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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杀三日

没找到钱库

在位于南京夫子庙瞻园

的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里，记

者见到了太平天国史专家张

铁宝研究员。 听了记者的来

意， 张铁宝笑着说

:

“关于太平

天国藏金的说法，有很多个版

本。 要说清这个问题，首先得

从天京（今南京）沦陷说起。 ”

史书记载，

1864

年夏天，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带领湘

军攻下天京。 消息传到北京，

同治皇帝大喜。 因为当时的清

政府国库亏空， 财政吃紧，连

军饷都发不出，指望攻下天京

后，用太平天国的财宝来解燃

眉之急。 然而，大约一个月后，

曾国藩的奏报让同治皇帝大

失所望。 张铁宝向记者展示了

曾国藩的这封奏报，奏报的大

意是说

:

“多年以来， 中外纷传

洪秀全非常富有，说他金银如

海，百货充盈。 我与曾国荃早

就商量好了， 破城查封钱库

后， 如果钱财多就进奉户部，

少就留做军饷、救济难民。 攻

下天京后， 我们搜杀三日，残

留叛军则自己放火烧掉了洪

秀全的伪天王府。 三天后，我

们仔细查询，根本就没有所谓

的钱库。 ”

曾国藩的奏报递上去后，

朝廷很快就下了批复，表明态

度

:

“既然已经查清城里没有什

么财物，那就不必上缴了。 ”

到这里，事情似乎就该画

上句号了。 并且按照这个逻辑

推理，“中外纷传”太平天国的

富足，仅仅是传闻而已。

难道，一切就这么简单？

到底有没有

“圣库”

当然不是！ 张铁宝向记者

分析道

:

“太平天国时期， 奉行

‘圣库’制度，这个‘圣库’就相

当于国库。 所以，曾国藩说没

有钱库，那是假话。 ”

“圣库”制度要求民众不

得私藏财物，而应上缴“天朝

圣库”，进行统一分配。 为了这

个制度的贯彻执行，太平天国

还立下了严峻的法律。 具体执

行标准， 则以五两银子为限，

凡是藏银超过

5

两的，就会治

罪，甚至处以死刑。

作为供给全城居民和军

队的“圣库”，其财物之多，可

想而知。 至于“圣库”内到底有

多少财物，可以从张继庚给清

军统帅的信件中看出一二。

张铁宝介绍说

:

“张继庚是

江宁人，和当时许多正统的读

书人一样，他对太平天国怀有

极端的仇恨。 ”

张继庚在道光年间考中

进士，后来做了湖南布政使潘

铎的幕僚。 当时的南京遭到太

平军围攻，江宁布政使认为张

继庚很有才，于是急招他到自

己府中，想让他帮忙对付太平

军。 张继庚来后，一边积极招

募士兵，一边为如何镇守南京

出谋划策。 不久，南京城被太

平军拿下，张继庚本人也陷落

在城内。 他表面归顺太平天

国， 实际上却想策反太平军，

里应外合，帮助城外的清军攻

破天京。

在潜伏的几个月时间里，

张继庚先后给清军江南大营

的统帅向荣写了七封信，报告

了太平天国城内的政府机构、

财产安置、地形建筑，以及兵

力部署。 在第一封信里，张继

庚明确指出，太平天国刚刚占

领南京时，运了大批的银两藏

在“圣库”里，一共是

1800

余

万两白银，几个月后，就只有

800

多万两了。 张继庚建议向

荣，一旦清军进入城内，应立

刻派人封住“圣库”，防止钱财

流失。

然而，遗憾的是，张继庚

的通报并没有起到作用，

1856

年，太平军攻破清军的江南大

营，解了天京三年之围。

可以说，在这三年里，“圣

库”在财物方面为太平天国的

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而

且， 根据张继庚的记载，“圣

库”的地点就在水西门的灯笼

巷。

谁掏空了

“圣库”

1856

年，就在太平军攻破

清军江南大营后，天京城内发

生了内部相残的“天京事变”，

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

折点。

1864

年天京沦陷后，忠

王李秀成被清兵捉住，他在牢

里亲笔写下的供词称“天京事

变”后，“国库无存银米”，他拿

出自家的粮食， 救济难民，部

队没有给养，他只好又变卖家

中女人们的首饰。

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茅家

琦教授告诉记者， 实际上，在

“天京事变”之前，“圣库”制度

就已经遭到破坏了。 而在张继

庚给向荣的另一封信里，记者

的确发现了这样的话语

:

“伪

‘圣库’ 前九月禀报时， 尚存

800

余万，现只存百万不足。 ”

在这里，张继庚催促向荣赶紧

攻下天京，否则这些钱财就要

被全部花光了。

至于“圣库”的钱财究竟

哪儿去了，张继庚在信里也给

出了合理解释，“伪东府有

1

万余两， 伪天府有七千余两，

伪北府有

1

千余两，其余大小

伪衙藏银尚属不少，衣服更不

计其数矣。 ”

“很显然，所谓的‘圣库’，

已经被太平天国内部大大小

小的将领和官员瓜分了。 ”茅

家琦说，“这说明，早在太平天

国定都之初，‘圣库’制度在执

行中就走样了。 ”

上世纪

70

年代， 在水西

门灯笼巷的南京医药公司内，

考古人员发现了“圣库”遗址。

后来，这里的石柱被搬到

了现在位于堂子街的太平天

国壁画展览馆，两根鎏金龙凤

雕梁则被搬进了太平天国博

物馆内展出。

不仅“圣库”内的钱财被

瓜分一空， 在太平天国后期，

大量的钱财，更是聚积到了洪

氏家族的手中。

李秀成在临刑前的供状

中就谈到，洪秀全的长兄洪仁

发、次兄洪仁达，都是横征暴

敛，搜刮钱财。 天京被清军围

困期间，老百姓缺衣少粮无法

生活，李秀成密令守城人放百

姓出城讨生活，没料到，洪氏

家族的人， 却在各城门设点，

将出走百姓身上的钱财搜刮

一空。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上自

天王洪秀全， 下至各首领，纷

纷搞祝寿活动。 例如，定都天

京后，东王杨秀清特地通令朝

内军中各级官员，在天王万寿

之期“多备奇珍异宝”，为天王

祝寿。 又如，洪秀全的第四个

儿子出生，东王杨秀清命令前

线将领多多准备奇珍异宝，为

四王子过满月。

古城百年探宝

掘得几金

从曾国藩到民国政府，无

论是官方还是私人，总有不死

心的人在南京城一些“可疑”

之地不遗余力地挖掘太平天

国遗留的珍宝。

据说，曾国藩的幕僚赵烈

文曾经出过一本《赵烈文日

记》， 里面详细记录了太平天

国藏宝问题。 而记者在

96

前

的一本杂志上，也找到了有关

太平天国藏宝的文章，这本期

刊名字叫真相，该期刊第十三

期上，用繁体文言文详细介绍

了这样一段内容

:

有个广州人曾经在太平

天国时代在南京当工兵，“亡

国”时，某位王爷命令他和其

他工兵一共

46

人执行一项秘

密任务———建造一个藏宝库，

埋藏黄金白银

300

万两。 工程

竣工后，这位王爷大喜，表示

要在府中设宴犒赏他们。 其他

人一听有赏，高高兴兴地赴宴

去了。 到了那位王爷府里，大

家才知道中计了。 王爷是想借

酒宴之机把他们统统杀掉灭

口，让藏宝的事情不会流传出

去。 而这个广州人躲过了这一

死亡邀约，因为他当时正在发

疟疾，寒热交加，不能前去。 他

惊悉参加宴会的人都被杀灭

口后，立即抱病潜逃。

1864

年， 湘军进入天京

后，烧杀奸淫，肆意抢掠，洗掠

全城三天，可称得上是捞尽了

地上浮财。

因为民间一直流传太平

天国非常富裕，“金银如海，百

货充盈”， 湘军们怀疑还有更

多财宝窖藏在地下深处。

为了查出太平天国究竟

有没有藏宝，曾国荃严审李秀

成。 曾国藩也派幕僚讯问李秀

成

,

其中有一条问

:

“城中窖内

金银能指出数处否？ ”李秀成

在自述里十分巧妙地作了委

婉叙述，分别引出“国库无存

银米”、“家内无存金银” 的结

论，搪塞了曾国藩。

昔日天王府下

是否还有窖金

当年破城的时候，湘军四

处掘窖，曾国藩甚至还发布过

“凡发掘贼馆窖金者， 报官充

公，违者治罪”的命令。 但在实

际行动中，他听凭湘军掠取浮

财。 湘军入城后，民间传说曾

国荃挖到了窖藏的金。 相传曾

国荃为了把藏金纳入私囊，最

终为毁灭证据，一把火烧了天

朝宫殿。 清朝有笔记记载，洪

秀全的窖金中有一个翡翠西

瓜，上有一裂缝，黑斑如子，红

质如瓤，朗润鲜明，浑然天成，

这件宝贝后来居然在曾国荃

手中出现。

不过，曾国藩后来向同治

帝奏报否认天王府窖金的事，

上报朝廷说除了二方“伪玉

玺”和一方“金印”，别无所获。

“后来曾国藩用了几十条

船，把这些窖藏的金银送到湖

南老家。 ”陈宁骏说，他曾经去

湖南调查过曾国藩、曾国荃的

老家，曾国荃就有一个“大夫

第”，建筑配备富丽堂皇，估计

动用了发掘来的窖金。

湘军是否把所有的财宝

都运走了？ 抑或根本没有发掘

完？ 陈宁骏说，当时曾家两兄

弟运金银时比较仓促，很有可

能没运完，而且如果这笔财富

真的非常非常多，肯定会惊动

清政府，所以他对朝廷使了一

计。 而且，后来曾国藩再次来

到天王府修缮， 也没有深挖，

天朝宫殿下或许还有窖藏。

王炳毅告诉记者，坊间一

直流传清凉山埋藏了许多古

代宝贝，大家说得有鼻子有眼

的。

“有人说，

1969

年冬，清凉

山的一个菜农在清凉山西峰

下燕王河水塘里捡到了一尊

6

寸余高的翡翠佛像，我还去寻

访过，但没有结果。 不知道是

真是假。 几年前，又有一个老

太太言之凿凿地说

:

当年她老

伴亲眼看见有人在清凉山西

侧南京图书馆工地上找到满

满一坛子金元宝和金砖。 让我

真觉得清凉山上肯定有宝。 ”

王炳毅介绍，为此，他还

特意采访了一位姓邹的南京

图书馆老职工。 邹先生介绍，

1983

年夏初，清凉山下南京图

书馆古籍分馆工地上确实有

坛子宝物出土，但只是银元宝

和百余枚清末银洋， 并无金

子。 建筑队民工们是在挖柱坑

时在两个土坟之间草丛下边

发现坛子的。 那瓷坛高约二

尺，旁边并无其他藏宝。 民工

们争相哄抢，竟抢走了一多半

银元宝和银洋。 而且，他们中

几个抢得多的连活儿也不干

了，立即携带“战利品”返回皖

豫二省老家。 经向公安机关报

案，公安干警迅速介入，追缴

回应属于国家所有的大部分

银元宝、银洋。

邹先生回忆，收缴回的银

元宝共

51

只，每只重为

20

市

两，上边均凿有“光绪

××

年”字

样。 显然不是太平天国藏金。

“早在民国时期，常有人

上清凉山去寻觅宝藏。 ”王炳

毅说，后来很多人都到清凉山

东挖西勘的，一直到上世纪八

十年代，清凉山成为公园后掘

金风才停。

97 年前

官方掘金行动

记者在民国杂志《真相》

中看到

:1912

年冬天， 官方也

曾经公开发掘过一次。

《真相》上写着，湖南人林

开泰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太平

天国服军役。 洪秀全死了以

后， 林开泰把

48

缸黄金窖藏

在南京旧都统署前城根。 因民

国政府成立后“需用浩繁”，于

是集私资开采。“藏金得，以八

成充省行政之用；以一成助湘

苏公学；以一成当花红。 ”这次

发掘的时间是

:1912

年

12

月

20

日。当时的掘金者根据林开

泰的回忆，藏金库的“记号”是

在距通济门城楼约

60

多米，

土堆很高，靠城墙根，有一株

10

多米高的柞树。

掘金的时候，前后道路都

有人严密把守，负责看守的工

人加上挖金的人有好几百。 所

有掘金人都是湖南人。 他们开

掘到

12

米深的时候， 发现了

10

方

3

米多长的石块，石块下

面全是黄土。 下面还发现了石

灰，再往下挖

3

米多发现了铁

质物品。 当时工人怕挖错了地

方，又改道挖起来，但都没有

任何发现。 据林开泰自述，藏

金用的缸有

1

米高， 直径

30

多厘米，大缸的中间用松香密

黏，并熔铁汁为盖，别有瓷缸

装满珠宝珍饰也在下面。

当时民国政府的江苏都

督特别希望能够挖到这些意

外之财，以补库房亏空，但一

直挖了一个多月，挖到了地下

40

多米深，都没看到林开泰说

的宝贝。 当时大家失望之余，

只好空手而归。

太平天国的银子

究竟去了哪里

既然太平天国曾经富足

一时， 那么天京城陷的时候，

“天国” 财宝究竟去了哪里？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专家张

铁宝说， 有人认为太平天国

所有银子都没有了， 也是不

对的； 曾国藩在写给同治的

奏折中， 就说

:

“如果让湘军

的将士把钱拿出来， 感觉犯

了欺君之罪， 反正银子也不

多， 不如就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算了。” 近年来， 全国不断

出现所谓的太平天国钱币，

大多是假的，倒是湖南出现的

一些是真的。

那么，天国的银子怎么没

了？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茅

家琦解释， 其中大部分是被

太平天国自己“败” 掉的。

就洪秀全本人而言， 他生活

极度奢侈， 旗下诸王开支也

很大。 除了生活开支， 还有

军队的费用， 包括军队的粮

饷和枪支装备等等。 “天京

事变” 的时候， 洪仁玕等王

又带了一部分离开。 等到湘

军攻入南京城， “天国” 的

银子其实已经所剩无几， 又

被他们弄走了其中的大部分，

当时湘军中有一个叫鲍超的

将领， 还带了一部分去四川，

他们的“头儿” 曾国荃以“病

重”为借口，回湖南老家“休

养”， 回去的时候随行船只达

到上百只， 这船上肯定也有

“天国遗留”的财富。（胡玉梅

洪秀全的金龙殿

1912 年官方发掘藏金现场

◎

天京城破之时，太平天国还有多少财富？

◎

“圣库”里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难道会凭空消失？

◎

民间传闻，这些金银财宝其实就埋在南京城里，是言之有据，还是纯属猜想？

神秘消失的“ 圣库”藏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