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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说到“宝藏”二字，很多人可能马上就会浮想联翩——璀璨夺目的金银珠宝的确有资本令人想入非非
。
在金庸的小说《雪山飞狐》中，涉及提到了闯王李自成的宝藏，小说结尾之际，一群人找到了藏宝洞
，见到无数奇珍异宝，几近疯狂。
同样，梁羽生的《萍踪侠影》，也以“大西皇帝”张献忠的宝藏为线索之一。
不仅如此，许多武侠、玄幻小说，都围绕一张藏宝图展开情节。
宝藏在人们心中充满了神秘、传奇的色彩。
而本书则旨在告诉大家，宝藏并非只存在于小说和传说中——地大物博的中国，真的有无尽的宝藏。
李自成的宝藏相传被其家将野拂受命藏于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而关于野拂上天门山，是有正史记载的
，《永定县乡土志》明确写到：“明季野拂自夹山寺飞锡此山（天门山）。
野拂为李贼余党，事败，削发为僧，竟逃天诛”。
可见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至于张献忠窖金的可靠记载，就更多了。
吴伟业（梅村）在《鹿樵纪闻·献忠屠蜀》中说，顺治二年（1645年），张献忠“用法移锦江，涸其
流，穿数仞，实以精金及其他珍宝累万万，下土石筑之，然后决堤放水，名曰‘锢金’。
”此外，彭孙贻在《平寇志》中、彭遵泗在《蜀碧》中甚至清朝官修的《明史》里都有类似记载。
李自成和张献忠宝藏的藏宝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动机——事败，藏宝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
与这类动机相似的本书还提到了公孙述瞿塘峡夔门藏宝、翼王石达开宝藏、以及太平天国湖州藏宝。
还有一类宝藏涉及到我国一些古代城池的神秘消失，例如，云南抚仙湖宝藏与俞元古国有关；楼兰古
城在消失千年后，重现“江湖”，带给世人震惊和喜悦；而黑水城曾是古代西夏王朝的军事重镇，“
黑水城”就是额济纳城，是如今唯一一座用党项族语音命名的城市。
介绍中国海域内的沉船宝藏，是本书的又一特色，我国领海面积广阔，自古以来就有许多海上交通要
道，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带动了海运事业的发展，同时也无法避免在危险海域沉船的不幸。
在政府的主持下，我国的考古部门近年来成功地打捞了“阿波丸”号、“南海一号”、“碗樵一号”
、“华光鞘一号”等重要的沉船宝藏。
“南海一号”、“碗樵一号”等沉船上的古代精美瓷器更是价值连城。
2006年3月，宁波市考古研究所受国家博物馆委托，绘制了一张沉船的“藏宝图”，将浙东沿海的沉船
“一图打尽”，以便日后在时机有利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打捞。
与海域有关的宝藏，我们还提到了广东上川岛和南澳岛的海盗宝藏。
尤其上川岛，大海盗张保仔在岛上藏宝无数，引发出许多寻宝、得宝的传奇故事，令人不禁心生向往
。
同样具有传奇色彩的，还有四川乐山大佛的佛心藏宝之谜，上世纪80年代，刘晓庆主演的《神秘的大
佛》，其情节就是围绕众人在大佛身上寻宝、夺宝而展开的。
影片轰动一时，令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
“佛中有佛、佛在心中、佛心藏宝”更是乐山地区经久不衰的传说。
很久以前，真的有游客偶然在乐山大佛的心脏部位看见了一尊小佛的身影，五官甚至清晰可见。
为了便于读者轻松阅读，本书将国内可考的宝藏分到了四条“寻宝”路线里面，寻宝路线一，主要在
西南部，由四川到云南；寻宝路线二，在东部，由山东到浙东沿海地区；寻宝路线三，则主要是东南
部包括台湾沿海地区和南海海域；寻宝路线四在我国的北部，由新疆到内蒙。
可是说，四条路线将我国自古以来可能有宝藏埋藏的地点“一书打尽”了。
众多的藏宝地点令人眼花缭乱，也有无数人一直在为寻宝消耗自己的精力，“姑姑山挖宝”的许平卿
为宝藏耗尽家财，依然一无所获；项里村的村民世代寻觅项羽埋下的12面金锣，至今没有结果；马陵
山十字坡守山的孙塘村农民，夜里常被寻宝人的挖凿声惊醒⋯⋯宝藏虽多，被寻到的毕竟是少数。
我们不得不承认，得到宝藏是可遇不可求的幸运。
放猪拾到金子的谢松年、挖出金砖的金山乡核电二厂的工人、在江边拾到银子的农民、在海底捞到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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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的渔民⋯⋯他们的收获，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如此说来，终其一生，为传说的宝藏耗费心力的人，实在是得不偿失。
阅读本书时，在形形色色的神秘故事背后，你也许会领略到些许的地方风情，如果有一天你去书中的
某个藏宝地点旅游或探险，一定要留意脚下的每一寸土地，或许，会有惊喜哦——你会去寻找那失落
的宝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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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解密中国宝藏》旨在告诉大家，宝藏并非只存在于小说和传说中。
地大物博的中国，真的有无尽的宝藏。
说到“宝藏”二字，很多人可能马上就会浮想联翩。
璀璨夺目的金银珠宝的确有资本令人想入非非。
在金庸的小说《雪山飞狐》中，涉及提到了闯王李自成的宝藏，小说结尾之际，一群人找到了藏宝洞
，见到无数奇珍异宝，几近疯狂。
同样，梁羽生的《萍踪侠影》，也以“大西皇帝”张献忠的宝藏为线索之一。
不仅如此，许多武侠、玄幻小说，都围绕一张藏宝图展开情节。
因此，宝藏在人们心中充满了神秘、传奇的色彩。
　　李自成的宝藏相传被其家将野拂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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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蜀地船棺藏宝船棺是一种葬具，船棺葬是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的一种古老的葬俗，其基本特征
就是把死者遗体放进形状似船的棺材里，随葬品也装殓其中。
安放船棺的方式，又分为悬挂岩洞、架在树上和埋入土中。
船棺葬是古代巴蜀人盛行的一种丧葬礼俗，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一些傍水而居、长于舟楫的民族特有
的葬俗。
目前考古学者的发现四川地区是我国古代实行船棺葬相当集中的地区。
考古学家顾颉刚先生早在40年代就说过：“古蜀国的文化是独立发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
来的事。
”蜀族为首的原居民，在蜀国的地区，留下了大量的蜀文化墓葬，最主要的就是船棺葬。
第一节 蜀人船棺葬的文化根源先秦时期使用船棺进行土葬的民族并不多见，唯有巴蜀地区是我国古代
实行船棺葬相当集中的地区，生活在江河海滨的人，善于造船和用船。
当他们产生了鬼魂观念之后，便在幻想中把现实生活附加给鬼魂世界，以为死者生前不可或缺的生产
和生活用具在那个世界里也同样需要，于是就有了以船为棺的殓葬方式。
目前发现的船棺，其形状大小多与现在江河中使用的舟船大致相同，故这种葬俗应是近水民族生态环
境和水上经济生活的投射。
正因地上的河流难于涉渡，使古人幻想在冥界与人世之间，生死异路，阴阳相隔，定有河流作为分野
，以船为棺，可以把亡魂送过河去，是生者“入地为安”的心态的体现，实际上也强化了人间与鬼境
间的差异。
造船技术之所以被移植到丧葬风俗中，意在促成并加快生死两界的分隔，形成一种观念上的各有所奔
的情境，以使生者与死者两两相安。
丧葬礼俗的产生，来源于“灵魂不灭”和祖先崇拜的信仰。
在此之前，人死之后，人们往往弃尸于野。
正如《周易·系辞传》中所言：“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
而当灵魂观念萌生后，人们便据灵魂与尸体关系的种种想法，以及关于灵魂在阴间生活的幻想来安置
尸体，于是产生了各种葬法及丧葬仪式。
至于具体采用何种葬式处置尸体和安顿灵魂，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圈可以说大相径庭，从而构成
了异彩纷呈的丧葬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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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阅读《解密中国宝藏》时，在形形色色的神秘故事背后，你也许会领略到些许的地方风情，如果有一
天你去书中的某个藏宝地点旅游或探险，一定要留意脚下的每一寸土地，或许，会有惊喜哦——你会
去寻找那失落的宝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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