忠在成都建
立大西国后，颁布的法令的第一页，因为残
缺无法获知全部内容，估计是皇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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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堆碎银子
相传300多年来，不少人垂涎张

献忠这笔巨额财富。
清政府也曾派人到江中捞到一

些宝贝。《彭山县志》记载：“乾隆五
十九年，冬季，渔者于江口河中获刀
鞘一具，转报总督孙士毅，派员赴江
口打捞数日，获银万两并珠玉器等
物。”

2005 年，双江村的村民杨富华
在江边捡到几枚银锭，引发了当地
大规模的寻宝热潮。

2005 年 4 月 20 日上午，杨富华
到河滩捡拾“白火石”（白色鹅卵石）
卖。时值当地搞引水工程，挖掘机
在挖掘河床。杨富华看见，挖出来
的石头里有一块黑乎乎的东西。

“一铲子挖出来一个，第二铲又
出来一个，三铲又来一个⋯⋯”杨富
华说，一会工夫他就捡了 4 个，拿到
河边洗干净，结果一看，不得了，都
是银锭。其中一个还清晰看得见刻
字，“崇祯好多年，饷银五十两，银匠
姜国庆”。

这事在当地很快传开了，上百
人跑到河滩找宝物，刨到了一堆碎
银子。

一根青冈棒
眉山市彭山区文管所所长吴天

文说，发现宝贝那天，河滩里寻宝的
就有上百人，他们把宝物全部拿走，
却留下了一根烂木头孤零零地躺在
乱石堆里。殊不知，这根木头却比
任何宝贝价值还要高。

工地负责人谭永贵说，就是这
根木头先掉出来，宝物才从里面滚
出来的。这句话让时任彭山县文化
局副局长方明眼前一亮，拾起烂木
头仔细端详，木头有 1 米多长，中间

镂空。
“ 这 难 道 就 是 传 说 中 的 青 冈

棒？”方明想。
根据史料，张献忠藏宝的工具，

是将木头镂空，或把两个半只木筒
扣合而成一个木筒，两端用铁箍箍
死，木筒被唤作“青冈棒”。在方明
看来，青冈棒比起农民捡到的那个
所谓的银锭，价值还要高。

方明去捡散落的碎片，现场民
工都有些不解：“你要这个烂东西干
什么？”

方明笑而不答。回到文管所把
所有碎片拼接好后，中心位置正好
形成了一个长约 100 厘米，直径 15
厘米的圆柱形空间，而这个空间正
好装得下六七个银锭。

一页金封册
寻宝事件后，当地文管所和公

安机关发布了追缴令，经过一段时
间工作，追回了金牌 2 枚、“西王赏
功”金币和铜钱各 1 枚，“50 两”银锭

（每枚重约 4 斤）7 枚，小银锭 3 枚（每
枚重约 1.5 斤），散碎银两90斤，后被
国家文物部门鉴定为明末清初的国
家珍贵文物。

“这些文物肯定是真实的，所
有专家都没有争议。沉银来自江
西、湖南、湖北等地，跟当年张献
忠的行径路线吻合，非常难得。”
中国国家博物馆综合考古部主任
杨林说。

他说，千艘金银比较夸张，实际
可能没有这么多。“几艘是有可能
的，但也是海量的，个人比较肯定的
是，还在江里的宝物，肯定比已经出
土的多。”

2010 年，“江口沉银遗址”被眉
山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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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千船沉银”传说是真的！
四川眉山特大盗掘文物案告破

“大元帅金老虎印”首次曝光
10月14日，公安部表示，四川眉山特大盗掘古文化遗址倒卖文物案告破。

“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长沙府天启元年伍拾两金锭”和“天启七年金册”等一批国家级重
要文物被追回，并首次曝光。

一首寻银诀
“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

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
在四川眉山市江口镇，民间一

直流传这首古老的民谣。民谣与
“千船沉银”的传说遥相呼应，成为
寻找财宝的“寻银诀”。

江口镇双江村，岷江主河道和
府河在此汇合。江边一处茶馆内，
80 多岁的雷前银老人望着江水，悠
闲地喝着茶。

他说，曾听已去世 50 多年的父
亲提起过“千船沉银”的传说：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在
逃亡时，曾将千船金银沉于江底。
江口沉宝后，张献忠曾派一位将军
在此藏匿起来，守候江底宝物。将
军去世后，变成石虎雄踞此处，与江
中的石龙遥遥相望。

雷前银说，父亲还和他提过，一公
里外的将军湖湖边有一座巍巍耸立的
巨石，像一头昂首坐卧的老虎。村民
说，数年前，这里还有一尊将军雕像，
后因头部损毁，无人修缮。

一段沉船史
张献忠是中国历史上的明末农

民军领袖，与李自成齐名。他曾在
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年号大顺。

明清两代所著的史料中确有张

献 忠“ 千 船 沉 银 ”的 记 载 。 相 传
1646 年，张献忠的部将刘进像吴三
桂一样弃关，把清兵引进了四川。
张献忠见势不妙，决定弃都，“携历
年所抢”的千船金银财宝率部 10 万
向川西突围。但转移途中猝遇杨展
的大军。

南明俞忠良在《流贼张献忠祸
蜀记》（流贼是俞对张献忠的蔑称）
中对这场大战的场面有过描写：“展
身先士卒，遣小舸载火器以攻贼舟，
风大作，舟火，士卒鼓勇，皆殊死战，
贼败。贼舟首尾相衔，骤不能退，风
烈火猛，势若燎原。官兵枪铳弩矢
百道俱发，贼舟多焚，所掠金玉珠宝
及银鞘数千万，悉沉江底。”

《四库全书》里的《蜀碧》也说，
张献忠率兵十数万，装金宝数千艘，
顺流东下，与杨展决战。运宝船队
被杨展大败，千船金银也在争战中
沉入江底。

《蜀难纪实》中对沉银有更多细
节的记载：张献忠部队从水路出川
时，由于银两太多，木船载不下，于
是张献忠命令工匠做了许多木头的
夹槽，把银锭放在里面，让其漂流而
下，打算在江流狭窄的地段再打捞
上来。但后来部队遭到阻击，江船
阻塞江道，所以大部分银两沉入江
中。‘累亿万，载盈百艘’。

千船沉银

金银出土

夜间潜入江中盗挖
但从 2005 年第一次“寻宝热”后，不

少盗掘文物的不法分子盯上了“张献忠的
财宝”。吴天文说，2013 年以来，每天晚
上 12点到次日凌晨4点，有10余只渔船在
遗址保护范围内挖掘文物。

2014年初，眉山市公安机关发现，江口
镇岷江河道附近有人利用专业设备，夜间
潜入“江口沉银遗址”河道区域盗挖，并将
盗取的文物卖给文物贩子获取暴利。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盗挖团伙之间
根据时间先后或势力大小，对盗挖区域
有明确的界线。他们通常在夜间作案。
作案时间从 2011 年至 2015 年 4 月，长达
4 年之久。

浅水区域就用金属探测仪进行“扫
滩”，发现金属物品之后，直接进行挖掘。
深水区域则通过潜入江底挨个“打围”，先
将淤泥、河沙等杂物清除，再使用金属探
测仪进行探测并盗窃文物。

团伙成员之间根据个人情况有明确
分工，有负责驾驶船只的、有负责潜水盗
挖文物的、有负责给潜水员拉救生绳的、
有负责后勤保障的（给氧气瓶充气、修补
潜水服等）。盗得的文物一般由团伙头目
负责出卖，文物脱手之后，由团伙头目按
照参与人数平均分配。

通过盗挖，他们一夜暴富，购置了豪
车，大部分人在城里购买了房产和商铺，
个别人存款超千万。

追回文物千余件
涉案金额达3亿元

今年10月14日，公安部表示，四川省
公安机关经过近两年的缜密侦查，打掉盗
掘文物犯罪团伙 10 个，破获盗掘眉山古
文化遗址、倒卖文物案件 328 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 70 名，追回各类文物千余件，其
中一级文物 8 件、二级文物 38 件，三级文
物54件，涉案文物交易金额达3亿元。

“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是这次追回
的最珍贵的文物之一。

这枚大元帅金老虎印铸造于 1643 年
农历十一月，是张献忠沉船文物中的核心
文物。金印曾被盗掘团伙以 800 万的价
格卖给了一个文物商人，后几经转手流向
了西北某省商人范某。警方“四进四出西
北”最终将金印追回。

此外，“长沙府天启元年伍拾两金锭”
是 1621 年长沙府上供藩王王府的岁供黄
金，是已知的明代金锭中的最大锭形，存
世稀少，价值极高。“天启七年金册”天启
七年朝廷册封郡王妃的金册。该册页为
金册首页，单片完整，极为珍贵。

3亿文物

综合华西都市报、重庆晨报、封面新闻等报道

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