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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打捞一处海底遗珍

1998年12月，两艘渔船从琼海市潭门镇起航，
目的地是西沙群岛。和其他渔船不同的是，这两艘船
并不是去捕鱼的。

西沙群岛一带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历史上大量商船往来于此，留下了丰富的水下遗产。
这两艘船上载着的一二十名考古人员，是去开展考古
工作的，任务之一就是对渔民在西沙华光礁一带发现
的一艘沉船（后命名为“华光礁I号”）进行初步试掘。

这次试掘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海南省文体厅（现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联合开展，是中国水下
考古队员首次独立进行远海水下考古发掘。当时，行
经海域东北季风盛行，渔船载重量只有六七十吨，条件
简陋，一路走走停停，历经一番波折才抵达华光礁附
近。华光礁礁盘内外分布着数十个大小不一的暗礁
带，且北面水道极为狭窄，南面水道水浅且蜿蜒曲折，
大船无法通行，考古队只能分乘小艇进入。

找到“华光礁I号”时，它正静静地“躺”在礁盘内
西北部海底，船体残长20米左右，向西倾斜，船上各类
器物顺着船体方向成摞堆放，附近散落着许多器物碎
片。由于华光礁是一处珊瑚环礁，沉船及器物表面被
珊瑚及大颗粒钙质生物沙覆盖着，这显示出其沉寂时
间漫长。该沉船遗址位置不深，最高处在涨潮时距水
面仅一两米，退潮时距水面仅0.5米左右，加之海水清
澈，人在水面上可清晰看见沉船轮廓。

海南省博物馆文物考古研究部副研究馆员王明
忠，曾在试掘现场帮助水下考古队员们传递文物并对
文物采取初步保护措施。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印象
最深的是遗址处的几个大坑。“沉船船体及很多船载
物已毁坏，仅木质船体下部结构残存，甲板等上部都
不见了。”王明忠说，这使得考古队需要对沉船进行抢
救性试掘。

经初步试掘，考古人员发现船载陶瓷器来自福建
磁灶、德化等窑址，综合判断这艘沉船的年代为南
宋。但因船体高度饱水，且打捞技术支持不足，只能
提取部分标本，并对船体进行保护性回填。

2007年3月至5月，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海南省文
体厅组成的西沙考古工作队，正式对“华光礁I号”沉
船遗址进行发掘，完成对沉船遗址的全面揭露。考古
工作队围绕遗址中心布设50个2米×2米的探方，逐

层按探方清理船内遗物，完成了对船体的测绘。
2008年11月至12月，考古工作队进行第二阶段发
掘，对船体构件进行编号测绘，并分解提取运回海南
省博物馆进行脱盐、脱水等保护处理。

“从事水下发掘十分艰苦，考古队员们连续四五
十天吃住在船上，每天一睁眼就开始干。”王明忠说。

“因浮力、海浪冲击等，考古队员作业时不易控制
身体，下水时需背着铅块，加上氧气瓶等装备，负重达
三四十斤。”海南省博物馆办公室副主任、副研究馆员
贾宾介绍。

考虑到当时的条件没办法将沉船船体一次运回，
考古队将沉船拆解为511块船板，用特制的铁铲逐一
将船板轻轻撬起，托出水面，然后按发掘顺序编号、测
量、绘图、摄影等。船板出水后被放在硼酸水里浸泡，
取出后用塑料薄膜包裹，装箱时在箱内放一些薄海
绵，喷水保湿后打包封存。这是我国考古人员首次尝
试对古代木质高饱水沉船整体进行完整记录、逐层拆
卸、分件出水、科学保存并长距离运回。

至此，经过长达10年的探索和努力，这艘“沉睡”
海底800多年的南宋沉船的面纱终于被全部揭开：共
发掘陶瓷器、铁器等文物1万多件。

揭秘一段南宋历史

那么，这艘船到底是从哪里出发的？此行目的为
何？为什么会沉没于华光礁一带？要回答这些问题，
得从沉船及船载器物中寻找答案。

“华光礁I号”出水文物以陶瓷器为主，数量近1
万件，另有少量铁器及铜镜残片。瓷器中，青白瓷居
多，青瓷次之，酱褐釉最少；器形主要有碗、盘、碟、盏、
瓶、壶、粉盒、罐、钵、军持等；器物的装饰手法有刻划、
模印、堆贴等；主要纹饰类型有荷花、牡丹、菊花、宝相
花、缠枝花、折枝花、卷草、珍禽、瑞兽、人物及吉祥文
字（如“吉”“大吉”）等。

青白釉瓷器是宋元时期较为常见的瓷器品种。
考古人员根据出水瓷器各方面特征，并将之与福建、
浙江等地的窑场标本进行类比，推断“华光礁I号”所
载瓷器多由南宋中期闽南民窑出品。其中一件青白
釉碗内壁刻有“壬午载潘三郎造”，为研究者提供了更
具体的时间信息。

南宋时期的“壬午年”有两个，分别为宋高宗绍兴
三十二年（1162 年）和宋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

年）。从器物组合和特征分析，专家认为此“壬午”应
为南宋绍兴三十二年，即1162年，潘三郎则是制瓷工
匠之名。也就是说，“华光礁I号”应该是在1162年
或之后出发的。

“华光礁I号”出水的瓷器种类多、品种杂，多为碗、
盘、碟等日常生活用品，且同一种类数量多，包装成摞，
应是成批生产的。“看，这些粉盒小巧精致，可能是古代
女子用来装胭脂水粉的。”在一个展柜前，海南省博物馆
文物保护与修复部副研究馆员刘爱虹提示记者，柜中摆
放着多个圆形粉盒，它们不足成人掌心大，形制相似。
据介绍，“华光礁I号”出水的各类粉盒有上千件。

这些特征意味着什么？答案是：它们都是外销
瓷，“华光礁I号”是一艘开展对外贸易的商船！

而“华光礁I号”在西沙海域沉没，则说明该船行
驶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目的地是东南亚或更
远的地方。

该船为何沉没于此？根据华光礁礁盘内只有木
质船体下部结构，未见甲板等物，且船载物非常集中
等信息，考古人员推断，该船不太可能是在礁盘内失
事的，应是船在靠近礁盘处航行，被巨浪托起抬入礁
盘内浅水珊瑚丛中搁浅，造成船体破碎。

这是一艘什么样的船呢？“华光礁I号”是我国首
次在远海发现的有六层船体构件的古船，展现了中国
古代造船工匠的精湛技艺，同时为中国人首创水密隔
舱船再添例证。从形制上看，“华光礁I号”可归为福
船一类。福船是古时福建沿海地区所造木帆船的总
称，主要特征是“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这种船适用
于远洋航行，是郑和下西洋的主力船型之一。

结合宋元瓷器制造及贸易大发展的历史背景和
考古人员的考据，一段南宋时期的海上贸易故事“浮
出水面”——

南宋中期，有商人在一艘福船上装载了来自福建
多个民窑的外销瓷。对于瓷器的选择，商人也有考
虑，装船的大部分瓷器虽不如这一时期的江西景德镇
瓷器精美，但价格比较低廉，性价比高，容易被东南
亚、南亚的消费群体接受。当然，商人也带了少量江
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生产的精美瓷器，以便自用
或作为会见重要人物的馈赠之资。

货物装好后，这艘船很可能是从被誉为“宋元中
国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心”的福建泉州港出发，一路南
行，途经华光礁一带时意外沉没，给我们留下了历史
的剪影。

佐证一个繁荣时代

南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建炎二年
（1128年）至绍兴四年（1134年），凡七年间，泉州市
舶司获利九十八万缗，绍兴末期广、泉二市市舶司抽
分及和买所得，每年多至二百万缗。”从中可以看出当
时泉州对外贸易的盛况。

“根据‘华光礁I号’出水文物的情况，可以说，古代海
上丝绸之路也是‘古代海上陶瓷之路’。”王明忠说。

至于这些商品瓷器的海外影响力，元代民间航海
家汪大渊在其海外旅行归来后所著的《岛夷志略》中
介绍，宋代以前，居住在东南亚一带的居民，吃饭时

“蕉叶以为盘”“葵叶以为碗”，多以“竹编”“椰壳”为
器；即便在中亚的发达地区，居民也多以木器、金属器
为饮食器具。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输出的大量中国
瓷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些地区居民的进餐方
式。比如，“华光礁I号”上的军持、执壶等外销风格
瓷器，显然是专供东南亚一带的人们使用的。

“华光礁I号”被发掘后，西沙考古调查及以东部为
主的环海南岛水下考古调查持续开展，载有元青花、清
代建筑石构件等文物的多艘古沉船相继被发现。

通过参加琼海、万宁、陵水等海南岛东部地区海域的
水下考古工作，贾宾看到了这些地方的历史变迁。“‘华光
礁I号’出水的陶瓷器全部来自岛外，而在海南岛东部地
区海域发现的清代沉船，船载器物以本岛所产物品为主，
比如澄迈福安窑的瓷器，除了在本岛使用，还在越南、菲
律宾等地流转使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即便在闭关锁国
的清代，民间的海上贸易仍比较繁荣。”贾宾介绍。

出于保护文物的目的，对这些已发现的近海水下
遗址，我国大多是进行原址保护，只开展项目调查，未
进行大规模发掘。“我们从事水下考古的最终目的，不
是打捞沉船或船载物，而是想借助这些文物及其蕴含
的信息探索了解当时的人类社会，寻找隐藏在文物背
后的社会关系或文化基因。”贾宾说。

“水下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价
值，保护好水下文化遗产不仅是尊重历史文化的体
现，也是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需要。”贾宾说，他还记
得2013年自己第一次下海参加水下考古的场景：热
带鱼类在身边游来游去，海水能见度达三四十米，拂
去覆盖在文物上面的珊瑚沙，轻触盘子、碗、罐的表
面，好像瞬间链接上了那个远去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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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考古究竟是怎么进行的？出水文
物怎么修复？这背后大有学问。

“中国水下考古已走过30多个年头，海
南水下考古虽稍有滞后，但以‘华光礁I号’
的发掘修复为标志性事件，近些年也是蓬勃
发展。”目前，全国仅有150多名可潜水的水
下考古专业人员，常年坚持在一线工作的只
有40多名，海南省博物馆办公室副主任、副
研究馆员贾宾是其中之一。

“我国西沙海域考古地点多在礁盘上，
工作海域水深相对较浅，除穿戴潜水服、脚
蹼外，基本上只需要背一个氧气瓶，但要学会
专业的水下交流手势。”贾宾说，相较于需要
采用许多高科技手段的深海考古，除了水下
声呐、水下雷达等通用的水下探测技术，浅海
考古主要靠人工。水下考古人员既是文物发
掘者也是文物搬运者，要能在水中抵御海浪
造成的身体“颠簸”，这对体能要求很高。

入水后，工作流程大体上可分为6步：水
面搜寻、自由搜寻；水下遗址定位、设置探
方；发掘作业，冲沙、抽泥；船货标本测量、采
集、初步保护处理；船体测量绘图、采集、初
步保护处理；船体清污、清理、提取、出水等。

考古人员在水下怎么记录、绘图？这就
要用到一张“撕不烂”的纸，即硫酸纸。这种
纸由细微的植物纤维交织而成，用硫酸浸泡
后，对油脂和水的渗透抵抗力强，考古人员
可以在上面书写、绘图。

“与出土文物最大的不同是，出水文物
长期浸泡于海水中，受各类盐分侵蚀，提取
后首先要脱盐、清洗凝结物，如果不脱盐、不
清洗，受温度、湿度变化的影响，器物中的盐
分会溶解、结晶、再溶解，胀缩之间会使器物
破坏、劣化。”海南省博物馆文物保护与修复
部副研究馆员刘爱虹说。

一般来说，陶瓷器需在去离子水中浸泡
数月到半年不等，才能完成脱盐的步骤。“华
光礁I号”的511块船板出水后，一直放在海
南省博物馆进行保护修复，现在还在水中浸
泡着。

据介绍，该沉船保护计划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I期）给船体构件脱盐脱硫；第
二阶段（Ⅱ期）给船体构件填充加固、干燥定
型；第三阶段（Ⅲ期）让船体整体复原。目前
处于填充加固期。

如今，走进海南省博物馆一楼展厅，一
面玻璃墙后面，空间被分成两半，一半放着
几个长方体的柜子，一半是一个大水池。“由
于场地面积和资金有限，这些年，我馆先后
三次对船板脱盐池进行改造，第三次终于搬
进了室内，在一楼展厅建起南宋沉船保护实
验室，恒温水槽用来浸泡处理陶瓷器等小件
出水文物，水池用来浸泡船板，让观众看到
文保工作的幕后。”刘爱虹说，虽然船板仍在
水中浸泡着，但池中使用的药水具有填充加
固作用，即通过化学方式让药品进入木头的
孔隙，将其撑起来。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将船板修复
好，还需几年时间。”刘爱虹说，下一步，他们
将把保护实验室改造成恒温恒湿的环境，为
船板修复创造更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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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考古知多少？
■ 海南日报记者 李豌

一面玻璃背后，一个
深度超过1米的水池，511
块长木板整齐地静置其
中。乍看去，怎知800多
年前，它们从中国东南沿
海一带的港口起航，载着
勇敢的南宋先民和一船中
国珍宝，沿着古代海上丝
绸之路劈波斩浪，又意外
止步于西沙华光礁，从此
沉睡海底，直至2008年被
打捞出水。

珍藏于海南省博物馆
的这些长木板，是我国发
现并打捞出水的古沉船
“华光礁 I 号”的残存船
板。这艘古沉船，见证了
宋元时期我国海上丝绸之
路的繁荣，折射出中外经
贸交流的源远流长。

与船板一同被发现
的，还有各式各样的陶瓷
器。展厅中，它们釉面光
洁、器形雅致、纹样精美，
在工作人员的精心修复和
陈列下，似乎还是刚装船
时的模样。

宋元
TIME

《大海的方向——“华光礁Ⅰ号”沉船特展》展出的瓷器。 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摄

南宋青白釉弦纹瓷执壶。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
海南省博物馆提供

考
古
人
员
对

考
古
人
员
对
﹃﹃
华
光
礁

华
光
礁II

号号
﹄﹄
船
体
进
行
测
量
绘
图

船
体
进
行
测
量
绘
图
。。

南宋青釉刻划纹“吉”字瓷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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