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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们陈家有一个疑团，它发生在我爷爷身上，这个疑团困扰了父亲一生。
　　大概是在父亲十来岁的时候，为了满足他想吃肉的愿望，爷爷拿起了闲置许久的土枪进山，他在
清晨出发，按说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情况，不管收获如何，太阳落山之前一定会回家。
但意外就是发生了，当天中午，天猛得阴了下来，紧接着便下起了雨，雨很大。
　　奶奶和父亲有些担心，不过也没有过分恐慌，爷爷毕竟是个成年人，身边还有杆土枪，我们陈村
附近的山上有不少山洞，很容易找到可以避雨的地方。
所以奶奶依旧和往常一样准备一家三口的晚饭，只不过认为爷爷会回来得晚一些。
但直到父亲的双眼都熬得睁不开时，爷爷还是没有回来。
　　第二天清晨，奶奶起得很早，就在她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强烈的时候，爷爷拎着两只兔子走进家门
。
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但是让我父亲一生不解的事情已经开始了。
　　爷爷原本宽厚谦和，待人诚恳，生性乐观，但这次进山之后，他仿佛整个人都变了，除了平日做
做田里的活，别的时间大多是把自己关在屋里，不愿跟人交往，甚至连自家人也很难听到他说话。
奶奶最先感觉到爷爷的变化，她猜测爷爷一定是在进山期间遇到了什么事，可是不管她怎么问，始终
都没有得到一个字的回答。
爷爷就这样在郁郁中生活了三年，之后去世了。
在他临死前，父亲跪在床头痛哭，爷爷摸了摸他的头，深深叹了口气。
　　以上就是我父亲对我讲述了无数次的事情经过，可以说，他的一生始终被这毫无端倪的疑云所笼
罩。
爷爷去世后留下一口箱子，父亲告诉我，这口箱子藏有事情的真相。
父亲闲来无事就会拿出箱子观摩思索，希望从中寻到一些蛛丝马迹，但研究了几十年，依旧是一无所
获。
父亲去世后，这口箱子又留给了我，我不止一次认真翻看里面的东西，一件破衣服，一把生锈的匕首
，一块石头，还有一面半个巴掌大小的黑牌子。
　　我认为，发生在我爷爷身上的这件古怪事也许永远都没有答案，至少在当时，我是这么认为的。
　　但我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一直都在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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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流古董贩子陈宝来继承了来自家族的秘密，祖父因其失踪，父亲从此沉默，郁郁此生，终将陈
宝来也卷入了深不可测的漩涡。
一件褴褛血衣，一块无纹墨玉，引得古玩界、盗墓行闻风而动，几方人马各怀鬼胎威逼利诱，是利欲
熏心还是另有所图？
唐代宝藏的身影若隐若现，古玩界泰斗“卫神眼”之死更让寻宝之路疑点重重。
黑暗阴冷的地宫中，鬼影幢幢危机四伏，圣师宝藏中的盛唐传奇，黄金面具上的墨玉之眼，迷宫的终
点到底掩埋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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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慕容青松，祖籍天津，现居河南，爱好阅读，特别是传统悬疑推理作品。
当过兵，退伍后进入医院工作，所以把自己的阅历和幻想付诸笔下。
作品文字娴熟，尤善人物性格的刻画，小说中的每个角色跃然纸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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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标题： 墨玉　　父亲和他那一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很正派，对原则性问题严苛之极，他去世时我
年纪还不大，所以失去了进厂顶替他工作的机会。
这种正气对我影响至深，所以在他去世后，我迫于生计四处奔波，却始终保持着一个习惯：靠自己力
气吃饭，不走偏门，我没有一技之长，也不懂经营，只能找些小活儿养家糊口。
　　如果不是尤小松的话，我想可能到现在，我的生活仍然是平淡而且乏味的。
　　这位又粗又壮的松爷是当阳县人，和我年龄相仿，我们曾经一起在阳川火车北站打过工。
一九九三年火车站翻修时我们一起失业。
松爷是个直人，我和他相与得挺好，只不过大家都是苦哈哈的，失业后还得忙生活，从此各奔东西，
断了联系。
没料到半年后，松爷跑到阳川找我叙旧，在我的小窝里对饮了半斤白酒之后，从行李里掏出一件用报
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给我看，打开后是个白瓷碗。
　　松爷是个粗人，而我也没多少文化，所以我们交流起来没障碍，非常直接。
等我把这个瓷碗看过了，他喷着酒气问我：”认得这玩意儿吗？
”　　我哑然失笑，就算再没见识，我能不认识饭碗？
好歹拿它吃了二十多年饭。
　　“知道它值多少钱吗？
”松爷又问。
　　我真觉得他是喝多了，不过还是回答了他的问题，人民币一毛左右，还得旧货市场的买家心情好
时才能出这个价。
　　松爷嘿嘿一笑，对我伸出三根指头。
　　“三毛？
”我问。
　　“三百。
”松爷极其肯定地回答。
　　完了，半年没见，这么扎实的一条汉子愣让生活逼得脑袋进了水。
　　“我就知道你不信。
”松爷喝了口酒说道，“阳川三谭院，这碗得拿到那地方才能卖三百块钱。
”　　阳川人很少有不知道三谭院的，那是解放前一个有钱人家的宅子，解放后是博物馆库房，现在
是古玩字画交易市场。
三百块钱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月的生活费，但在三谭院里只是很小很小的一笔钱，不过，不管价
钱贵贱，那里面的东西都有个说头，也就是说，松爷拿的这只碗一定是有来历的。
看着他说得一本正经，不像蒙事儿的样子，我对瓷碗顿时来了兴趣，一番追问，松爷说了实话，这碗
，是他在他们家附近的荒地里挖到的。
　　等我把每个细节都问清楚了，再综合到一起分析分析，觉得松爷说的还是比较靠谱的。
他是当阳人，这当阳虽是弹丸之地，但也曾辉煌过好一阵子，主要原因就是这里在宋、金两代时建过
规模宏大的民间窑场，专门烧制各种瓷器。
当阳高峰时期有窑四百多座，窑工手艺世代相传，逐渐形成当阳窑特有的风格，主要烧制白釉、酱釉
、绞胎及白釉釉下彩绘划花和剔花等瓷器，其中绞胎及釉下彩绘划花堪称瓷技一绝，被世人誉为不似
官窑胜官窑。
不过这些都是官方文献资料中的记载，事实上，当阳窑大部分产品都还是普通的民用瓷器。
可惜宋、金两代战乱不断，当阳窑场渐渐没落直至消亡，现今残存的都是古窑遗址，我还亲眼在遗址
处看过北宋崇宁四年所立的“德应侯百灵庙”碑。
　　松爷告诉我，他挖到瓷碗的地方离着废弃窑址还有段距离，属于无主的荒地，而且荒了很多年，
前些日子他已经挖出过一只瓷碗，经人指点卖到三谭院，得了三百块钱。
开始松爷还以为这是过去附近人家偶尔遗失在地里的，没想到回去挖了几天后竟然又挖出一只，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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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刨出无数的碎瓷片。
有第一个第二个，就会有第三个第四个，念着过去的交情，松爷借来阳川卖碗的机会特意找我，看我
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当阳的荒地挖碗发财。
　　说实话，几天刨一个碗就能卖三百块钱，这比我当时的收入高了不知道多少倍。
不过我有些犹豫，这碗已经脱离了吃饭器具的范畴，乱挖一气，会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
当我把疑虑说了之后，松爷一拍大腿说道：“嗨！
那就是片没主的荒地，咱又不偷又不抢，抡铁锹靠劳动致富，有什么要紧？
土里挖来的东西么，没名没姓的，谁敢说是他家的？
我跟你说，这事儿到目前为止还没人知道底细，要干，咱们可得抓紧。
把心放到肚子里，万一将来政府不让挖了，咱们收手就是了嘛。
”　　我一想，确实也是这么个道理，趁着酒性，当即答应下来。
　　第二天我和松爷一起来到三谭院，果真把那只碗卖了三张崭新的百元大钞。
　　等松爷再回当阳时，我也随着他作为当阳淘金热的第一批先驱者光荣上路了。
　　事实证明我的分析还是很准确的，尤小松挖到瓷碗的地方就位于当阳窑场遗址的附近。
这样的活他已经干过几次，所以积累了一些经验，说白了也就是先粗后细，大片浮土刨开，然后就得
细致一点挖土里的瓷器。
我和他天天都在荒地里忙活，半个月时间前后挖了有五个瓷碗。
这活其实不好做，这片荒地应该是过去窑场处理掩埋残次品的地方，进坑之前许多盘和碗已经成了碎
片，还有一部分相对完整，但歪瓜裂枣的品相也不值钱，我计算过，我和尤小松这两个壮劳力一身泥
一身汗在土里平均钻三天才能挖出一个卖得出去的战利品，不过即便是这样，我们的收入在当时的阳
川来说也算非常高了。
如果就这样挖下去，挖到今天我也能靠自己的双手挖出小康生活水平来。
　　松爷兜里有几个闲钱之后就很喜欢请别人喝酒，又特别喜欢讲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
当他的生活水平在村里一直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准时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我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比从
松爷嘴里套话还要简单的事情，这些人拿了瓶酒之后就让松爷告诉了他们许多他们想知道的和不想知
道的事。
就这样，我们失去了这块荒地的独自开采权。
　　有一天我跟松爷和往常一样光着膀子刨坑，一群带着铁锹镐头的村汉兴高采烈出现在荒地里，这
些爷们儿亲热的和松爷打招呼，然后三三两两散开队形开始作业。
面对我质疑的目光，松爷嘿嘿笑了笑，说这些都是村里的穷兄弟，反正这么大块地，能挖的东西多的
是，也不多这几个人。
　　其实我倒不是担心这些人来抢我们的生意，我只是害怕一传十，十传百的把人都引来。
松爷不但告诉穷兄弟们荒地里有金子，还详细告诉他们怎么去挖金子。
这帮人玩铁锹的技术比我要强得多，很快就掌握了要领，并从地里挖出了他们人生第一桶金。
穷兄弟们尝到甜头，不但自己挖，还发动亲戚朋友一块儿来创业，这些亲戚朋友挖到东西以后也都没
闲着，不断把这个致富的消息传到四面八方，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这片荒地上，热闹非凡。
到后来竟然还出现了卖烟卖水卖食品的小贩，乡亲们把当年王进喜开发大庆油田的热情都拿出来了。
　　本来人多一点最多就是影响我们的产量，在那儿挖都是挖，挤挤也就凑合了。
但人一多便开始出乱子，还拉帮结派，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人界限划分的很清楚。
我和松爷属于单干的，势单力薄，到那儿都让人排挤，他最初带进来的那帮穷兄弟这时候也基本不尿
我们这一壶了。
　　第一章 我心里隐隐有种很不安的感觉，究竟是为了什么不安，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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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缠绕陈氏三代的邪恶诅咒，幽暗地宫中的杀机无限。
盗墓者与古董商亦正亦邪，成就了这本，集儒法道墓诀为一体的“中国传奇”。
　　1.人物刻画栩栩如生。
从主角到配角，每一个人物都各有特色，像《盗墓笔记》一样，每一个主角、配角都深受读者的喜爱
。
　　2.起点文学重磅推荐，连载起便有超高人气。
在天涯连载时点击过百万，拥有一大批固定的读者群，并在网络停止连载后，对后续内容时刻关注。
　　3.故事在一个黑暗的深洞站看，封闭的环境，未知的黑暗空间，营造出最悬疑、惊悚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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