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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水文物多是青花瓷

据崔勇介绍，去年在对
“南澳Ⅰ号”沉船进行发掘
中，考古工作队采集、发掘
出水了大量的陶瓷器、金属
器等文物，总计发掘出水文
物11248件。“南澳Ⅰ号”是
我国目前已发现保存最好
的沉船之一，遗物在海底散
落的范围不足2 5 0平方米，
证明破坏不太严重。

据 了 解 ，今 年“ 南 澳 I
号”水下考古发掘工作中，
共出水文物9500余件，其中
瓷器以福建漳州窑青花为
大宗。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还出水铜质弹簧两个，并发
现 多 门 铜 炮 ，同 时 采 集 泥
样、植物种子、果肉等样品
十余盒，为研究当时船员的
生活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除了出水大量精美的
文 物 ，在 今 年 的 考 古 工 作
中，沉船船体结构也得到进
一步确认，目前“南澳Ⅰ号”
已被确定的舱位总数达到
23个，并在沉船北10号舱西
侧发现疑似船体中部结构
的部件。专家推测，“南澳Ⅰ
号”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外贸
船只，沉船中的文物约有 3
万件。

罕见“双鱼大盘”面世

此次出水的瓷器中，一
件出自福建漳州窑的折沿
盘上的“双鱼”图案，是“南
澳Ⅰ号”上首次发现的。故
宫博物院古陶瓷专家陈华
莎认为，这个“双鱼”图案画
的是两条鲤鱼，但在这里不
是 鲤 鱼 跳 龙 门 的 意 思 。她
说，乐府诗有这样的诗句：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
呼 儿 烹 鲤 鱼 ，中 有 尺 素
书……”讲的是妻子收到丈
夫书信的感人故事，后来人
们用“双鲤鱼”借代书信，赋
予美好的寓意，表达思念之
情。又因为鲤鱼鱼子很多，

“鱼”与“余”谐音，又有多子
多福、年年有余的意思。

对 于 出 水 的“ 双 鱼 大
盘”，崔勇认为，它沿袭了元
代 写 实 的 画 风 。在 明 代 以
后，“双鱼”图案被更为写意
的 画 风 所 替 代 ，风 格 更 随
意，表现内容多样化，图案
更细致、更复杂。崔勇认为，
通过对“南澳Ⅰ号”沉船的
发掘，不仅提供了品种极为
丰富的成品，同时也填补了
1 6—1 7世纪间大航海时代

我国海外贸易政策转变、东
南沿海经济结构变化等资
料的空白。

据介绍，此次还出水不
少晚明时期的景德镇窑瓷
器。像“雀鹿蜂猴”大盘，盘
子里画有雀、鹿、蜂、猴等四
种动物，“雀”和“爵”是通假
字，“蜂”与“封”同音，代表
封侯、封官的意思，“猴”则
表示“侯”，鹿代表“禄”，即
禄位，故该图案寓意“爵禄
封侯”，体现了老百姓望子
成龙的心愿。

发现铜炮是武装商船

在出水的文物中，还出
水了大量的铜板，据悉，这
些铜板当时是一摞摞堆积
的，因为已经凝结在一起，
尚不能断定这些铜板是成
品还是原料。此外，考古现
场还出水了为数不少的铜
钱。

按照传统的说法，因为
古代的铜比较少，所以就比
较昂贵。唐朝时就制定了禁
止私自买卖铜材的法令法
规；宋朝时铜料已经禁止输
出；因铸钱铜料不敷使用，明
政府数次下令销毁民间铜器
铸钱，铜料属于输出的违禁
物品。是否能够判断这艘载
着铜板的货船是走私船？

对此，崔勇认为，这不
能成为判断“南澳Ⅰ号”是
明代走私船的依据。历朝均
严禁金属出口，不过根据史
料，在明朝铜仍属于大宗输
出的贸易品，有专家还在日
本发现了明朝输出铜的货
物单据。沉船上的这些铜可
能属于正常的贸易，但也不
能排除是走私船的可能。当
时在泉州附近，就有大海盗
李旦的船队，他们与走私船
互相勾结。

明朝实行了海禁，为何
这艘船还运载大量的外销货
物出海，是否可以依此判断

“南澳Ⅰ号”是走私船？崔勇
认为，在万历早期海禁的政
策下，明朝仍留有个别专门
对外贸易的港口，虽然官方
实行了海禁，但对广州实施
了特殊的外贸政策，可以说
广州的外贸一直没有间断
过。另外，从隆庆元年开始，
明朝调整政策，允许民间赴
海外通商，史称“隆庆开关”，
并在漳州月港设立了对外开
放港口。漳州月港的对外贸
易当时非常兴盛。

此前，在考古发掘中，
还 发 现 了 两 门 铜 炮 。崔 勇

称，在商船上面配置火
炮并不奇怪。资料显示，在
明朝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
期间，船队就已经装配有火
炮等火器，只是郑和船队是
和平使者，人们往往注意当
时造船业的发达，而忽视了
明朝火器的犀利。其实，在
郑和之后，不少进行远洋贸
易的民间商船也装配了武
器以自卫。

漳州窑曾仿烧宋官窑？

在发现的“南澳Ⅰ号”
装载的瓷器当中，以漳州窑
青花为大宗，包括大盘、大
碗、钵、罐等。最大的青花罐
子有40多厘米高，还有一个
釉陶的龙纹罐有 6 0多厘米
高。据介绍，漳州窑的器物最
典型的特点就是沙底。它在
烧的时候，使用河沙来垫底，
这样就有大量的沙粘在上
边，以前也叫沙足器，这是它
的一个特点，而且胎一般都
呈灰黄，比较暗，青花的发色
也不是很亮。这一类器物本
身生产出来，绝大部分就是
专门销往外国市场的，在中
国本土用的不多。

对于漳州窑，有专家这
样评价：造型既有粗大厚重
的大件器物，也有精巧的小
件器物。青花、彩绘、蓝釉、
青瓷四大种类中，均可见到
直径达30厘米以上的大盘。
其中个别大盘硕大厚重，直
径近50厘米，这在“漳窑”以
外的明末清初瓷窑中较为
少见。

漳州窑的胎质有精有
细，粗者居多。粗者胎质发
灰，杂质较多，结构疏松；由
于多数器物胎壁较粗，导致
挂釉厚薄不均匀。胎壁的修
饰一般均很粗糙，底足普遍
带有放射状的跳刀痕，且未
施釉。纹饰多用写实手法，比
之景德镇，缺乏规整与严谨，
但构图与线条的表现，随意
抒发，不稍拘束，画风简率朴
实，又不失之简陋。

虽然人们对漳州窑生
产的瓷器评价不是很高，但
是，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钱
汉东先生告诉本报记者，他
曾经在国外见过一些明代
漳州窑仿照宋代官窑烧制
的礼器陶瓷，制作非常精
美。他猜测，这些精美的
瓷器或许是明朝宫内委
托 漳 州 窑 仿 照 宋 朝 官
窑烧制的，是用来祭天
的。

文/本报记者 张向阳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北京传是拍卖继巡展之
后推出2011秋拍精品展，将
于12月2日-6日在北京湖
南大厦进行。其中最引人注
目的当数中国书画专场的
近现代书画门类，徐悲鸿的

《五骏图》、齐白石的《玉兰
斑鸠》、张大千的《明妃出塞
图》将集中亮相。

“三巨头”名作

汇集传是秋拍

日前，中国今年最大的水下考古项目———“南澳Ⅰ号”水下发掘作业

暂告一段落。“南澳Ⅰ号”第二阶段水下考古发掘工作出水9500余件文物，

此次水下考古发掘的成果能否破解“南澳Ⅰ号”的身份之谜？本报记者通

过电话采访了“南澳Ⅰ号”水下考古发掘领队崔勇。

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
钱汉东先生说，入明后，素
有“东方大港”美誉的泉州
港已衰败，取而代之的是明
代著名的海外交通贸易中
心——— 漳州月港。平和县外
销瓷的迅速崛起，与月港的
兴起是息息相关的。在漳州
平和县境内南胜、五寨一带
发现龙窑遗址数以百计，它
们临溪依山而建，形成“十
里长窑”。从平和花山溪顺
流而下，直达月港，便捷的
交通，使瓷业生产呈现蓬勃
发展的势头，甚至可与近邻
德化瓷相媲美。

明万历年间，景德镇制
瓷业出现原料危机。窑工反
对陶监的斗争，最终酿成火
烧御窑厂的暴力斗争，加之
明末清初朝代更替中出现
的政治动乱，造成景德镇外
销瓷的减产甚至停歇。东印
度公司的老板手持景德镇
瓷器样品和西方人喜爱的
图样四处寻找供货方，沿海
漳州窑便成为替代景德镇
瓷器的生产基地。业界专家
认为，漳州窑占据了明清时
期福建外销瓷的主导地位，
这里就是“克拉克瓷”的故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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