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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

新华社成都11月17日电（记者 童
芳 施雨岑）记者17日从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获悉，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
新发现一万余件文物，其中不乏明代藩
王世子金印、大量张献忠政权税银等包
含重要历史信息的珍贵文物，对研究明
朝末年社会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原名彭山江
口沉银遗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
江口镇的岷江河道内。1646 年，农民起
义首领张献忠顺岷江南下，在此遭遇伏
击，战败船沉，传说中上千艘满载金银财
宝的船沉于江底。2017 年以来，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采用在江面围堰的方式
开展科学考古，出水文物共计数万余
件。“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引起媒体和社
会公众极大关注，获评2017年度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

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现场考古
发掘领队刘志岩介绍，除了往年发现的
金册、银册、金锭、银锭、西王赏功金币、
银币等珍贵文物，此次为配合岷江航电
和河堤复建工程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
又有新的斩获。

其中，发掘出水的“荣世子宝”金印
为明代荣王世子所有，是明代册封制度
的又一重要物证；“永昌督理之印”银印
与2015年公安部门追缴回的“永昌大元
帅印”金印的风格相似、铸造时间相同，
推测为李自成赐予张献忠的军队，是研
究明末清初政治历史格局的珍贵材料；

“钦赐崇德书院”鎏金铜印为明代皇家书
院所有，对明代文化教育的研究非常重
要；箭镞、火铳和铅弹等大量明代兵器的
发现，反映了“江口之战”的激烈程度。

此次公布的出水文物历史信息极为
丰富，既有皇室御用金宝、达官贵人所用
服饰器物，也有明末农民起义政权税银，
当时民间流行的首饰，还有江口之战双
方使用的武器，涵盖了明末政治、经济、
文教、军事等方方面面。

据了解，本次考古工作以抢救和保
护珍贵文物、寻找古代战场遗迹、确认遗
址边界为主要目的，运用磁法、电法和探
地雷达等地球物理探测手段确定发掘区
域，在发掘过程中采用三维扫描等技术
记录和提取出土文物信息，并通过考古
工作平台对相关数据进行管理，保证了

本次考古工作科学有效进行。
“本次发掘找到了遗址南部边界，但

仍未发现遗址的北部边界。下一步，我
们将对文物进行保护修复和工艺研究，
同时开展考古资料整理，并及时向社会
公布。”刘志岩说。

“江口沉银”遗址新发现一万余件文物
再现明代社会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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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克锋

“莘县城北20公里，马颊河东岸有
个村庄，名叫务庄，属河店镇。村名与
姓氏无关，而是因大雾而来。村西北有
个弇山泉旧址，还有一个荡气回肠的传
说。”11月17日，聊城市地方史研究会副
秘书长齐庆伟说。

明朝初年，李、蔡、岳三姓从山西洪
洞县迁来定居，定居地东边1公里处是
马桥。当时马桥称马明府，这马明府究
竟是哪级官府或是何人门第，现已不可
考。三姓定居之地，系马明府的果园，
各种树木遮天蔽日，郁郁葱葱，远远望
去，一片雾气整日蒸腾不散。雾多树
多，人们便称该村为“雾林庄”。

雾林庄本由三个自然村组成：一个
坐落在马颊河边，人称“河崖雾庄”；一
个居中，人称“雾本庄”；还有一个在雾
本庄南200多米，人称“雾南庄”。

这里是聊城、堂邑、冠县、莘县四地
交界处，较为偏僻。后来为避匪患，河
崖雾庄和雾南庄的村民都迁到了雾本
庄，三村合一，统称“雾庄”。后因雾字
较繁，为便于书写，便谐音称为“务庄”。

务庄西北有个弇山泉旧址。据《莘
县史鉴》记述：“康熙五十年（1711 年），
刘萧（知县）祈雨时，说弇山庙‘貌颇颓
蔽，不甚严整，惟神威赫然，冠裳肃穆’。
瞻拜之后，又亲‘诣泉井取水’，只见‘乱
石齿齿，参错林莽间，泉亦悠扬清澈，莹
朗心神’。”

对于弇山泉的由来，《莘县志》还记
述了这样一个饶有趣味的传说。

北魏孝昌二年（526 年），马桥镇之

西、南北古河之东忽涌一泉，泉口约丈
余，碎石黑水喷流不息，附近村庄庄稼
被淹，房屋倒塌，人们一片惊慌。奇灾
突发，父母官当然要亲临查看，但对此
怪泉亦无良策，只有急召民工运土堵
塞。谁知泉水喷力太大，土入泉口，立
即被急流冲出，连堵数日，了无成效。

只听泉中“咕嘟、咕嘟”直响，县令
郭某问众人：“你们听这是何声音？”众
人说：“好像是在叫‘锅堵、锅堵’！”县令
灵机一动，立即下令，把附近村庄各家
做饭的铁锅都拿来，投入泉中。哪知泉
水太急，锅难入水。人们见此法无效，
更加惊慌。

郭某低头沉思。他想：“锅堵，锅
堵，莫非是叫我姓郭的亲自下水去堵？”
眼见泉水越喷越急，郭县令没再多想，
他三下两下脱掉外衣，纵身跳入泉中。
说来也怪，郭县令一入水，那泉水就像
烧开的锅里浇进了一瓢冷水，眼看着下
落。

众人见郭县令随水下沉，纷纷伸手
去拉，却见郭县令已没入水中，只剩一
只手在外，人们左抓右抓，怎么也抓不
住，只得眼睁睁看着郭县令消失在泉水
深处。

从此，泉水变得清澈平缓，四季长
流，人们用其浇地洗衣，多得其惠。是
泉总要有名。后来有几个读书人分析：
此泉中有大量石块涌出，下面必然有
山。再说自古山泉相依，哪有有泉无山
之理？此泉若要命名，必得有个“山”
字。又有人说：此泉口虽不大，水量不
小，下面必有阔大容水之处，器皿口小
腹大谓之“弇”，“弇”又有狭深覆盖之

义，此泉叫“弇山泉”最相宜。
此议一出，众皆赞同，于是“弇山

泉”之名便载入青史。郭县令为消灾弭
患献出了生命，百姓甚为感激。后来，
附近村的人捐资在泉口东北30多米处
盖了 1 座 3 开间庙宇，以泉命名，叫作

“弇山庙”。庙中按照郭县令的容貌塑
了尊神像，敬称为“弇山爷”。逢年过
节，人们成群结队到庙中烧香上供，作
揖磕头，以表感戴之情。天大旱时，到
庙上祭祀求雨，碰巧也有如愿以偿的时
候。于是，弇山爷为民降福的事越传越
广。

重修弇山庙碑碑文中写道：“宋徽
宗崇宁二年（1103 年），诏天下长吏，其
山川能兴云布雨之地，祈祷有应而不载
祀典者，各以名闻，朝廷特降睿旨，褒崇
礼命，颁布赐封号以锡生民之福。其
时，尚书礼部遍行所属。本县在大名留
府，文字转申上司，为斯泉祈祷感应，有
功于民。本庙虽在祀典，未经封爵，未赐
庙额。再申留府，乞朝旨敷奏。兹县申
检，石刻存焉，实崇宁二年也。今称‘显
仁王’，塑衮冕，谅是宋徽宗时封爵也。”

后来，冠县、莘县还分别把“弇庙灵
泉”“弇山藏秀”作为两县古代八大景
（或十大景）的亮点列入史册。明代，冠
县东南部曾建有弇山乡。当时有文人
这样描述：“古井非关圣，弇山自有灵。
须臾出云雾，嘘吸走雷霆。天道不可
测，黍稷有常馨。嗟嗟小民心，四野长
青青。”

村名因雾而来 传说荡气回肠 小牛儿（xiāo niùr）：牛犊。
叫驴（jiào lü）：公驴。
草驴（cāo lǜ）：母驴。
羯羊（jié yang）：公羊。也说“羝

羊dí yàng”。
黑瞎子（héi xiá zi）：狗熊。
猴儿（hòur）：猴子。
长虫（chàng chong）：蛇。也说

“闯闯chuāng chuāng”“蛇shà”。
耗子（hào zi）：老鼠。
蝎畜里子（xié chu lí zi）：蜥蜴。

也说“马梢子 mā shāo zi”“马忽子
mā hu zi”。

黄鼠狼（huàng shū làng）：黄鼬。
河蚂（hè ma）：青蛙。阳谷说“花

里外huá li wài”。
河蚂蝌（hè ma ké）：蝌蚪。也说

“蛤蟆蝌胎子hè ma ké tái zi”。
疥河蚂（jiě hè má）：蟾蜍。
王八（wàng ba）：老鳖。
蜂子（féng zi）：马蜂。
蝎虎子（xié hū zi）：壁虎。
夜马呼（yè mā hú）：蝙蝠。
山喳喳（shán zhà zhà）：喜鹊。
山麻咤（shán mā zhǎ）：灰喜鹊。
光 棍 儿 多 助（guáng gǔnr duō

zhu）：布谷鸟。也说“春咕咕chún gū gu”。
夜猫子（yè máo zi）：猫头鹰。
家雀儿（jiá qiāor）：麻雀。也说

“小戳xiāo chuo”。
老照（lāo zhǎo）：老麻雀。
黑老鸹（héi lāo hua）：乌鸦。
老雕（lāo diáo）：鹫。
寂廖龟儿（jí liao guír）：刚出土的

蝉的幼虫。冠县又叫“谷拥 gú yong”
“大麻 dǎ mà”（大个的蝉幼虫），莘县
又 叫“ 拾 黑 儿 shì héir”“ 神 仙 shèn
xian”，阳谷也叫“嘟了龟儿 dú liao
ɡuír”。

寂廖（jí liao）：知了，蝉。也说“嘟
了dú liao”“姐了 jiē liao”。

摘自《聊城方言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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