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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对“宝藏”这个词有兴趣，是因为《鹿鼎记》中一情节：满清在入关之前，
收集了巨额的财宝，藏在关外一山中，但是因为先辈怕后世子孙坐拥财宝而不思进
取，遂将其藏起，对人只称此为大清龙脉所在。而后将地图分为八个碎片，藏于八
部叫做《四十二章经》的经文中，分散给满清八旗。时过境迁，曾经知道宝藏的人
皆已死去，而有关于它的真相早就逐渐变了味：渴慕权力者认为，找到它可以得到
天下；追求武功至高境界者，则以为它是顶尖武功密集。韦小宝作为故事线索般的
人物，将经书一一收起，交给康熙，最终真相大白。

当时看这个片段时，不得不为金庸的设计拍手叫绝。因为他切准了满清初期那种励
精图治的面貌，同时也将情节设置的惊喜重重。但是话说回来，这只是一故事，那
么在现实的历史中，就没有这样的事情了吗？不尽然，今天就举一例子：

张献忠在四川称帝，建国大西，这个时候已经是公元1644年了，算起来，距离他最
初“揭竿而起”的时点，已过整整十四载。这十四年中，农民起义军几乎一直在路
上。

彼时的天下形势是：崇祯刚刚自缢，明朝灭亡，大明遗留兵力掌握在吴三桂等人手
中；中原以及南方地区全部为起义军，李自成和张献忠皆实力强大；北方的女真族
正在努力冲破山海关，夺得政权。这期间，吴三桂手中的军队成了争抢的对象，最
终他选择帮助满人入关，而张献忠则成了被镇压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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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7年，清军南下，张献忠身中数箭而亡，大西政权没有撑过三年。然而，虽
然张献忠已死，可是他身后巨大的财富依旧存在。

除了崇祯十六年的字样，在一些钱币上可见大西字样，可见这正是史书记载的，张
献忠建立政权之后，制造了独立流通的货币，大西币。

以上，确实做到了“巨额”，但是现代银子的价值却没有古代的值钱了，因此也没
达到富可敌国的地步。可是这些文物里，有一件东西被考古界封为国宝，那就国家
一级保护文物，张献忠金封册。

为何这片金封册价值那么高呢？考古学家给出了两点解释：1.它的规格，比圣旨还
要高，重量达到700克。圣旨皆说“皇帝诏曰”，它却刻“皇帝制曰”。2.金册乃
是张献忠在四川称帝时颁布的政令合集，而发现的这一片，乃是封面，刻着二十九
个字。通过它，可以研究大西政权的细节。

考古界经常可以发现无数文物，这些文物多是古代的器具，饰品，如今被奉为宝物
。可是这回的考古，却发现了百年前古人心中的宝藏，宝上加宝，价值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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