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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许多不可预见文化信息
1987年初，交通部广州海难救捞局

与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合作，在广东省台

山县川山岛附近的海面进行探测作业，

没有发现荷兰商船遗迹，却意外发现一

条古代木船，即“南海Ⅰ号”沉船。国家

先后组织开展过多次水下搜寻、物理探

测、水下考古调查与发掘等工作。2007
年，在多次水下考古工作基础上，我们

以空前的整体打捞方式，完成钢沉箱静

压下沉和水下穿梁后，把5500吨的钢沉

箱包裹的“南海 I号”古沉船及其船货整

体起吊出水，最后采用气囊拉移的方法

平稳移入专门为之建造的广东海上丝

绸之路博物馆内。整体打捞也是最贴

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原始性”、

“真实性”和“完整性”要求的方案。水

下考古资料不仅仅是精美的瓷器，“南

海Ⅰ号”中更包含着许多不可预见的历

史文化信息，就是“南海Ⅰ号”船体本身

也只能通过整体打捞才能得到最有效

的保护。“南海 I号”整体打捞的成功，开

辟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模式和新

领域，对中国乃至世界水下文化遗产保

护事业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意义！为此，

“南海Ⅰ号”整体打捞及保护荣获文化

部创新奖、国家文物局颁发的“2009 年

度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一等奖以

及中国航海协会一等奖等。

通过数字化手段，可将数十
万件文物“恢复”到原始位置

整体打捞后沉船保存环境的不断

改变及沉箱结构材料的力学性能和承

重能力受严重威胁等原因，迫使我们必

须尽快进行考古发掘及相关保护。经

数年多方努力筹备论证，2012年即开始

组织场馆改造，建设发掘平台，架设机

械运载天车，引入现代化车间工程管理

运作系统，架起光源稳定可控的平行光

源灯阵，采用最先进精确的测绘技术和

各种影像、三维模型等数据采集模式，

建设了配套现场考古发掘的文物保护

实验室等，建成世界最大最先进的现代

化考古实验室。其中，“南海 I 号”保护

发掘数字化采集项目还荣获 2021 地理

信息产业优秀工程银奖和全国优秀测

绘工程银奖。由于数字化采集工作的

参与，“南海Ⅰ号”所有提取的文物准确

的三维坐标与层位关系记录，可以做到

将数十万件文物通过数据模型客观真

实地恢复到原始位置状态，为马上面临

的考古整理和研究工作以及保护展示

利用提供坚实学科基础。

2013年底“南海 I号”保护发掘工作

全面启动，2015年完成沉船本体及船货

以上的堆积清理，基本暴露出船体隔舱

板以及船舱内未被扰乱的整齐摆放的

船货堆积。此间的清理用田野考古的

发掘方式见证了沉船沉没下压，到海水

激荡冲击扰乱，海生物侵蚀，淤泥掩埋，

再到意外发现，水下调查、发掘，到最后

打捞的整个过程，同时也为水下考古沉

船考古甚至陆地田野考古发掘提供了

很有意义的对比借鉴和经验，进一步完

善水下与田野两方面的考古学学科理

论建设。

清除上部淤泥和部分凝结物后，沉

船表面轮廓基本暴露，船体结构较为完

整，船型扁肥，有14道木质隔舱板，舱壁

板上部残损，下部保存较好，共 13个横

向隔舱。船艏至船艉各船舱显露的船

货主体状况较为清晰，除甲板以上主要

装载铁锅和铁钉外，舱室内主要为码放

整齐的各类瓷器，部分舱室上部码放铁

锅和铁钉，各类船货码放整齐，分布及

装载具有一定的规律。其中既有船货，

还有船上的生活用具及旅客所携带的

贸易用具或随身物品等。船货构成丰

富多样，其中陶瓷器几乎囊括了当时南

方主要窑口与瓷器种类，多产自浙江、

江西、福建以及广东本地窑口。现统计

发掘文物已逾18万件套，其中瓷器约16
万件套，铁器凝结物124吨。“南海Ⅰ号”

发掘过程中层位学的考察与分析，确定

了沉没前与后船上的各种状态，此后，

对船体和所载遗物进行分析，是分析了

解沉船整个历史文化过程的条件和基

础，也是为了解其装载过程及船上聚落

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凭这

时期的阶段性成果，2020年 5月 5日“南

海Ⅰ号”保护发掘项目成功入选由中国

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19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正紧锣密鼓开展考古资料的
全面整理工作

“南海Ⅰ号”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而

又结构完整的水下遗存，其蕴藏的信息

总量极为庞大。在此优越发掘条件下，

我们引入聚落考古理念，将“南海Ⅰ号”

作为某一时间节点上高度浓缩的聚落

形态，对海洋沉船的埋藏环境、古代贸

易活动和海上生活、沉船遗址的海洋生

态、古代中外生物交流等进行综合研

究。我们的保护发掘正是在无限接近

全面提取揭露这些庞大的信息，这正是

最初整体打捞的构想和初心，同时也对

水下考古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水下考古是田野考古向水下的延

伸，聚落考古是从田野考古中引入沉船

考古的概念与方法。作为田野考古而

言，单个遗迹或相关遗迹组成的遗迹群

落（含遗迹所包含的遗物）构成了聚落

考古考察、研究与分析的对象，通过缜

密的发掘，依托地层关系，用聚落分析

的方法，读解遗迹的构筑与使用、废弃

过程，遗迹、遗物所蕴含的诸如社会等

级、人工构筑的功能和功能分区等是常

见的做法。作为一艘沉船，“南海Ⅰ号”

船体保存较好，是一个较为完整的遗存

单位，根据层位关系再确认哪些是“南

海Ⅰ号”正常航行时的遗存、哪些是与

沉没过程密切相关的遗存、剔除沉没之

后的各类扰动，在此基础上分析其航行

开始前装载货物和生活物资的过程并

对其船上聚落的社会生活进行重构。

这也是海洋考古学先驱人物基思·马克

尔瑞所强调的，考古学家更关心的是沉

船沉没前的所有相关社会文化信息。

借用新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的话来

说，就是要明晰和阐释“南海Ⅰ号”的所

有时间和空间范畴内的文化内涵。

当前，“南海Ⅰ号”现场在抓紧

完成沉箱内残余海泥清理工作的

同时，正紧锣密鼓开展考古资料全

面整理工作。同时，在大体了解了

“南海Ⅰ号”正常航行、沉没过程的

堆积状态后，我们将进一步深入了

解其航行航线与航迹，或者船上各

类船货如何从生产地流通到沿海

港口集散地，又如何各自或统一被

装上古船。

如“南海Ⅰ号”出土的金叶子中，

“王助教”款的店铺以及“韩四郎”款的

店铺地址均可在南宋时期临安金银店

铺分布图上找到自己的地址。从“南海

Ⅰ号”的出土文物并结合文献的综合判

断，其上货的第一个地点就可能是现在

的杭州，南宋之临安。而作为沉船最大

宗商品的陶瓷器，多达十多万件（套），

分别产自江西、浙江、福建等不同窑

口，其集散地更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然而当前船上大多陶瓷器，学术界的

认识仅停留在笼统宽泛的省市级地域

窑口生产区，却不能明确其流通过程

与集中上船过程。“南海Ⅰ号”需要回

到陆地，回到出航的港口，回到船货集

散的古代都市，回到船货生产加工的大

陆腹地。为此，“南海Ⅰ号”数年来都有

意识开展国内相关陶瓷产地考察研究

工作。

而我所也主动开展广东南海

地区与“南海Ⅰ号”陶瓷相关窑口

调查研究工作。其间得到省文物

局和佛山市、南海区及相关乡镇村

委文化文物部门的大力支持，并与

广州南越王博物院保持密切联系

和交流，取得初步成果，基本明确

“南海Ⅰ号”部分陶瓷可能来自广

东南海相关窑口，甚至“酒墱”的读

法也与粤语习惯相互印证，而且船

上这些陶瓷功能属性和流通贸易

路线都与南宋广州这个古代大都

市密切相关。

具体成果有待“南海Ⅰ号”考古

整理工作的实际性进展，以及南海区

相关窑口调查研究和广州南越国宫署

遗址等出土相关陶瓷对比研究工作的

深入。广东同时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

现的两个项目之间的联系，也彰显出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广东的历史地位，

真实的海洋文化历史比文献记载更加

丰富多彩。

“南海Ⅰ号”入围“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评选
其发现及打捞发掘前后历经三十余年，培养了一大批考古人才

（本文原载于“广东文物考古”2021年11月4日。原题为《南海瑰宝再续伟航——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广东“南海Ⅰ号”沉船》。作者授权本报刊载。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们要
明晰和阐释
“南海Ⅰ号”
的所有时间
和空间范畴
内的文化内
涵。

撰文：肖达顺（广东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水下考古中心副主任，副研究馆

员。主要从事水下考古工作，一直参与

“南海Ⅰ号”等广东及国内沿海多个水

下考古项目。其间还主持广东大埔余

里窑址、上川岛大洲湾遗址等考古发掘

工作，发表相关考古简报和论文数篇。）

2021年10月18日，由国家文物
局指导，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
举办的“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
式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行，开幕式发
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广东广州
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南越王墓”和“广东

‘南海Ⅰ号’沉船”两个项目入选。“南
海Ⅰ号”的发现及打捞发掘工作前后
历经三十余年，是广东也是中国水下
考古发展的一个缩影，见证了我国水
下考古学科领域从无到有，再到成熟
壮大的发展历程。

中国水下考古起步阶段，国家围
绕“南海Ⅰ号”培养了几期水下考古队
员，其中就有后来整体打捞和保护发
掘工作的历任领队们，基本奠定了中
国水下考古事业起步的人才基础。为
此，广东省也培养了一批水下考古队
员，他们基本都全程参与广东“南海Ⅰ
号”、“南澳Ⅰ号”等省内多个大小水下
考古项目，为广东水下考古提供了人
才保证。后来还经常驰援全国各地包
括近年致远舰、经远舰、宁波小白礁、
西沙等著名水下项目，甚至海外的韩
国“马岛一号”沉船等国外项目等。因
此，“南海Ⅰ号”对中国水下考古的开
创性确实可与殷墟对于中国陆地考古
的开创性意义相媲美。

■2019年“南海 I号”船内清理完后正摄影像、三维激光点云数据和线图的融合。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