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民间，阴沉木即炭化木，蜀人称之为乌木，

西方人称之为“东方神木”。 阴沉木自古以来就被视

为名贵木材，稀有之物，是尊贵及地位的象征。我国

民间素有“纵有珠宝一箱，不如乌木一方”的民谚。

历代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阴沉木尤其成为

帝王建筑宫殿和制作棺木的首选之材。在故宫博物

院的“珍宝苑”就珍藏有阴沉木雕刻而成的艺术品，

可见其珍贵的程度已远远不是一般木材所能企及

的，应将之列为“珍宝”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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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本溯源，
探索新闻背后的故事

安庆天价阴沉木被“弃”之谜
风吹日晒造成枝干开裂表层脱落，村民们表示很痛心

阴沉木俗称“乌木”，极为珍贵，目前市场上价

格为每公斤3000~10000元，近年来全国各地关

于阴沉木的风波也屡见报端。

彭州市通济镇村民吴高亮年初在自家承包地

里，发现罕见巨大乌木，镇政府告知这属于国家财

产，该案后被成都市中院正式受理。

而在我省安庆长江边，早在两年多前，村民就

陆续打捞出近两百棵乌木，其中一棵树王重达21

吨。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时至今日，部分名贵的乌

木还搁置在野外，得不到妥善保护。为一探究竟，

日前，记者赶赴安庆进行调查。

11月22日，记者驱车来到安庆市西门外十里铺的袁

江村，当地村民基本上以捕鱼为生。

2010年5月21日，渔民雷祥彪在长江里打捞起了11

株“大黑树”，安庆市博物馆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员到现场

考察，鉴定为“阴沉木”。此后，当地又陆续打捞起140多

根阴沉木，总重量达2000多吨，其中一“树王”重达21吨，

经勘查均属阴沉木。

其实，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这里的渔民们就发现了

乌木。当时，村民在捕鱼时，渔网时常被水下障碍物扯

破。为了清除水下障碍杂物，村民自发成立了打捞队，专

事清除工作，遂发现水下的障碍物全是沉积江底的古树。

1974年秋，当地渔业公社在作业区排除水下障碍物时，打

捞出300余株阴沉木，约有100多立方米。

在袁江村口，记者向过往村民打听阴沉木的堆放地

点。“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也不想说。”几位村民避而不

谈。几经周折，终于在一位村民的手语指引下，记者来到

了阴沉木的堆放地。

2000吨阴沉木惊诧世人

在数栋住宅楼的旁边，有几块零乱的菜地，凌乱地堆

积着建筑垃圾，而天价阴沉木就栖身在此。

这些阴沉木的树干十分粗大，特别是向四处伸展的树

根，犹如绽放的菊花。记者数了数，堆放在此的阴沉木不

超过二十棵。

让人极其心疼的是，这些阴沉木毫无遮蔽，树干大都

已经开裂，树的表层脱落严重。菜地里藤蔓的缠绕，许多

微小幼蚌的吸附，满目疮痍。

“刚开始，村里还专门安排了两个人看管，也给这些古

树盖上了遮阳网，但因为存放时间过长，这些遮阳网早就

已经损毁了。”得知记者的身份之后，终于有村民透露，最

近一年多来，他们都没发现这些阴沉木有人看管，数量也

少了一大半。“既然是名贵天价的阴沉木，就这样露天风

吹日晒存放到现在，让人很是看不懂。”

天价神木栖身垃圾堆

随后，有几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年长村民与记

者攀谈起来，他们说，上世纪打捞出水的大量阴沉

木，当时并未引起有关部门关注，谁家打捞上来，就

锯成板材使用，也有不少阴沉木被人买走，但价格

并不高，仅仅几十块钱一个立方。

“两年前发现的这批阴沉木，村民们还没来得及

高兴，就听说政府要收走，说是国家的资源。”一名村

民说，至今还有几户村民不服，在与政府打官司。因

为纠纷没处理好，所以有100多棵阴沉木没拉走，当

时不少城里人和外地人纷纷来参观阴沉木。

“2010年的下半年，还来了一位台湾人，听说

是一家大公司的。他提出以5000块钱一公斤的价

格买走这些古木，但因为村民与政府之间的纠纷没

搞清楚，所以谁也不敢卖。”村民们说，按照台湾人

的开价，当时每棵树平均都能卖一两百万。

记者上网查询了阴沉木的市场价格，据网上公

开的数字，正宗阴沉木市场价在每公斤 3000~

10000元。

神木归谁惹纠纷

距离阴沉木堆放地约200米处，就是袁江村委会。

村委会胡主任刚上任才一年多，她说，知道部分

阴沉木堆放在那片菜地，但具体情况她并不清楚，也

没有过问，因为这些阴沉木并不属于村里所有。

“之前我们使用了遮阳网，但后来遮阳网坏了，

加上这些阴沉木是属于政府的，我们也就没有管，

也管不着。”村委会治保主任张乾庆一直在处理与

阴沉木有关的事情，他认可这些留存的阴沉木已经

大量开裂和损坏的事实。

张乾庆强调说，他们也很无奈，阴沉木具体由

安庆市国土局负责，跟村里没关系。

关于阴沉木的保护问题，袁江村的一名村官则

认为，出水的阴沉木应集中在袁江村就地保护为

宜。安庆长江段的阴沉木很多，袁江村又有着得天

独厚的长江资源优势，在袁江村建一座阴沉木博物

馆，便能更好地在原地实现整体保护。

村委会：这些阴沉木并不属于村里

记者了解到，针对阴沉木的保护工作，中国矿

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梁汉东等一批专家学者曾

专程赴安庆实地考察，进行了分析研究。

梁教授等人认为，安庆上岸和未上岸的古木总

量可能是全国最大的，远超成都金沙遗址乌木林的

体量，留在水下的阴沉木更为丰富，可考虑暂停打

捞，留在水下同样也是一种保护。阴沉木对于研究

长江中下游气候与环境变化意义重大。

22日下午，记者来到该市国土资源局矿产资

源科。就如何保护这批阴沉木，该科孙科长也感

到为难。据其介绍，在这批阴沉木出水之后，市里

曾提出让林业部门负责保护处理，但林业部门表

示反对，理由是他们的职责只管活树不管死树。

最后市里交由国土资源局来处理，但这也很尴尬，

阴沉木明显不算矿产资源，也不算化石，矿产资源科

实际上也无权管理。

“自然损毁失去价值的确是很可惜，应该尽快

妥善保护起来。”孙科长说。星级记者 张火旺 文/图

市国土局矿产资源科：损毁很可惜，但谁管是个问题

阴沉木的根部如菊花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