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图书馆藏甲骨3.5万余片，其中有2.8万余片
为民国大收藏家刘体智（号善斋）旧藏。我们在整理国
图藏刘体智旧藏甲骨的过程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刘体智旧藏甲骨中有部分得自甲骨学家和收藏家罗振
玉。而这部分甲骨到了刘体智手里后，往往缺失含有

“殼”字的部分。
刘体智(1879—1962)，字晦之，号善斋，室名“远望

楼”“善斋”“小校经阁”等，是晚清四川总督刘秉璋第四
子，安徽庐江(今合肥)人，后侨寓上海。他清末曾任大
清银行安徽总督办，民国后曾任中国实业银行上海分
行经理、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1962 年，刘体智任上
海文史馆馆员。罗振玉（1866—1940），字叔言，号雪
堂，是我国近代著名甲骨学家、金石学家。罗氏一生勤
于搜集并刊布甲骨，前后所得甲骨约 3 万片，编有《殷
虚书契》《殷虚书契后编》等甲骨著录书，在甲骨的收
集、保存、传播、考释上作出了很大贡献。

罗振玉所编《殷虚书契前编》，收录的基本是其自
藏甲骨。现藏国图的某片刘体智旧藏甲骨若收录于

《殷虚书契前编》（下文简称《前》），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片甲骨也曾为罗振玉旧藏。我们在整理国图藏甲骨
的过程中，发现有多片罗、刘共同旧藏过的甲骨存在缺
失含“殼”字部分的情况。如罗振玉旧藏的《前》4.2.8

（指《前》卷 4 第 2 叶第 8 片。甲骨学上一般以收藏单
位、藏家或书名加编号的方法指称甲骨片），实际上就
是善斋旧藏现国图 7035 号。但国图所藏刘体智旧藏
片与《前》4.2.8相比，残去含有“殼”字的部分。其他的
原属刘体智旧藏但缺少含“殼”字的还有国图 7182 号

（《前》5.29.5 不缺）、国图 10716 号（《前》7.10.2 不缺）
等。巧合的是，国图 10716号残缺的部分恰也现藏国
家图书馆，即国图 2339 号。非属刘体智旧藏，为罗振
玉旧藏，后归国家图书馆。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整齐而有趣的现象？可能与古
董商不择手段牟利有关。这个残缺部分含有的“殼”
字，在甲骨文里为“贞人”名字。“贞人”指负责占卜问
卜、沟通鬼神的人。也就是卜辞中常见“干支卜某贞”
句式中“卜”字与“贞”中间的那个字。这个字最初有的
认为是卜问的事类名，有的认为是地名，有的认为是官
名。1931 年著名甲骨学家董作宾发表《大龟四版考
释》一文，在甲骨学史上首次确定“卜”与“贞”之间的字
为“贞人”名。这是一个重大发现。不仅推进了大批甲
骨卜辞的正确解读，也为甲骨的分期断代提供了重要
依据。我们都知道，甲骨发现初期甲骨买卖是以字计
钱的。而因为“贞人”名字的重要，含“贞人”字的甲骨
自然要价会更高。因此，比较可能的情况是，古董商唯
利是图，在经手甲骨买卖时，人为把含有贞人“殼”字的
甲骨掰为两块。一片上字多，一片上面有重要的“殼”
字，这样能卖出更高的价钱。

曾毅公《五十年来之甲骨学》（国家图书馆藏稿本）
曾记载罗振玉“居津时，以片之小者，售归庐江刘体
智”。根据《雪堂纪年》，罗振玉 1919年自日本回国定
居天津，1928年移居旅顺。1926年4月曾携子罗福颐

“至沪鬻书，五月望后返津第”。罗振玉或在此时将所
藏部分甲骨出让。而根据上面所说董作宾 1931 年文
章确定“贞人”的重要性，或可判断刘体智得到此批甲
骨的时间在1931年以后。罗振玉出让、刘体智收得中
间这段时间，此批甲骨或在古董商手上。

1953年夏，刘体智所藏全部甲骨由中央文化部收
购。1958年 8月，文化部文物管理局把此批甲骨全部
拨交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另藏罗
振玉旧藏甲骨 461 片，为 1945 年年末从古董店“舆记
文玩”购买，上文所说的国图2339号，就属于这461片
中的一片。刘体智旧藏国图10716号和罗振玉旧藏国
图 2339 号本属一片，民国时或经人为掰断，但最终殊
途同归，又在国家图书馆重聚。等到国家图书馆全部
甲骨整理完毕，或许，这些被人为掰开有了不同藏号的
甲骨片可以重新复原合在一起。

这些天，国家博物馆有一场重要展览
吸引着成千上万名的观众。展览的名字是

“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
考古成果展”，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四川省
文物局、四川省眉山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江口沉银”之谜

江口古战场遗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
彭山区江口镇岷江河道内，北距成都市约
60 公里，南距眉山市区约 20 公里，是眉
山市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遗址保护
面积约100万平方米。

1646 年，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率部
从成都出发，沿岷江南下转移。部队行至
彭山江口河段，遭遇明朝参将杨展袭击，
船只被焚，大量财物沉于江底。历史文献
中多有关于江口之战和沉银打捞的记载，
但几百年来，张献忠是否沉银以及沉银地
点，众说纷纭。

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陆续有重要
文物在江口岷江河道内被发现。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
护管理所在 2017 年和 2018 年对江口古
战场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这是目前国
内规模最大的内水考古项目。

展览序厅部分展出了多件重要文物。
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铸造于 1643 年，
是江口古战场遗址发现的核心文物，对考
证遗址年代和性质极为关键；天启元年长

沙府“岁供王府”五十两金锭是上供藩王
府的岁供黄金，为已知明代金锭中的最大
锭型，存世稀少；万历二十七年武冈州“都
水司正银”一百两银锭为明代武冈州征收
供工部都水司使用的税银，明代存世银锭
多为五十两形制，一百两官银极为罕见。
这三件文物均为国家一级文物。

文物说明着久远的历史

展览的第二部分名为“沉银出水”，展
示了江口古战场遗址发现的大量珍贵文
物。这些文物的时代从明代中期延续至晚
期，地域北至河南，南至两广，西到四川，东
到江西，不但证明了张献忠“江口沉银”传
说的真实性，更是明代中晚期政治、军事、
社会生活等方面最直接的展示。通过这些
文物，让观众看到300多年前的一段历史。

江口古战场遗址发现了上千件与张
献忠大西政权直接相关的文物，此次展览
中有多枚“西王赏功”钱，册封后宫的金
册，以及錾刻有“大西”年号、税种和四川
地名的银锭展出。其中“西王赏功”钱铸造
于张献忠占据四川之后，有金、银、铜三种
材质，是用于奖励有功部将的钱形奖章。
在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发掘之前，“西王
赏功”钱存世量极少。

册封后宫的两件金册，形制与明代册
封金册相似，等级极高，为大西政权建立
后宫制度的物证。刻字银锭可见“粮银”

“军饷银”等6个税名及四川境内眉州、双

流等 12 个地名，是研究大西政权银税制
度以及张献忠在四川活动范围的实物证
据。国家博物馆还特别展出两件馆藏一级
文物：“骁右营总兵关防”铜印和《大西骁
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拓片，让观众更好
了解大西政权建立和军事制度情况。

展览中有一件迄今为止首次考古发
现的木鞘。当时考古人员在现场发现了这
块相对完整的木鞘，周边有银锭散落着，
木鞘中间也塞满银子。据考古学家考证，
木鞘的做法，就是把一根完整的木头剖成
两半，把中间掏空，再装进银子，最后用铁
或者铜片箍紧。用木鞘装银后，两个人一
抬即走，运输起来十分方便，对张献忠这
样的农民起义军来讲，非常实用。史书上
对张献忠水下藏宝也有大量记载，这件文
物证实了张献忠“木鞘藏银”的传说。

明代建立了严格的宗室爵位制度。展
览中有明代册封亲王、世子、郡王以及王
妃的金册、银册和金宝，涉及荣、襄、楚、
荆、蜀等王府。其中一枚册封蜀王的金宝
是国内首次考古发现的明代藩王金宝。据

《明史》记载：亲王册封授金册金宝；亲王
世子承袭爵位，只授金册，传用金宝。即每
个藩王府只有一枚金宝。

展览展出了江口古战场遗址出土的
近 150 枚银锭。其中刻有时间、地点、用
项、官员名及银匠名的明代税银，地域涉
及河南、四川、江西、广西、广东诸省，不但
是明代中晚期征税制度的反映，也是张献
忠主要行军路线的佐证。

创新水下考古模式

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发掘是一次全
新的探索和挑战，它是国内首次内水区域
水下考古发掘。针对遗址处于岷江河道内
的复杂情况，中国考古工作者首次采用了
围堰考古发掘的全新模式。

在岷江枯水期，考古人员用砂石在挖
掘区造堰，也即拦河蓄水大坝，再在挖掘
区两侧开挖导流渠，将围堰中的渗水和地
下水导流至集中排水区，然后使用 10 台
大功率抽水机，昼夜不停抽水排至堰外。

遗址的堆积层是灰褐色粗砂和鹅卵
石构成，更深层则是红色砂岩结构的河
床，河床经过流水长期侵蚀，形成多条冲
刷槽，出土文物就散落在冲刷槽内。考古
人员根据考古分析先画出一个重点区域。
在重点区域之外，主要依靠大型机械挖掘
泥沙和鹅卵石，反复冲洗过筛，来检查有
没有遗漏的文物，而重点区域之内就要完
全依靠人工一点一点清理和收集。

展览中还展示了用于探索文物密集
区与遗址准确范围的地球物理勘探仪、智
能化测绘无人机等先进的科学仪器，使观
众感受到考古与现代科技的协同合作。

江口古战场遗址还是全国首次志愿
者全程参与的考古发掘项目。江口古战场
遗址考古发掘成为全面展示公共考古理
念的平台，激发了公众参与考古的热情，
拉近了考古与公众的距离。

三百年后解谜案，古战场上觅遗宝

“江口沉银”走进国博
□ 姜天骄

甲骨为啥

缺个“殼”
□ 赵爱学

左图 江口发掘出土的木鞘和银锭。木鞘是在

考古中首次发现。

右上图 这是长沙府“岁供王府”五十两金锭。

姜天骄摄

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

址是 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之一，也是本世纪

明清史领域的重大考古发

现。文物见证历史。这些静

静躺在博物馆中的文物在向

人们诉说着张献忠江口之战

那段远去的历史

甲骨发现初期甲骨买卖是以字计

钱的。含“贞人”字的甲骨要价会更

高。因此，比较可能的情况是，古董商

在经手甲骨买卖时，人为把含有贞人

“殼”字的甲骨掰为两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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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珍藏着一把青
龙剑。质地为铁、木，颜色呈灰黑色的青龙
剑，长条形，两面刃。剑身长74厘米，宽3
厘米。剑柄上有一块圆形铁皮护圈。剑鞘
由两片硬木合成，五组铜片圈固定，铜片上
的纹饰各异，靠护手圈内一组的铜片圈两
侧各有一条青龙，故称青龙剑。

这件国家一级文物是井冈山革命时
期的著名人物王佐所使用的。

王佐(1898—1930)原名王云辉，江西
遂川客家人。王佐自幼丧父，童年时随母
磨豆腐，十五岁开始学裁缝，3年后成了井
冈山有名的裁缝师。他还在罗浮拳师王

冬文那里学了几年武功。1922 年冬，王
佐和众弟兄在下茅坪的邬王将军庙内聚
义，提出“打富不打贫，打疏不打亲，打远
不打近”。此后，王佐名声大震。1927年
10 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驻宁
冈茅坪后，通过袁文才与王佐联络，王佐
同意毛泽东及其部队进驻井冈山区。10
月 24 日毛泽东带领部队到达荆竹山。
1928 年 1 月王佐率部接受改编，4 月，他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 年春，井冈山罗浮乡成立工
农暴动队时，王佐将此剑赠给该暴动
队副队长兼军事教官李嗣凤。它是王

佐 戎 马 生 涯 的 历 史 见 证 。 1930 年 以
后，拿山保卫团团总尹豪民得知李嗣
凤当过暴动队长并藏有武器，曾多次
带兵捉拿他。没料到，李嗣凤将此剑
藏在自家房屋的屋檐板里，早已逃往
他乡，使得尹豪民落空。

1958 年李嗣凤病重期间，告诉儿子
李井生说屋檐板里藏有王佐当年送他的
一把剑，嘱咐他好好保存，留给子孙们看
看。1983 年李井生修缮房子时，将此剑
取出。1984年10月李井生将此剑捐赠给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收藏。1994年5月，国
家文物局确认此剑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青 龙 剑 : 深 藏 屋 檐 板 留 给 子 孙 看
□ 饶道良

初读《纸上乾坤》便被这承载着厚重
文字感的书名所吸引。《纸上乾坤》坚守着
传统文化的现代立场，力图寻找中国本
位。《纸上乾坤》以其独特的世界眼光深
情地注视着那些引领时代的探索者。“乾
坤”二字包容的是这世间万象，在这纷繁
复杂的历史巨幕后，流动着的是一个女
子的家国情怀与世界格局,挥洒的是作者
与历史的点点滴滴。

东北，是本书作者李舫书写的故乡。
在梦里，李舫最终找到了童年的那颗星，
像一盏明亮的油灯，触手可及。

记忆中的每一段岁月，或是后悔一时

的赌气或是安逸于一瞬的欢喜，都轻轻地
跃在纸上，潜入心里。这是属于李舫一个
人的历史，是她得以书写民族历史的生命
起点和文学启蒙，在这里，我看到的是一
个心思细腻的女孩由心底散发出的对文
学热爱在家国面前升华为“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的历史责任感。

在一次访谈中，她也曾提到“我
对作家的定义，就是智慧和担当，以
笔，以命，以心，以爱，以思，铺展
历史的长卷，讴歌生命的宽阔”，李舫
将满腔的家国热血溶于细腻真挚的笔

端，一点一划雕刻出中华民族辉煌而
又苦难的历史。

《纸上乾坤》不仅仅是一部以严谨
的考据态度书写历史的著作，更是一部
流淌着一个作家想象长河的瑰宝。首
先，李舫的独特之处在于对小历史的书
写。她将独到的女性视野投向了历史
的边缘，给不为人们熟知的人类文明以
历史的关怀。其次，跨文化视野是李舫
书写历史的现代格局，是在中西文化比
较的背景下，寻求自身文化发展之根和
对于人类文明的致敬。最后，文人的风
骨是流淌在李舫笔下永恒的灵魂，是构

建其历史殿堂的中流砥柱，是中国古代
文人精神的血脉传承。李舫坚守着历
史的真实和文人的风骨，让读者得以在
严密的考据下，追随其对于历史人物、
事件充满哲辨意味的思考，回归历史，
还原本心。

李舫对这个世界充满美的独到理
解，“美不是艺术的对象，而是艺术自身
的肌肤和骨肉。美，就是它自身的存
在”。《纸上乾坤》是一个游走在时空中的
归乡人，带我们拨开历史不为人知的面
纱，回归华夏之根，穿越万里，一睹世界
之美。

《纸上乾坤》：家国情怀凝笔端
□ 付 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