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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贼觊觎将军山

梅瓶出自沐英墓中，可以肯定，墓被

盗了。当时主政南京的是刘伯承同志，

听说南京周边盗墓成风，刘伯承市长发

怒了，他下令对此事彻底调查，由一名分

管副市长负责。

顺着梅瓶的线索，结合当地

人的举报，康永海及其同伙

很快被捕。公安机关

将康永海一伙押

到其家乡东善桥进行公审，并当场将康

永海执行枪决。

康永海被枪毙，江宁一带流行多年

的盗墓风一下子消失了，再没有人敢盗

墓，直到“改革开放”后。

沐英墓被盗事件发生后，政府先是

将盗洞堵上，把墓门封闭。后来，考虑到

墓已无法保存，为了彻底了解明代功臣

墓葬制度，由南京博物院进行了考古发

掘。

按照明制，开国功臣墓前均应有石

人、石马和神道碑。但发掘沐英墓时墓

前已不见石刻。发掘沐英墓后，在1949

年后的几十年中，又先后发掘了沐英、沐

晟、沐睿、沐昌祚4座完整的墓，出土了

一批极为珍贵的文物。

据《金陵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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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英是什么人？朱

元璋的养子、黔宁王、明

朝开国功臣之一。1368

年，朱元璋在应天(南京)

定都、称帝。时局稍稍

稳定，朱元璋便开始征

讨边夷。洪武十年，沐

英担任“征西副将军”，

随邓愈征讨吐蕃。沐英

先后征战于川、藏、陕、

甘、滇等地。因为在征

讨大西南的战役中，沐

英的战功最大，朱元璋

便安排他留在云南，“镇

滇中”。

从此，大明王朝近300年的西南边

防，均由沐家镇守，沐家成了名副其实的

“云南王”。沐英死后，朱元璋追封他为

“黔宁王”。

沐英病逝于云南任上。洪武十五年

(1382)阴历八月，沐英听说养母马皇后病

逝，悲伤过度，自此染病。沐英与太子朱

标感情深厚。洪武二十五年(1392)六月，

远在云南的沐英听说朱标死了，“哭极

哀”，时已48岁的沐英，受此意外打击，

一病不起。

沐英的死，在云南震动很大，史称

“军民巷哭，远夷皆为流涕”。远在南京

的朱元璋接报后立即下令将沐英的尸体

运回南京，给他隆重地办了丧事，归葬于

江宁观音山。

观音山距中华门约20公里，因沐英

这员大将入葬于此，易名“将军山”。此

后，沐英家族死了人，均安葬于将军山，

这里成了赫赫有名的沐氏家族墓地。

沐氏家族墓地自此也成了远近盗墓

贼觊觎的对象。因为保护得好，一直有

守墓人看护，一直到解放前后，康永海这

班盗墓贼才得手。

盗墓后紧急“销赃”
康永海，是南京江宁区东善桥人，他

是典型的南京“地产”盗墓贼。据说，他

出生于盗墓世家。那时，江宁的盗墓贼

有一个特点，在年关将近或是手头拮据

时，便会想到去挖墓，淘点“宝”出来“变

现”，江宁附近的好多古墓都是这般被盗

的。

康永海是江宁盗墓团伙的头子，手

下有一大班人。康永海盗沐英墓，应该

不止一次，早在1949年，他就已带人盗了

沐英墓。

从1951年第一期《历史教学》所发的

短讯中推测，沐英的棺材当时被盗墓贼

砸开并弄坏。盗墓贼偷了玉饰、朝珠，还

有冠顶的饰物和墓志等物。这些随葬

品，后来大多移交于南京博物院。

康永海盗沐英墓的细节现在一时无

从查找。据说，盗沐英墓后，康永海给每

名同伙分了一两银子。而此案事发，则

与沐英墓中随葬的一只梅瓶有关。

在过去，盗墓贼在盗得随葬宝物后，

一般是不会藏在家中，慢慢等待“升值”

的，而是多急于出手。沐英墓里被盗出

的大部分随葬品很快被处理了，其中不

少按“废品价”卖了，至今还有不少散落

民间。

据年近八旬的资深文物专家王引先

生介绍，当时，有人在新街口附近，抱着

个大瓷瓶子兜售。刚巧，这一幕让当时

开古玩店的收藏家、解放后在南京文物

公司工作的陈新民看到了。陈新民一

见，便认出这是一只梅瓶，知道这东西不

简单。

绝世梅瓶露马脚
梅瓶是明代高等级墓葬随葬品，有

镇墓辟邪的作用。除了是地位的象征

外，也有风水上的考虑，非王侯要臣，不

得“享用”这种随葬品。

据季士家先生主编的《金陵胜迹大

全》记载，此梅瓶高 44.1 厘米，小口、丰

肩、斜腹、敛胫、平底，造型优美，线条圆

润、流畅，雍容华贵，给人以凝重的美感。

梅瓶腹部绘有西汉时“萧何月下追

韩信”的故事图案：月下，是扬鞭策马的

萧何和身着便服、立于河边等船的韩信，

河中绘一艄公，朝韩信奋力划船，欲载韩

信渡河远奔，充分表露了作为丞相的萧

何惜才的急切心情和韩信急于解甲归田

的灰心落寞心境。

陈新民心中窃喜。当时，他就判断这

是元代的瓷器，便问那人从哪里得来的，

要多少钱。那人看到陈新民认货，便开始

讲价。宝物求之不得，稍纵即逝。陈新民

最后花5根金条(一说10根金条)买了下

来。后经文物专家鉴定，这只梅瓶是一级

国宝，定名为“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大梅

瓶”。目前收藏于南京市博物馆，系该馆

的“镇馆之宝”，中国瓷器三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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