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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文献记载，大西国皇帝张献忠既是“江口沉银”的主
角，又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特别是民间对张献忠“剿四
川”杀人无数的传说，为“江口沉银”蒙上了更加神秘的面纱。

张献忠“江口沉银”的缘由、遗址等相关问题，一直是民间争
论的焦点。其实，张献忠(1606—1647年)在成都的时间比较短，崇
祯三年(1630年)在陕西米脂起义，是与李自成齐名的明末农民起
义军领袖。1644年，张献忠率部攻破成都，建立大西国政权。

1645年，发生在重庆的一场战争改变了张献忠“僭位之初，
假施仁义，以博民心”的想法，因明总兵曾英击败大西军守将刘
廷举部，攻占了重庆，张献忠派大将刘文秀率几万士兵反攻重
庆，又被曾英部击退。重庆失守，对张献忠而言，是一次军事上
的重大失败。

1646年，大西政权在四川逐渐失去控制能力，只能把兵力
集中在成都附近，这也在民间形成了“江口沉银”的传说。

1647年1月2日，张献忠在西充县凤凰山被流矢击中而亡。

考古已证实江口沉银
大西王财富迷局仍待解

据王纲先生考察，江口沉溺的金银珠宝主
要来源于三个方面：首先是张献忠的农民军在
十多年起义战争中大量缴获的战利品。张献
忠从崇祯三年(1630年)在陕西发动米脂十八
寨起义以后，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先后转
战秦、晋、豫、皖、湘、赣、楚、蜀等十多个省，破
黄陵，擒藩王，缴获了大量金银珠宝战利品。
这些金银珠宝除在作战中开支、赈济百姓等花
去了部分外，其余均携至成都存储。

其次是收缴的明蜀王朱至澍及四川宗藩、
官僚的财产。张献忠攻入成都后，收缴了其富
与秦藩、楚藩齐名天下的蜀王朱至澍及有关宗
藩、官僚的财产。

再次是向富民、大贾征收的税银。张献忠
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的同时，“籍富民大贾。
饬各州郡籍境内富民大贾，勒输万金，少亦数
千金”。张献忠从以上三个方面集中到成都的

金银珠宝确实是很多的。加上张献忠的农民
军纪律十分严格，“禁人带藏金银，有即赴
缴”。“小卒掠得金银，悉献主将，不许私匿”。
由于农民军一切缴获都要归公，由统帅部统一
管理，所以，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时，曾
于(成都)前门外，铺簟满地以收之……金银山
积，收齐装以木鞘箱笼，载以数十巨舰(据笔者
调查，江口一带老百姓流传张献忠沉银24船)。

2005年4月20日，彭山县江口镇老虎滩
出水银锭上铸有“崇祯十六年八月纹银五十
两”字样，以及包装银锭的青冈树木鞘。据王
纲先生考证，当时一两银子可以买两石多稻谷
(约500多公斤)。而一锭五十两的纹银，相当
于一个中小地主一年的租谷收入。装银的青
冈树木鞘可装十锭银子，从以上大量关于张献
忠金银珠宝的来历的记载，可以有力地证明，
张献忠“江口沉银”是实，决非虚构。

据王纲先生考察，清代四川地方官府曾组
织力量在彭山江口河段打捞过沉溺的金银珠
宝。据《大清历朝实录》记载，四川官府两次上
奏打捞“江口沉银”，第一次是康熙五十一年
(1712年)。但因四川巡抚能泰有“贪污行为”，
康熙“皆朱笔批不准行”而作罢。第二次是乾
隆六十年(1795年)。时署四川总督孙士毅奏
请打捞“江口沉银”，因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
冬，有江口渔人捞获专门装金银的木鞘一具，
向彭山县令倪鼎铨报告，倪鼎铨立即上报四川
总督孙士毅。孙士毅闻报后，速派官员前往江
口组织打捞。捞获的银锭万两有余，珠宝多寡
不一。

民间盗挖倒卖文物
从清初以来，四川民间多次发现和捞获江

口沉溺的金银珠宝。江口沉船后不久，杨展在
江口捞获过不少金银珠宝。杨展的幕僚费密
著《荒书》记载：“(杨)展始取以养兵，故上南为
饶。”《见闻随笔》亦说：“后为杨展捞取以赈川
南残民，皆此日所沉物云。”顺治、康熙年间有
打渔人捞到过零星金银珠宝。嘉庆十九年《彭
山县志》载：“居民时于江中采获。金银多鑴有
各州、县名号。”乾隆及其以后各朝至解放前江
口亦时有零星金银被捞获。

1990年，彭山人邬长福在江口夫子岩(即
邬痞子)河道钓鱼时，钓到青冈木做的金银鞘
及银锭。后来，淘砂工人先后在河中发现有金
杯、金耳环、金叶子、银锭等物。近些年来，甚
至出现民间盗挖倒卖江口文物的不良现象。

考古证实江口沉银
据2017年3月21日《华西都市报》载，1月

5日开始，“江口沉银”考古发掘经过两个多月
的艰苦奋战，已发掘面积10000余平方米，共
出水文物10000余件，包括西王赏功金币、银
币，大顺通宝铜币，金册、银册和银锭,同时还
有戒指、耳环和发簪等各类金银首饰，铁刀、铁
剑、铁矛和铁箭镞等兵器。我们相信，这次利
用现代信息、技术、仪器和仪表进行的考古发
掘“江口沉银”，必将取得空前的效果。通过考
古发掘，其出水文物不但具有极高的科学、艺
术和历史价值，而且对于研究明代的政治史、
经济史和军事史，特别是进一步研究和认清
“张献忠剿四川”的真伪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当
前，考古工作者正在层层发掘散落战场的“折
戟沉沙”——文物，以实物还原历史的“本来面
目”，破解“江口沉银”的谜团。

（据四川在线）

金银珠宝三大来源：战利品、收缴
藩王财产以及征收税银

近代研究张献忠的专家，首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所已故研究员王纲先生。王纲先生站在社会科学的角度，从上
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研究张献忠。50多年来，他推出了许多研究
张献忠的学术论文及专著，成果颇丰。特别是通过查阅大量文
献资料，在《张献忠彭山县江口沉银考论》一文中，系统地回答了
“江口沉银”的相关问题。

王纲先生认为，“江口沉银”主要有张献忠“主动沉银”和“被
迫沉银”两种可能，无论是“主动沉银”还是“被迫沉银”，都说明
张献忠“江口沉银”确有其事。总体而言，王纲先生偏向于张献
忠“被迫沉船”。据笔者调查，“江口”位于眉山市彭山区，府河与
岷江交汇处称为“双江口”，至今仍保留着因张献忠沉银而得名
的地标——存(沉)银湾，“江口沉银”就是指张献忠在府河与岷
江交汇后的这一段岷江。

据王纲先生考察，有人认为，张献忠早有精心策划，组船沉
银于江口。曾在张献忠农民军中服役，并在大西国掌管行政财
粮户口及法制大权的欧阳直，所著《蜀乱》(又名《欧阳氏遗书》)
中记载，张献忠农民军将这些金银珠宝“收齐装以木鞘箱笼，载
以数十巨舰，令水军都督押赴彭山之江口沉诸河”中。

据王纲先生考察，张献忠的农民军在江口被杨展战败，被迫
沉银而逃。曾与张献忠大西农民军作战的四川新繁县人费密著
《荒书》说“献忠尽括四川金银作鞘，注彭山县江口，杨展先锋见
贼焚舟，不知为金银也。其后渔人得之，展始取以养兵。徐鼒的
《小腆纪传补遗》和乾隆四川丹棱进士彭遵泗的《蜀碧》等均记载
张献忠农民军在彭山县江口与杨展作战，船被焚沉之事：(顺治
三年)秋七月，张献忠闻杨展兵势甚盛，大惧，率兵三十余万，载
金宝千艘，顺流东下，与杨展决胜负于彭山江口，拟乘势山峡，变
姓名，作鉅商。张献忠的战船，首尾相衔，骤不能退。风烈火猛，
势若燎原。展急登岸促攻，枪铳弩矢，百道俱发，贼舟尽焚，士卒
糜烂几尽。所掠金玉珠宝及银鞘数千百，悉沉水底。

从清顺治三年(1646年)到2017年，在长达370多年的时
间里，“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的
民间传说，正史、野史、文集、方志众说纷纭;官方或不屑一顾，
或重点发掘;世人或明挖，或暗盗；从文字记载到实践探索，或
虚或实，或假或真；或异口同声，或争论不休，整得沸沸扬扬，
加之确实有珍贵文物陆续出水，更加大了世人认知和破解明
末农民军领袖、大西国皇帝张献忠在江口沉溺金银珠宝(简称
“江口沉银”)谜团的难度。

A重庆失守
大西政权在四川逐渐失去控制能力

B沉银观点
张献忠“被迫沉船”，所掠金玉珠

宝及千百银鞘悉沉水底

C财富来历

官方打捞金银珠宝：孙士毅捞获银
锭万两，珠宝多寡不一D破解谜团

金发簪

金耳环

考古工作人员在发
掘现场展示刚刚出水的
金饰文物

金戒指

工作人员在岷江河道中的考古现场进
行发掘清理

各位尊敬的用户：
接《四川省水电集团大竹电力有限公司

关于国网达州至大竹220KV输变电工程建设
将造成大范围停电的通知》（竹电函【2017】
3号），将会造成大竹县4月1日7:00-20:00,4
月14日14:00-19:00出现大范围停电现象。加
之工程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4月5日至14
日期间也可能出现停电的情况。在此期间，

将有可能会导致移动公司部分基站无法正常
运行，从而引起达州市大竹县境内部分移动
客户无法正常使用手机，家宽客户无法正常
上网，移动专线客户无法正常使用等情况，
待电力公司电力施工完毕后即可恢复，敬请
广大客户谅解，谢谢。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达州分公司

2017年3月31日

公 告

相约达州——

民间老酒收藏征集
3月30日至4月2日，组团来达州

征集陈年名酒，现下榻达州宾馆。
征集范围：
1953年-2010年老茅台酒，80-90

年代五粮液、剑南春、泸州老窖酒、郎
酒、董酒等老八大名酒以及冬虫夏草。

1951年-1993年同仁堂、达仁
堂、山西中药厂、安宫牛黄丸及虎骨
药酒。

主办方承诺：本次活动免费评估，
价格公开公平，买卖自愿，决不无故压

价，市民认可后当场付款。
活动地点：达州宾馆1号楼5楼商务

会议室
活动时间：3月30日至4月2日

8：30-17：30（共四天）
地址：荷叶街达州宾馆1号楼5楼

商务会议室，可乘坐6路、8路、4路、17
路、23路到达州宾馆站下车。

咨询电话：15256887770
13998318086

联系人：谢先生 齐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