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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 目 静 观 天 地 更 宽

由于历史原因，绵竹战国船棺墓出土的精美文
物却不在绵竹，而在成都的省考古研究所库房中“沉
睡”着，能不能让这批精美文物回到绵竹老家呢？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为这批
文物回到绵竹提供了一种机遇。1986年7—8月，省
考古研究所和川大考古专业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先后
在广汉三星堆一号和二号祭祀坑发掘出上千件古蜀
遗物以后，省考古研究所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三星堆出
土文物的修复和研究。而绵竹于1995年申报省级历
史文化名城成功，亟须加强绵竹历史文化宣传，绵竹
战国船棺墓出土文物无疑是绵竹地方史研究中不可
或缺的佐证。在此背景下，绵竹文管所开始了向省文
化厅争取回调绵竹战国船棺墓出土文物的不懈努力。

在当时绵竹文化局的支持下，绵竹文管所人员历
经前后半年的时间，多次跑省厅和省考古研究所请示
报告。精诚所至，金石为开。1995年7月，省考古研
究所终于同意拨调84件绵竹战国船棺墓出土的青铜
器出库，由绵竹文管所保存研究和展览使用。84件青
铜器，时隔19年又从成都返回了它的出土地绵竹。

1996年，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到四川省博物馆，
为全省各地市县的博物馆、文管所的文物藏品鉴定
等级。绵竹文管所共选送7件珍品文物到省上参加
鉴定，这其中就包含了绵竹战国船棺墓出土的青铜
提梁壶和龙纹兽纽四耳铜豆。故宫青铜器专家杜乃
松给出的结论是：战国青铜提梁壶和龙纹兽纽四耳
铜豆均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所谓国家一级文物，是指该文物达到国家级珍
稀、贵重程度，须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报送国家文物
局存档备案的文物。对于一个县级文管所来说，都
以拥有多少件国家一级文物的数量为荣。有些遗憾
的是，绵竹战国船棺墓中出土的一件三牛带盖青铜
鼎只存鼎盖，鼎身缺失，此鼎盖顶部有一环形纽，周
围铸有三头形象生动的立牛，十分罕见。

此后，绵竹地方史志和剑南春酒厂都分别利用
绵竹战国船棺墓出土的青铜器，证明地方历史文化
和酒文化的悠久。剑南春酒史博物馆还将战国青铜
提梁壶放大 50 倍，作为酒史博物馆的广场雕塑。
2023年9月，绵竹市博物馆馆藏的30件青铜器文物
被陕西省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借展，其中大部分都
出自战国船棺墓，包括了龙纹兽纽四耳铜豆和铜提
梁壶两件国家一级文物。这是绵竹市博物馆馆藏文
物首次出川参展，既证明了这批青铜器文物的价值，
也彰显了绵竹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宁志奇
本报记者 刘春梅 刘勋 整理
绵竹市博物馆供图

开启尘封的

1976年初，绵竹县清道乡（现绵竹市孝德镇）金土村的一户黄姓人家在院子里挖沼气池
时，突然挖出了一堆奇奇怪怪、从未见过的“破铜烂铁”，绵竹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闻讯赶到，
他们立即意识到，这是绵竹历史上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不过令他们遗憾又无奈的是，在那
个特殊的年代，绵竹文化馆无力保管这批文物，因此只能向四川省博物馆求助……

关于这批文物的研究报告，直到11年后才公开发表。这是一座战国中期的船棺墓，仅仅
一座墓就出土了150余件文物，且有为数不少的精品，其中两件后来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
物。绵竹的战国船棺墓，也是德阳地区最早发现的船棺墓。

1976年是农历丙辰龙年，这是一个非同
寻常的双春年。这年2月的倒春寒来得十分
凌厉，绵竹乡村田里的庄稼、路边的桉树大多
冻死。清道乡（现孝德镇）金土村三大队的黄
家院子里，一家老小四人正冒着严寒在猪圈
旁边挖沼气池。当第二天他们挖到约莫距离
地表一人多深时，黄大爷发现了异样。

怎么搞的？在土坑下面的沙卵石中竟然
出现了绿锈斑驳的坛坛罐罐。黄家世代农
民，哪里见过这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黄老
二捡起一件小玩意儿在石头上用力摩擦后，
发现是一件铜制品。一旁的黄大娃说，这些
铜玩意儿可作为废铜卖给乡上的供销社废品
站，说不定还可以卖到十多元哩!

这让黄家几爷子立马来了精神，继续努
力挖掘。这土坑里边的铜玩意儿多得不可思
议，铜玩意儿的下面还发现了两寸多厚的赭
色木板，顺着那块木板延伸挖掘，发现这木板

居然有五米多长、六十厘米宽，呈现出两头
窄，中间宽的老鸹船形状，而所有的大小铜玩
意儿都出现在这块船形木板上。除了一些坛
坛罐罐的大小铜玩意儿以外，还挖出一大堆
的刀刀矛矛，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些古怪稀
奇的铜玩意儿越来越多，总之都是些他们不
认识的东西。说实话，这一大批的出土器物，
当时在他们心目中的价值，或许远不及挖出
一窖能充饥的红苕疙瘩呢。

黄家人长时间不断地忙着用竹箕往家里
搬运铜玩意儿，被一位邻居看在了眼里。凭
借敏锐的触觉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位邻
居连忙跑到大队办公室，把这个不寻常的信
息报告了大队负责人。大队负责人立马赶到
黄家院子，他一边告诉黄家人这些地里挖掘
出来的东西绝不能据为己有,一边迅疾派社员
到县文化馆去报告。

好在金土村距离县文化馆只有5公里的
路程，当天下午，绵竹县文化馆分管文物保
护工作的黄宗厚副馆长，带领馆里负责摄影
的章绍权和负责记录的刘纪贤两位同志步
行赶到黄家院子。当天，黄副馆长虽然尚不
能对这批出土文物准确断代，但他感觉到这
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他赶紧和另两位县
文化馆同志一起，对这一大批的出土器物全
部进行摄影和编号登记。结果令他们大吃
一惊，不连那些破碎的陶器，只算出土的铜
器就达150余件之多，许多青铜器还是以前
从未见过的，连器物名称都还搞不伸展哩。
他们普遍认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绵竹史

无前例的一次重大考古发现。
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为怎

样处置这批出土文物犯了难。1976 年初，
“十年动乱”尚未结束，绵竹县文化馆根本就
没有文物保护的经费和条件，无奈之下，黄
宗厚将此次重大文物出土情况上报给四川
省博物馆。几天后，省博物馆派副馆长王友
鹏来到绵竹，租了个解放牌货车，将150余件
出土器物全部运到了成都。

值得一提的是，黄家老小四人将几天辛
苦挖掘出的“破铜烂铁”全部无偿上交，可以
说，这是一次文物保护部门费力最小、花钱
最少的重大考古发现。

时光飞逝，转瞬便过了十年。十年间，
王友鹏将那堆“破铜烂铁”进行了认真细致
的考析，再由省博物馆专业摄影师陈湘华和
江聪摄影，刘瑛制作60余幅精准的线描图，
王友鹏执笔撰文，在1987年第10期《文物》杂
志上发表了《四川绵竹战国船棺墓》一文。
此文发表后立即引起国内考古界的重视，绵
竹的这批文物是古蜀文化考古工作的又一
项重要成果，这是距今约2400年前战国时期
的重要文化遗存，这是当时绵竹境内发现的
最早的古蜀遗迹。

这篇考古报告也可用“十年磨一剑”来
形容，其内容图文并茂，有12页之多。该文
首先是将1976年2月绵竹县清道乡金土村出
土文物定性为战国中期船棺墓，距今已有约
2400 年的历史。其依据是参考和对比了四
川历年所出土的战国船棺墓的清理简报，例

如成都百花坛中学10号战国船棺墓葬的分
期，新都战国木椁墓，成都羊子山172号墓发
掘报告等。研究表明，绵竹战国船棺墓出土
文物具有巴蜀文化分布地区的共同特点。
这是省博物馆的考古专家利用考古类型学，
进行严密的考察后得出的科学结论。

绵竹战国船棺墓出土文物涵盖了炊食
器、兵器工具和杂器几类。炊食器中又包
含不少酒器，例如铜壶、铜罍等，其中，一件
青铜提梁壶和一件龙纹兽纽四耳铜豆尤为
精致华美。青铜提梁壶通高 37 厘米，纹饰
精细而丰富多彩，即使在细小的提梁链系
上都饰有精细鳞甲纹，几乎与台北故宫博
物院珍藏的战国青铜提梁壶相近似。而龙
纹兽纽四耳铜豆的器盖、器身都饰有下凹
的精美蟠兽纹，似曾镶嵌过绿松石。此两
件青铜器独显尊贵。

绵竹船棺出土的战国青铜兵器经省博物馆进行
了合金成分的分析，分析结果显示，除了具有青铜器
的主要合金成分——铜、锡、铅外，在微量成分中，还
发现了磷元素。这是中原地区出土的同时代的青铜
兵器中尚未见到的合金成分。专家们认为，这种有
别于中原地区的合金成分——磷，是作为铜矿石、锡
矿中的杂质，而被带入合金中去的，也即是说，与这
种兵器合金原料——矿石的产地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批兵器是在巴蜀区域内产生，为蜀人所使用的。

此墓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出土的精美铜罍和
提梁壶既是酒器，也是典型的东周礼器，非一般人所
能持有。这些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的礼器说明，早在
春秋时代，以绵竹为代表的蜀地与中原已有了交往。

王友鹏认为，“此墓出土文物数量之大、种类之
多，是四川战国墓中极为罕见的，尽管此墓被扰乱，
但绝大部分文物保存完好，且有不少精品”，这也表
明该墓主身份非同一般。据分析，该墓主享有如此
众多青铜重器陪葬，地位至少是蜀王的宰相或蜀王
太子这样的层次，结合扬雄《蜀王本纪》和《华阳国
志》中蜀开明王娶绵竹武都山美女为玉妃的记载，墓
主或许是玉妃的哥哥、蜀开明王国舅也未可知。因
为古蜀时没有文字记载，此墓留下这段耐人寻味的
历史之谜，亦是一桩趣事。

至此，绵竹文管部门已经充分意识到这批绵竹
战国船棺墓出土文物对于地方历史研究的重要作
用，尤其是对中国名酒之乡绵竹的酒文化研究也是
不可或缺的。1988年1月上旬，绵竹县委、县政府与
四川省几家新闻媒体联合举办了一次酒文化研究
会，绵竹文管所不仅为会议提供了历代酒具、东汉画
像砖等实物和大量图片文字资料，还特邀了王友鹏
到会，首次向与会人员介绍了绵竹战国船棺墓出土
的精美酒器情况，为绵竹悠久的酿酒历史提供了可
靠的实证，受到各方重视和好评。

老酒老酒老酒古蜀
——绵竹战国船棺墓发现始末

猪圈旁挖沼气池，

挖出一堆“破铜烂铁”

150余件出土文物，
全部被转运到了省博物馆

“十年磨一剑”，
定性为战国中期船棺墓

数量大种类多，
为绵竹悠久的酒文化提供佐证

84件文物从成都调回，
现珍藏于绵竹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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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错金饕餮纹铜剑鞘。

战国龙纹兽纽四耳铜豆。

战国双耳衔环云雷纹铜瓶。

战国铜鎏金捕鱼带钩。

战国四方双衔环龙
纹四纽顶盖铜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