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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州的地下
埋藏着2000年的历史

在三峡库区这片约8万平方公里的淹没区（主要
指黄海海拔高程175米以下）与迁建区范围内的广大
地区，有着极为丰富的地下和地面文物资源。

为了留住和传承三峡库区的文化遗产，全国各地
考古和古建筑专家奔赴重庆和湖北两省市的三峡库
区，与时间赛跑，进行大规模地抢救性考古发掘和地面
文物保护工作。

三峡工程淹没与迁建区的地下考古调查、勘探、发
掘，地面文物迁建、保护工作，是我国文物考古历史上
一次前无古人、也许也是后无来者的“大会战”。三峡
大考古十余年间，我当时的主要工作，除了负责全市配
合其他大型基本建设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之外，还担
任了涪陵蔺市遗址、忠县老鸹冲遗址等国家考古领队
职务，长期奋战在三峡库区考古发掘工地第一线。

据新华社报道，在开县，继明月坝遗址出土了战国
时期至清代2000多年间的典型器物之后，开县余家坝
战国墓群考古发掘工作在2007年也取得了重大收获，
发掘了战国中晚期墓葬15座，出土战国时期青铜器、
陶器、玉器、漆器等60件。2000年至2006年间，考古
队还曾多次对余家坝战国墓群进行发掘，发掘面积近
3万平方米，发掘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的墓葬261
座，出土文物达1339件。

记者的“爆料”
有人“挖宝”一夜暴富

2008年12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重庆一媒体彭
记者的电话，他称自己发现了一条“大线索”，手里收获
了不少照片和材料，希望我从一个文物与考古专业工
作者的角度，对他手里的“大线索”发表一下看法。

没想到，一个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与三峡库区相关
的文物收藏故事就这样浮出了水面。

开县老县城人民医院旧址在拆迁的施工过程中，
发现大量古瓷，据说已有部分人因出售古瓷而一夜暴
富。这个“一夜暴富”的“挖宝”故事，是从2008年8月
流传开来的。

在那个骄阳似火的夏天，位于老县城的人民医院
一带，成栋的建筑高楼早已被拆除，只剩下七八米高的
废墟需要清空。几十辆挖掘机正加大马力，顶着烈日，
在废墟上来回穿梭不止。

一个年轻的挖掘机司机正在这些黑黄色的泥浪中
工作着，突然，刚刚挖起来的泥土中有一个金黄的东
西，十分耀眼。司机疑惑地停下挖掘作业，好奇地跳下
来，走上前去，捡起了原本埋藏在地下深处的那个发光
的东西。

原来，这是一个青里带红的酒杯。酒杯是瓷制的，
刚才看起来耀眼，是因为正好有阳光照射在上面，反射
出来的光刚好映入司机眼帘。

“这么深的地下怎么会有酒杯？莫不是……古
董？”想到这里，年轻的挖掘机司机随手在衣服上擦了
擦酒杯上的泥土，揣在了兜里。

在接下来的挖掘过程中，这个司机发现了越来越
多的陶瓷器皿，不过，大多都是一些支离破碎的残片。

在老人民医院工地旁边，有一个小卖部。每天干
完活下班的时候，司机们都习惯性地聚在小卖部买点
香烟或者啤酒饮料，自然地，这里也成了工地的消息集
散地。挖掘机挖出了一个古董酒杯的消息，霎时间就
从这个小卖部传开了。

不到两天，就有人找到这个挖掘机司机，以500元
的价格买走了这个酒杯。同时，从外地来收购这个酒
杯的人，用几元、十几元不等的价格，收走了其他司机
或居民手里的一些老物件。

一时之间，“老县城人民医院下面有宝”的消息，在
整个开县县城传得沸沸扬扬。人们蜂拥而至，纷纷涌

入挖掘工地，搜寻“古董”。“挖掘机司机挖出了一个装
有银圆的陶罐”“施工队煮饭的老头找到一个金戒指”

“城东拾荒的老太婆捡到一把宝剑”……各种流言满天
飞，也更加刺激了前来寻宝的队伍，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了“寻宝大军”之中。

收到的“宝物”
还真有些民窑中的精品

挖掘机在前面挖，拎着口袋、背着背篼、提着竹篮
的“寻宝大军”紧跟其后，在新挖掘出来的泥堆里扒拉
着“古董”，不论好坏、不论多少，只要一看到瓷器或陶
瓷片，就迅速捡拾起来，据为己有。

从8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2月，上海、河北、四川
等地的收藏爱好者纷纷来到开县，只为购得一点心仪
的古瓷。刚开始时，有人曾经购得过品相完好的瓷盘、
瓷瓶、瓷碗，再后来，完整的瓷器越来越少，外地来的收
藏爱好者就论斤两购买残破的瓷片。

开县本地的民间收藏爱好者也积极行动起来。与
文物贩子只纯粹追求利益的目的不同，这些收藏爱好
者更多的是关注对古陶瓷的保护。本地一位收藏爱好
者老薛就亲手从数千片残片中，黏接、修复了数十件古
陶瓷器，还对这些古代陶瓷片进行了分类整理、拍照存
档，并撰写了分析报告。

彭记者告诉我说：“老薛的分析报告显示，出土的这
批瓷器残片时间跨度大，从秦代到民国，且没有断代现象
发生，涉及窑口广泛。它们包括：秦代灰陶，汉代至六朝
红陶、铅釉陶，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瓷，五代定窑白瓷、黑
瓷，宋代耀州窑刻印花瓷、景德镇青白瓷、河南钧窑瓷、浙
江越窑青瓷等。”“瓷片中以变形梵文、龙纹、缠枝花卉、花
鸟动物纹饰为最多，几乎随处可见，随手可捡；历史人物、
山水风景、文字纹饰量相对较小。”彭记者继续说道。

彭记者特别告诉我：“瓷片纪年款识有大明永乐年
制、宣德年制、成化年制，大清康熙年制、雍正年制、乾
隆年制。”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开县本地并不生产瓷器，这里
出现数量如此之众多、年代跨度如此之久远、涉及范围
如此之广泛的古陶瓷，究竟是什么原因？带着这样的
疑问，彭记者希望我能给出答案。

如果仅凭彭记者的一堆文字资料和讲述，我是无
法给出答案的；幸亏这位记者有备而来，带来了些许碎
瓷实物和一些陶瓷照片。

我上手仔细观察后发现，这些碎瓷中，有两件清代
嘉庆年间民窑仿制官窑烧制的青花“缠枝莲花”罐残
片，尚属于民窑中的精品；另有两件调羹，是民国年间
民窑烧制的大市货；其余均为清代中晚期的瓷器残
片。我告诉彭记者说：可能是你们不识货吧，捡来的这
些东西都没有什么代表性，但都还是老货。

传说的“金开银万”
还真不仅仅是传说而已

历史文献和地方志书并未见开县有大型窑场或盛
产瓷器的记载。那为什么会在老人民医院一带集中出
土数量如此浩大的瓷器残片？从现有的残片情况来
看，很有可能这些瓷器在被埋藏之前就已经破碎了。

开县位于重庆市东北部，三峡库区长江的小江支流
回水末端，古属梁州之域，秦、汉属巴郡朐忍县地，历史
文化底蕴深厚。“金开银万，不抵梁平的一半”是流传于

“下川东”（今渝东北，即重庆三峡库区一带）数百年的俗
语，言表这个地方的富庶好比金子一般的开县,银子一
般的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开县虽不紧邻长江，但有
与长江相连接的支流小江从城边穿过，因此水路畅通。
在以水运为主要运输手段的古代，商船完全可以沿着长
江出入小江，通过小江再到达开县。

千百年来，之所以会形成老人民医院旧址这么丰
富的瓷片堆积，我的初步判断有三：其一，装运货物（包

含瓷器）的商船，也许遭遇事故而翻船沉没；其二，也许
这里一向就是开县的一个城镇“垃圾倾倒场”；其三，其
他人为的灾祸或战乱使得大批瓷器被填埋于此。

正因为开县是一个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发达的富
庶之地，长江的水运之便，造就了它的经济社会繁荣，
老人民医院丰富的瓷片堆积仅仅是其丰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之一。

彭记者后来还告诉我说，他也曾携带部分实物和
照片，向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资深古陶瓷专家申世
放研究馆员进行过咨询。申世放表示：尽管这些陶瓷
器大都来自民窑，但其中并不乏精品。例如，那件“白
菜纹青花卧足盘”和“高官厚禄纹杯”便是明代青花瓷
代表作，时常被当作博古教案。那件青花山水纹碗，则
是采用进口釉料烧制，弥足珍贵。

开州的考古
让尽量少的历史遗存永沉水底

2008年11月13日，当地新闻媒体《开州报》对人民
医院旧址有大批神秘瓷片现世的事件进行了报道，引起
了当时的开县政府重视，并对此要求当地文物行政主管
部门与公安部门彻底调查处理，绝不允许文物外流。

之后，在开县警方、文保部门等相关单位的大力配
合下，流失的文物得以回收，并得到妥善保存。

开县的考古抢救工作是三峡库区大规模文物发掘
工作的缩影。据新华社报道，三峡文物保护工程是我
国最大规模的文物保护行动，共计有文物点1087处，
其中地下文物规划达700余项，此外还有300多处题
刻、古桥梁、古民居等地面文物。全国有70余家考古
单位、数千名考古工作者参与，每年的挖掘量相当于平
常的10倍。根据《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及迁建区文物保
护规划报告》，三峡库区文物点总投资预计超过了10
亿元人民币，为的是让尽量少的历史遗存永沉水底。

（作者系重庆文史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市文物考古
研究院文博三级研究馆员）

那年
开州“一夜暴富”的

挖宝故事
□林必忠

2007年11月，三峡库区最后一个移民淹没县——重庆开县（今开州
区）在当月15日实施清库爆破。下午三点，有“三峡清库最后一爆”的开县
老城爆破顺利实施，有着1800年历史的开县老城从此消失。

当开县旧城的建筑在轰隆的爆破声中倒塌时，开县的三峡文物考古抢
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并取得了重大成果。

2008年12月，我时任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现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
前身）所长助理。也因此得知了一些伴随着紧张的考古工作，在民间流传出
的不少与“古董”“宝藏”有关的故事。

层层叠叠的古瓷片

当时正在三峡花灯坟考古工地的笔者

笔者（中）带领技术人员修复三峡出土文物

拣选出的各类汤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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