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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展贴士
展出地点：海南省琼

海市潭门镇中国（海南）南
海博物馆南区三楼6号展
厅

展出时间：常设展览
观展方式：免费对公

众开放，无需提前预约，观
众凭身份证、社保卡等有
效证件即可入馆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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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3月
召开专家咨询会

5月21日
召开深海考古重大进展联

合新闻发布会，向外界公布我
国深海考古取得重大进展

5月到6月
开展第一阶段考古调查

9月到10月
开展第二阶段考古调查

10月19日
通报南海西北陆坡一号、

二号沉船遗址重要考古成果

2024年

3月22日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
沉船遗址入选“2023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5月10日
国务院核定公布水下文物
保护区

5月到6月
开展第三阶段考古调查

6月13日
公布南海西北陆坡一号、
二号沉船遗址出水文物的
更多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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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
号沉船遗址出水的文物，材
质、器形多样。这些文物长
期受到海水侵蚀，常有海洋
生物附着，保存状况复杂，这
给文物保护工作带来挑战。

展览的第三部分讲述的
是出水文物保护的故事。观
众可以通过图文了解考古工
作者如何保护修复出水文
物，使其重现往日风采。

为了尽可能地保护好这
些珍贵的深海文化遗产，在
发掘现场和实验室两个阶
段，考古工作者都会采取一
系列科学有效的措施。

在文物出水的第一时
间，文物保护工作人员会采
取清洗、脱盐、防腐、防霉等
有针对性的现场稳定性保护
措施，有效阻止、延缓文物因
环境变化而造成损伤。

出水文物被运至实验室
后，工作人员会立即开展清
洗、脱盐、加固、脱水、缓蚀、
封护、分析检测等工作。

此次展览将展出一些文
物病害的图片，在图片中可
以看到，陶瓷器出水后表面
通常会附着一些海泥质、铁
锈质污染物；部分珐华彩和
素三彩瓷器，历经500多年
海水侵蚀，出现了剥釉和伤
彩的情况；金属器表面则有
不同程度的锈蚀。

“就出水陶瓷器保护而
言，主要包括以下步骤：文物修
复前的信息提取（文字记录、拍
照、CT 扫描）—清洗—加固—
脱盐—粘接—干燥—封护—
在适宜环境中保存。”中国（海
南）南海博物馆的一位工作人

员介绍。
通过一组组陶瓷清洗前

后的对比图，我们可以看到，
刚出水的陶瓷污垢附着，颜
色暗淡，清洗后的陶瓷洁白
如玉，散发淡淡的光泽。可
以说，正是文物保护工作人
员的妙手回春，赋予了这些
古老文物新生命。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
览专门设置了出水文物保护
现场，将采用多媒体技术呈
现文保工作，包括准备、实
施、设备与方法等。

展厅还将配备VR设备
和沉浸式装置，通过场景复
原等手段，增加观展的趣味
性，增强观众对考古工作、文
物保护的理解。届时，观众
可借助 VR 设备“潜入”海
底，体验水下考古。

透过南海西北陆坡一
号、二号沉船考古成果，我们
得以一窥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的历史风貌。不过，目前的
考古发掘，只是揭开了沉船
遗址神秘面纱的一角，考古
工作还将持续多年，展览也
将根据沉船遗址考古新成
果，不定期“上新”。

深海考古的难度远超陆
地考古，每一件出水文物都
凝结着考古工作者的心血。
他们在海波间前行，为我们
呈现历史的吉光片羽。

我们也不能忘记，每一
艘沉船背后都是一场海难，
许多船员的生命永远定格在
了500多年前的那一刻。在
欣赏文物珍品的同时，我们
亦应铭记那些在汪洋大海上
苦苦求索的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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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海西
北 陆 坡 1500
米的深海中，两
艘明代中期的
古沉船静静等
候……

2022 年，
中国科学院深
海科学与工程
研究所在进行
航次工作时发
现了它们。水
下考古调查随
即启动，逐步揭
开了这两艘沉
船的神秘面纱。

9月 27日
下午，“深蓝宝
藏——南海西
北陆坡一二号
沉船考古成果
特展”将在中国
（海南）南海博
物馆开幕。本
次展览是南海
海域深海考古
调查成果的专
题展，内涵丰
富。届时，那些
在海底沉睡了
500 多年的深
海珍宝，将首次
与公众见面。

来看这次特展，不能只看
文物。南海深海考古的过程、
技术应用等文物背后的故事，
同样精彩。此次展览通过文
字、图片、视频、实物展览等方
式，展示了我国在深海考古领
域取得的重大突破。

1500米的深海是什么概
念？在海洋学中，1500米深度
属于半深海带，几乎没有阳光
射入，也被称为海洋的“午夜
区”。该区域的水温常年保持
在3℃到4℃，静水压力是海平
面的150倍。

深海考古是水下考古领域
极具挑战性的分支。考古工作
者开展深海考古，不仅要面对
复杂多变的水文和气候环境，
还需通过多领域、跨学科协作
完成任务。

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
号沉船遗址考古工作中，我国
考古工作者首次采用了一系列
新技术、新装备，在探索深海考
古调查技术与装备研发等方面
迈出了重要一步。

“探索一号”“探索二号”科
考船前往沉船所在水域，布放

“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狮
子鱼”号水下远程遥控机器人
……展览将通过多组图片，展
示深海考古工作的细节。

“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
器、无人潜水器（ROV）、多波
束测深仪、侧扫声呐等装备，使
得考古团队能在深达1500米
的海床上进行考察和文物提
取；

科考船“探索一号”“探索
二号”等作为工作母船，提供了
考古调查和打捞工作的平台，
且配备了动力定位系统，能在
恶劣海况下稳定作业；

使用超短基线、长基线和
惯性导航相结合的综合定位技
术，提高了定位精度，为全景摄
影拼接、三维激光扫描、物探扫

测和文物标注提供了准确的位
置信息……

完成一次深海考古任务，
往往需要进行多次水下作业。
每一次下潜，从入水到出水，称
为一个潜次。一个完整的考古
潜次通常需要6小时到8小时，
甚至更长时间。在南海西北陆
坡的考古实际操作中，每个潜
次的时长会受到任务类型、工
作难度、设备状况、海况等因素
影响。例如，某一次，载人潜水
器于8时入水，9时抵达海底，
17时离开海底，18时返回水
面，整个过程持续了10小时，
水下作业时间约为8小时；另
一次则是14时入水，15时抵达
海底，22时离开海底并返回水
面，水下作业时间约7小时。

每一次下潜前，考古团队
都会进行总体规划，确定该潜
次的具体目标，例如测绘、取
样、文物提取等。

在水下，考古工作者要采
集影像资料，包括拍摄遗址全
景、重点区域等，拍摄过程中需
详细记录拍摄参数，确保数据
完整可靠。

对已发现或新发现的重要
文物，考古工作者要进行提取，
提取过程全程拍照记录，提取
后按规范编号，还要对遗址的
其他重要发现或疑似线索进行
记录，同时记录在水下遇到的
问题，如设备状况、环境限制
等，为后续工作提供参考。

完成水下作业后，载人潜
水器返回水面，考古工作者将
获取的文物、样品等移交给接
应人员，由接应人员妥善保管
和处理。每个潜次获取的各类
资料都要系统整理，形成完整
的潜次报告，报告通常包括任
务概述、作业记录表、影像资
料、平面图件等，这是考古项目
重要的科研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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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展览将展出两处
沉船遗址出水的文物408
件（套），全方位呈现考古发
现、发掘过程、科技应用和
成果，让观众感受深海考古
的魅力。

明代，随着航海技术发
展和海上贸易兴盛，中国与
世界各地之间的交流日益
频繁。南海西北陆坡一号、
二号沉船遗址的考古发现，
揭示了明代中期海上贸易
的繁荣景象和双向流动特
点。具体来说，一号沉船满
载着各式精美的中国瓷器，
展现了当时瓷器外销的盛
况；二号沉船则以大量进口
的乌木为主要载货，填补了
以往研究的空白。

据介绍，经过3个阶段
的调查，南海西北陆坡一号
沉船遗址共出水文物 890
件（套），其中瓷器占了相当
大的比例。此次展览，超过
三分之一的展品是青花瓷
器（148件/套），工作人员按
主体纹饰类别将它们分组，
向观众展示。

花卉草木、禽鸟瑞兽、
文字装饰……观众可以在
展柜前细细观赏这些瓷器
上的精美纹饰，体会古人的
审美和意趣，在方寸之间感
受气象万千。

明代瓷器上的人物纹
饰十分丰富，常以历史典故
或神话传说为题材，通过人
物的动作和生活场景展现
故事内容。西北陆坡一号
沉船出水的瓷器上，出现了
众多人物纹饰，比如仙人、
高士、仕女、婴戏等，涉及醉
八仙、昭君出塞、仙人乘槎
等典故。

在所有442件（套）展
品中，13件（套）珐华彩瓷器
当数明星文物。珐华彩瓷
器色彩艳丽，纹样繁复精
美，在国内存量不多，欧美

的博物馆有一
些收

藏。这是第一次在沉船中
发现并出水珐华器，考古工
作者在进行抢救性保护后，
首次观察到了珐华器表面
贴金的工艺，令人惊喜。

在南海西北陆坡二号
沉船遗址，考古工作者共提
取了38件文物，包括原木、
陶瓷器、蝾螺壳、鹿角等。
其中，排列紧密、码放整齐
的乌木原木构成了遗址的
主要堆积，这与以往发现的
多装载中国陶瓷器的出口
沉船明显不同。

对比一号沉船出水的
瓷器，明显能看出二号沉船
的出水器物更为朴素。它
们大多胎体较厚，素面无纹
或纹饰简单，数量极少。专
家推测，这些器物为当时船
上人们日常生活的用具。

二号沉船载有大量国
外的乌木，这些乌木外表皆
呈黑色，经初加工，剥去树
皮、枝杈，截成一定长度，短
者约0.6米，长者约2.5米，
直径 9 厘米至 28 厘米不
等。乌木自古便是珍贵的
木材，被广泛用于制作各种
器具。隋唐时期，便有我国
大量从东南亚、南亚进口
楠、桧、松、杉、苏、乌等木材
的记载。至明代，乌木更是
成为朝贡贸易的重要品类。

考古专家认为，南海西
北陆坡二号沉船很可能是
来自广东或福建的私人商
船，它满载中国的货物至马
六甲进行贸易，返程时采购
了产于印度洋地区的乌木，
在经过南海西北陆坡时，不
幸失事。

除了一号、二号沉船的
出水文物，此次展览还将展
出从故宫博物院、山西博物
院、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等处借展的文物共 34 件
（套），包括乌木制品、瓷器
等。此举旨在展示同一时
期或同一类型的器物，供观
众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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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是我国首次在
1500米深海发现的明代沉船遗址。该考古成果入选
“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9月27日，一批出
水于这两艘沉船的遗珍将首次与公众见面，在中国（海
南）南海博物馆展出。本期《海南周刊》封面聚焦“深海
遗珍”，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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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遗址正射影像图局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遗址正射影像图局部。。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出水的乌木

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出水的乌木。。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考古成果特展展厅效果图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考古成果特展展厅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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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0月
发现两艘沉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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