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藏银木鞘终于露面
一段木鞘突然现身的消息从工地传来，刘

志岩眼前一亮。三步并作两步，他向发掘区最北
端木鞘出水的探方赶，几次脚下一滑，这是 !"#$

年 %月 #&日的下午，天色将晚，气温渐低，距离
收工的时间已经不远，但工地上显然因为它的
出现而沸腾。
这不是普通的木头。张献忠木鞘藏银，文献

中有明确记载，在老百姓口中更是说得活灵活
现。将青冈木切段对剖，中间挖空，填放银锭，少
则 '"枚，多则 !"枚，两半合拢后用铁皮箍紧。文
献同样记载了明将杨展在江口水战后，曾用铁矛
将水中木鞘扎起，捞获大量财宝。
木鞘的出现是个关键信号，它能将发掘出的

珍贵文物与张献忠沉银建立起紧密关联。但考古
项目启动两个月来，挖出的都是金器银器，最多
是些碎木屑和铁皮残片，木鞘一直没有露面，这
让刘志岩疑虑重重，甚至面对诸多已出水的珍贵
文物，也无法放松紧绷的神经。
它上一次现身是 !""(年 )月 !"日，彭山引

水工程在江口镇岷江江心施工，一辆挖掘机在距
地表 !*(米左右的地方挖出一圆木，从中散落 $

件银锭，施工民工把银锭捡走（后被追回），将木
头丢弃在河滩上。时任彭山县文化局副局长的方
明看到木头大吃一惊，说“这个青冈棒比银锭价
值还高”。
但这毕竟只是一段较大的木鞘残片，且未经

过科学考古发掘，证据也显得过于单一，所以不
太具有说服力。随着河道内工程的结束，岷江又
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刘志岩终于抵达现场，随即被眼前的景象震

撼了。
被流水冲刷出的河床基岩沟中，泥沙堆积，

一小截木鞘迫不及待地要揭秘一般探出脑袋。构
造和轮廓已清晰可见，呈两半合拢构造，盖子局
部断折，露出内藏的银锭，木头周围还散落着十
余枚硕大的银锭。
细致地冲刷掉泥沙，木鞘完整地出现在众人

面前，箍木鞘的铁皮保存完整，与文献记载完全
一致。

!"'$年 '月 (日，由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
文物局）组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国家文物
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
所共同执行的“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项目启
动。!"'$年一期工程、!"'+年二期工程结束，考
古共发掘出水文物 )!"""余件，完整的木鞘仅此
一件。

国内外顶级博物馆专家、考古专家、历史专
家以及文物保护专家一致认为，“江口沉银”是世
界范围内所发现的为数不多的批量宝藏，属于世
界级的考古发现。它也入选 !"'$年全国十大考
古发现。

歌谣只是一个诡计!

'&))年，明末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在成都
称帝，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年春，内
外交困的张献忠率装满金银财宝的船队沿岷江
南下，仓皇转移。
此时，明军最诡诈的大将杨展已在江边密林

中设下埋伏。黎明时分，当船队进入江口最宽的
水域时，山林中突然喊杀声大作，箭镞如雨点般

射出。战船被焚，装满金银的青冈棒或被丢弃，或
因船毁沉入水底。
但历史总是扑朔迷离，对张献忠沉银经过和

沉银地点，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莫衷一是。《客滇
述》里说，张献忠派人把他的财富运到彭山，丢到
江里；《蜀难叙略》中记载，张拦断锦江某处，将亿
万财富埋入后，放水淹埋；《明史》也持张藏宝锦
江的说法。但上世纪 %"年代对锦江的一次挖掘
行动持续数月，最终只挖到三篓铜钱。专家分析，
歌谣很可能是张献忠使的“障眼法”，想用锦江藏
宝的说法缠住敌人。
在考古实施前的调查中，刘志岩和队员们收

集了二十余种文献资料，最后认为清人彭遵泗的
著作《蜀碧》记载较为可靠。
“献闻展兵势甚盛，大惧，率兵数十万，装金

宝数千艘，顺流东下，与展决战。且欲乘势走楚，
变姓名作巨商也。展闻，逆于彭山之江口，纵火大
战，烧沉其舟。贼奔北，士卒辎重，丧亡几尽；复走
还成都。”

考古队员们还在江口镇双江村和石龙村等
%个乡镇 $个（自然）村对村民做田野调查，收集
到 '""份调查表，不少六七十岁的男性村民讲述
了许多祖辈传下来的水战故事。而今的考古发掘
中，也不断发现铁刀、铁矛、铁叉、铁箭簇、铁蒺藜
等兵器，甚至首次发现了火器———三眼火铳，更
证明这里曾是古战场，“江口沉银”遗址也因此更
名为“明末古战场遗址”。

难以确定的考古点
锁定江口。刘志岩说，初到江口，望着滔滔

江水，只觉眼前一黑，几公里长的江面，到底挖
哪里？

国内有过不少水下考古的先例，但岷江不
同。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
周春水在现场勘察后说，岷江水流量较大，人在
水下要一边与水流抗衡，一边考古，很难实现。且
江水泥沙含量高、浑浊，潜水员基本上只能像瞎
子摸象一样去摸，更无法记录文物在水下的位置
和存留状态。因此，常规的水下考古无法实施。

国内顶尖专家赶来彭山，考察后提出“围堰
筑堤，滩涂考古”，将水下不可控的环境转变成可
控的稳定发掘区。这在中国考古界史无前例，开
创了我国内陆河流考古的先河。
在哪里筑堰？考古人员和请来的技术团队采

取陆地调查与水面探测双管齐下的办法。走访遗
址周边村民，并与警方合作，由盗捞人员指认发
现过文物的地点。
近十余年来，江口一带水域曾两度因施工发

现与张献忠沉银有关的文物，并发生过多起盗宝
案件，!"'(年破获的“(·'特大盗掘、倒卖文物
案”中，一级以上珍贵文物有多件，其中包括虎钮
永昌大元帅金印、金印、金册等，估值超过 %亿元
人民币……也正是这起震惊全国的大案，推动了
江口沉银考古的开启。

运用电法和磁法等科技手段进行的水面探
测同时展开。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地学中心的
周军博士和同事们同样挑战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从事地球物理勘探针对的是大尺度目标体，而
这次要探测的是散落在江底的金银锭等小尺寸
目标体，分布缺乏明显规律，用传统的探测方法
很难有效识别。”周军团队使用了电阻率成像法
和高精度磁法，探测出利于文物堆积的基岩结构

和金属相对富集区，相当于为岷江河床扫描了一
张“,-”图。

最终，考古队选择了一个被认为文物“最为
集中的区域”———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岷江和府
河交汇口，也即“望江台”所在位置。
虽然定位“望江台”备受争议，不少人认为这

里被挖过，可能没有文物留存。但刘志岩认为：
“即使被挖过，也不可能清理得像考古那样彻底。
并且据我们研究，文物出现在红色砂岩的河床沟
槽里，从挖沙时文物部门拍过的照片来看，当时
并没有挖到最底下。”

围堰考古开创先河
一条砂石围堰将岷江圈出 '""""平方米考

古区。堆起的砂石内外加固，大功率抽水泵日夜
不息，将水排干。考古队员和从附近村子招募来
的民工百余人进入探方作业。
国内首次围堰考古，堰比当地水文记录五年

一遇的洪水高一米，堰外就是滔滔岷江。刘志岩
说，好几晚都因梦见围堰被大水冲垮而惊醒。
大自然给他们的时间不长，岷江枯水期只有

冬季的四个月。四个月后，雨季来临，岷江水涨，
工地就将被水淹没。
全新的考古尝试，问题接踵而至。围堰内很

快出现渗水，让人着急上火。还是大禹治水的故
事启发了灵感，他们顺地势挖出一条 '"""米长、
!米宽的导流渠，将水引到地势最低处，再用抽
水机排出。
工作的回报是这条导流渠意外地提前到来，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介绍，这条导
流渠从开挖就不断有文物发现。“我们的志愿者
当中有一位负责拍照。刚开始两三天还特别兴
奋，拍了照片还要激动地加很多说明，之后就只
编个号了———他说文物实在太多，都拍到手软
了。”

金质勾云纹带扣、福寿康宁金镯、梅花金质
带扣、兰花金戒指、花瓣形金发簪、麒麟牌子、龙
首金镯、扣环双牌、裸身小金人……个个做工精
美，品质上乘。更有明代藩王的册封金册、被切割
过的蜀王金宝……
根据前期考察判断，江底 %.(米的鹅卵石层

基本不含有文物，所以使用挖掘机揭掉这一层。
'//' 年出生的考古队员李瑞佳负责这一项工
作。这是一支平均年龄只有 !)岁的考古团队，领
队刘志岩是唯一的“八零后”，负责库房的黄琳笑
说，'//'年出生的她都算“年纪大的”。
“每 ("厘米挖一层，平整清理，查看有无盗

掘痕迹，有没有文物，然后再挖。”为了避免小件
文物流失，所有挖出的砂石要在一个特定区域用
筛机细细过筛，筛机旁同样有考古队员实时盯
守、拣拾并记录。
考古区域被划分成一个个探方，而在考古队

的电脑中，同样有一个“虚拟探方”。每件文物出
土后，队员们都会用 0-1技术定位，给它一个精
确的 234位置，并录入系统。利用这样的大数据
分析，可以看出文物的相对集中范围，为划出当
年的战场遗址范围提供帮助。“我们今年发现有
两个密集的区域，很可能代表有两艘沉船”。

! ! ! ! !5'+ 年 & 月 !& 日，“江口沉
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
成果展”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开幕，为期
三个月，(""件精品文物首度展出。
这又是一个突破。
“以往，这样规模的考古成果发布

可能要等很多年，造成学术研究的滞
后。现在早早地向社会公开，而不是存
在库房里，让更多的研究者和公众接触
到它，把它的学术价值和学术信息在短
时间内释放出来。”刘志岩说。

考古，正以一种开放的心态，与
这个时代相契合。

自从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活跃
起来后，越来越多的考古人将考古过
程在个人微博上图文展示，让这个神
秘的领域变得富于亲和力。“江口沉
银”领队刘志岩就是个微博大 6，他的
微博“考古君”拥有 '%(万粉丝，活跃
度超高，语言幽默诙谐，深受粉丝追捧；河南考古
研究院一名领队的微博“考古小队长”粉丝 '!万；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于春微博“考古系
大师姐”微博粉丝近 '5万，最近正在直播 !5'+西
藏阿里考古。文博类从国家博物馆到多个省份博
物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也都在建立并有相当的
活跃度。
“圈内人”在微博上也经常互动，他们不约而

同地使用了幽默的语言风格，这让曾经被用来形
容古板面孔的词儿“出土文物”变得不再“恰如其
分”，更改写了考古和考古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刻板
印象。“哇，原来考古这么好玩，考古人也挺有趣的
嘛。”
“江口沉银”又一开创先河的操作是首次通过

社交媒体广泛招募，在考古现场引入社
会上的志愿者。“每年都有近千人报名。”
刘志岩说。无奈的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
每个年度的考古发掘只能招募十几个。

'//(年出生的志愿者纪岳琦大学毕
业工作一年后，辞掉他并不喜欢的教师
工作，来到“江口沉银”考古工地，当了一
名志愿者，做出水文物统计和工地管理
工作。在这里，他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
在，并希望将来能从事考古专业研究。他
喜欢这种开放而不是封闭的氛围，希望
通过公众考古热潮的开始，推动考古专
业前移。 本报记者 姜燕

开
放
的
考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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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燕

沉甸甸的五十两银锭，一
个个在泥沙中露出真容；黄澄澄的

明代皇室册封金册，不断浮出水面。四川
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古镇旁的岷江边，围堰
考古工地人头攒动，喜讯接连传来。然而，领队刘
志岩仍眉头紧锁。
这一画面出现在2017年初启动不久的“江口沉

银”考古现场，而今年国庆前夕，这次考古成果刚刚在
国家博物馆结束首次大展，丰富的展品令人叹为观止。

当初，考古队的压力不仅仅来自考古界的质疑，
更要面对一个广为人知的民间传说。三百多年来，四
川童谣一直传唱“石牛（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
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相传明末起义将领张献
忠兵败后，将巨额金银财宝沉于江底。

但究竟宝藏何处，始终是个谜。

常伴青丝 白首不离
让文物成为会说话的历史。“江口沉

银”考古成果犹如打开了一部明末生活的
百科全书。
被切割过的蜀王金宝，是二期最重要

的发现之一。金宝与金册不同，金册是明
王朝册封子孙所用，每代藩王均有一册，
等级不同，材质有别，藩王用金册，郡王用
银册。金宝则是世代相传，仅此一枚；西
王赏功金币、银币，张献忠嘉奖有功将士
的钱币，非流通使用。文献对此虽有记载，
但从未考古发现，收藏领域内虽有出现，
但鉴定专家和博物馆研究者疑其多为根
据文献伪造。此次出土后，专家将对其制
造工艺、铸造时间等展开研究。

张献忠册封嫔妃金册。文献中记载
张有很多嫔妃，但对她们的名字和职位均
无体现。从出水金册中则可看到册封的
信息，对研究张献忠大西政权的册封制度

很有意义。
大顺元年崇州五十两银锭。张献忠在四

川铸造的银锭，过去钱币界曾经普遍认为张
献忠使用的银锭都是掳掠所得的，而它的出
水则成为张献忠自铸银锭的例证。另，大顺
元年眉州大粮银五十两银锭，也是张献忠大
西政权的自铸银锭，该枚银锭政权名称、年
号、地点、税种、重量、银匠等信息俱全，实属
很难得。

有的银锭上记载了大西国第一年征粮的
实情；有的银锭还记录了一枚未见诸历史文献
的县令名字；有的银锭粗糙，外壁有气泡，这些
细节都是研究者解读张献忠的重要线索。专
家指出，银锭外面的气泡通常会在使用中磨
去，这可能表明这些银锭都没有来得及进入流
通领域。
发掘出水的大量金饰银簪，也生动地传递

出明末人们饶有情趣的生活信息。一枚刻着
“常伴青丝发，白首不相离”的银簪令队员们对
古人的浪漫赞叹、羡慕不已。
刘志岩说，关于张献忠的历史文献记载较

为混乱，缺乏系统性，且主要是明末清初一些文
人追记或补记，很多撰写者还与张有仇，主观性
较大。江口沉银大量的出水文物将大大帮助研
究者还原这段历史，已出版的国家博物馆刊第
+期刊登了出水文物的研究专题。

岷江的秘密仍未揭开
木鞘发现后，考古各道工序紧张有序地进行。

对整个场面拍照、测绘、三维扫描、记录数据……要
详细记录它被发现时的状态，甚至包括它和哪
些文物一起被发现，出现在河床的什么位置，当
时河床的状况等等。
但是天就要黑了，很多工作无法进行。考

古队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将木鞘直接取出，连
夜送回实验室，可是这样木鞘的信息就会消
失，并且不可恢复；另一种办法是将它原地保
存，第二天继续完成信息采集作业。
这么珍贵的文物留在现场，承担的风险可

想而知，但要记录文物出水时全面的历史信息，
这是唯一的办法。刘志岩希望更多的人将来能
从这些信息中还原现场，乃至追溯历史。
“我们这个行业常说的一句话，不是看你

能挖到什么东西，而是看你能从挖到的东西里
得到多少信息。”刘志岩说。
他们选择了两人一班，分组守夜。三月的

江边，特别寒冷。队员们裹着棉大衣，寸步不
离地蹲守。木鞘经历 %55多年的江水浸泡，韧
性已大大受损，为避免它干燥开裂，每隔一会
还要往覆盖在木鞘上的毛巾上洒水保湿。
天一亮，拍照、记录工作立即重新启动，又

忙碌了近一个上午，才全部完成。木鞘加上 !5

余枚银锭约有 (5公斤重，好几个人一起抬，才
将它抬上文物车，运往实验室修复。
今年 &月 !&日至 /月 !&日，“江口沉银”

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专题展出，吸引了大批文博

爱好者的目光。其中关于木鞘的展品信息，都
来自于考古队员们的精心提取。如果，那晚做
出了另外一种选择，观众便很可能无法与历史
产生这样的亲近感。
“明战场遗址考古”工作又告一段落，第三

期的项目申报正待批复。休整阶段，刘志岩带
着考古队员继续周边调研考察。“江口沉银”的
谜究竟算不算解开，谁也无法给出一个肯定的
答复。官方公布的遗址总面积达到 '55万平方
米，至二期考古挖掘面积仅数万平方米。“也可
能是临近核心区，因为出水文物数量庞大。但
文献记载，当时张献忠是有上千条船只的，所
以也存在多个核心区的可能。”高大伦说。这个
遗址究竟是多大的面积，仍然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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