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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船遗址相当于
一个时间胶囊，它把某
个时代的切片完整地
保存下来，所展示的不
单单是船载货物，还有
时代和航路等时空信
息，以及当时的政治和
社会生态。”广东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
长、“南海I号”考古队
原领队崔勇认为，相
比田野考古，沉船能
带来的历史信息更多
元、更综合。

自唐代开始，海上
丝绸之路繁荣兴盛，南
海成为中国与海外诸
国贸易往来的重要通
道，留下了丰富的水下
遗产，南海也因此成为
我国水下考古事业的
诞生地和策源地，同时
也是考古学者与盗捞
者的“必争之地”。

事实上，我国水下
考古事业便肇始于一
次与盗捞者的斗争。
1984年，西方海上盗捞
者迈克·哈彻，在我国南海海域
发现一艘已沉没两百余年、满载
瓷器与黄金的东印度公司商船

“哥德马尔森”号，打捞出青花瓷
器等文物百万余件。

为谋求利益最大化，他仅留下
青花瓷器23.9万件、金锭125块，以
及两门刻有荷兰东印度公司缩写
的青铜炮，其余数十万件不具有流
通价值，却有着极高历史价值的青
花瓷器等文物被毁坏殆尽。

1986年，迈克·哈彻以该沉船
无人认领为由，获得了出水文物的
拍卖许可，委托荷兰佳士得拍卖行
对出水文物进行公开拍卖。最终，
近24万件珍宝全部流失海外。

这次水下盗捞事件，极大刺
激了我国文保工作者。1987年3
月，国家文物局牵头成立了水下
考古协调小组，我国水下考古事
业就此开端。同年8月，广州救捞
局与英国商业打捞公司，在联合
寻找“莱茵堡”号沉船过程中，挖
出了包括瓷器、锡器、金腰带在
内的数百件中国文物。

当时的中方项目负责人判断：
“这肯定不是英国人要找的莱茵堡
号，这是一条我们中国的沉船。”
依据双方协议，中方立即中止
了此次打捞合作，这艘沉船即
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南海Ⅰ号”。

1987年11月，中国历史博
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创建，我
国水下考古事业正式起步。此
后，我国水下考古力量不断壮
大。2007年，我国以世界首创的
整体打捞方式，对“南海Ⅰ号”
进行考古打捞，标志着我国水
下考古事业迈上新的台阶。

中国古代沉船遗迹以宋元
时期为多，因为那时正是海上丝
路最为活跃的时期，沉船遗址多
在暗礁附近，说明沉船多由于自
然原因。如今，中国水下考古经
过30多年发展，已逐步建立起一
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目前，中国水下考古专业队
伍在中国的四大海域——— 渤海、
黄海、东海、南海，先后进行了多
项水下沉船遗址及其他水下文
物遗迹的调查、发掘工作。

从辽宁丹东甲午海战致远
舰考古发掘，到西沙群岛水下文
物考察和调查工作，从南海Ⅰ号
宋代沉船考古发掘到福建东海
岸宋元沉船遗迹挖掘工作，都取
得了丰硕成果，对编织完善中国
古代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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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表示：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考
古工作，充分展示了我国深海科技
与水下考古的融合，标志着我国深
海考古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

如今，深海考古调查，应用了
多种黑科技。例如，使用三维激光
扫描仪和高清相机，能完成沉船遗
址分布区域的全景摄影拼接和三
维激光扫描；使用潜载抽泥、吹泥
装置，能对计划提取的文物和部
分重要区域，进行抽泥、吹泥作
业；使用长基线定位系统，能提高
定位导航和位置标注的精度……

海底探宝，如何确保文物的
安全？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
程研究所研究员陈传绪介绍，通
过潜水器机械手提取文物，要确保

文物安全，连瓷器表面的纹饰都不
能有一点破损。科学家将潜水器
过去使用的金属材料机械手，替换
成由柔性材料制成的机械手，这样
既不会损害文物表面的纹饰，也具
备足够的握力，将文物采集上来。

水下作业按照一个潜次，一般
是8小时，潜水器每一次从海面下潜
至海底作业的速度每分钟35米，南
海沉船遗址海深1500米，一次下潜
差不多需要40分钟，往返约一个半
小时，在水下作业时间约6小时。

要做到深海文物的保护性提
取，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一个是
机械手，另一个是操作机械手的
人。目前，能够安全无损进行文物
提取操作的潜航员，必须是下潜
次数超过百次的星级潜航员。

由于深海无光，水下相机高
清拍摄距离，仅能达到6米左右，
因此，高精度和高更新率的水下
导航必不可少。考古队使用了长
基线技术，满足了高频次下潜和
高精度导航的要求。

文物从水下提取的前提，是
能够复原文物所在遗址区的位
置。获取遗址区全景图后，就可以
按图索骥，在漆黑的深海中，顺利
开展考古调查及文物提取了。

为了给后续考古奠定坚实基
础，考古团队还将一个由钛合金
制成的水下永久测绘基点，放置
在1500米水深的海床表面。借助
长基线定位系统，研究人员能够
对该基点进行精确的位置标定，
就像给沉船遗址在地图中打上了
记号，大大提高了水下考古和考
古资料记录的精度与准确性。



2022年10月，我国南海西北
陆坡约1500米深度海域，发现了
两处古代沉船，分别定名为“南海
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南海西北
陆坡二号沉船”，其年代分别属于
明朝正德、弘治年间。

2023年5月至2024年6月，考
古团队使用“深海勇士”号载人潜
水器和“狮子鱼”号无人水下遥控
潜水器，联合对两艘沉船开展了
三阶段的水下考古调查，探明了
两艘沉船的分布范围，共提取出
水陶器、瓷器、原木等928件(套)，
不仅是我国深海考古的重大发
现，也是世界级重大考古发现。

碧波之下的两艘古代沉船，
揭示了怎样的传奇？考古调查现
已确认，一号沉船遗址核心区为
船体和大量堆叠有序、码放整齐
的船货构成的堆积。二号沉船遗
址核心区，以排列整齐、堆叠有序
的原木堆积为主，另有少量陶瓷
器、铅锡器等。

在一号沉船遗址，发现了陶
器、瓷器、铜器、铁器、竹木器等文
物超10万件，三个阶段共提取青
花、青釉、白釉、青白釉、珐华等瓷
器，以及酱釉陶器、铜钱等文物
890件(套)，部分瓷器带有“福”
“正”“太平”等底款。二号沉船遗

址则提取原木、瓷器、陶器、蝾螺
壳、鹿角等文物38件。

“一号沉船满载外销的陶瓷
器，二号沉船装载了从海外输入的
木材，推测一号、二号沉船，皆为民
间私人贸易商船。”国家文物局考
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宋建忠介绍，
一号沉船始发港可能为广东或福
建沿海，前往贸易中转地马六甲；
二号沉船可能在马六甲装载原木，
返回广东或福建沿海港口。

“两处沉船遗址，再现了明代
中期海上贸易的繁盛景象，尤其
是一号沉船的珐华器、二号
沉船的乌木，均是沉船考

古的首次发现，是我国古代海上
丝绸之路贸易往来的重要见证，
为中国航海史、海洋贸易史和中
外文化交流等研究，提供了重要
的实物资料。”宋建忠说。值得关
注的是，“丙寅年造”的纪年款，成
为第三阶段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象形执壶、珐华梅瓶、青花人物
纹罐……一件件出水的精美文物，
如同打开了一个个封存百年的“时
光宝盒”，往来不息的商船、漂泊远
游的船客，仿佛跃然于眼前，与我们
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海底探宝
打捞水下“历史”，可不是“海底捞”那么简单

6月13日，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南海西北陆坡
一号、二号沉船遗址考古最新成果。此次考古，也标志着中国水下考古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碧波之下的两艘古代沉船，述说着怎样的传奇？进行水下考古需要哪些黑科技加持？

在水深超过千米的茫茫深
海，寻找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无
异于大海捞针，而载人深潜器“深
海勇士”，则立下了汗马功劳。

受深潜技术限制，过往30年，我
国水下考古多集中在水深50米以内
的水域。面对平均深度1200米、面积
逾200万平方公里的南海，中国水下
考古工作者一度只能望洋兴叹。

“深海勇士”号4500米级载人
潜水器，是我国继蛟龙号之后第二
台深海载人潜水器，自2017年底交
付后，主要承担4500米海域范围内
的科学考察任务。它拥有高精尖的

“十八般武艺”，除了两只由柔性材
料制成的灵活机械手外，还集成了
各类勘查测绘装备。比如，用于地
形探测的多波束，用于探测掩埋物
体的浅剖，用于三维实景重建的三
维激光扫描等。载人深潜器的出
现，让我国水下考古不断向深海拓
展，唤醒了更多沉睡海底的历史。

2018年1月，随着深海考古联
合实验室的成立，我国水下考古吹
响了向深海进军的号角。2018年4
月，在南海，“深海勇士”号7次下
潜，最大深度1003米，我国成功
完成首次深海考古调查。2022年

8月，在南海北部西沙海槽海域
开展的深海考古调查，我国水下
考古深度首次突破2000米。

而此次惊艳世人的南海西北
陆坡一号、二号沉船的发现，完全
始于一次“偶然”。2022年10月，
中国科学院深海所出海执行科考
任务，在“深海勇士”号第500次下
潜，行进至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
米水深时，其搭载的侧扫设备，传
回了令人惊喜的图像。

科考队员循迹前去，一座高达3
米、由密密麻麻瓷器堆积成的“小
山”赫然出现。在该沉船不远处，科
考队员还发现了另一艘沉船，周围
散落着大量原木，就这样，一处世界
级重大考古发现揭开了神秘面纱。

 考古迈向深海，“深海勇士”立大功

用科技之钥，打开历史之门

千米深蓝之下，封存百年的“时光宝盒”惊艳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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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沉船打捞上来的文物

““深深海海勇勇士士””号号通通过过柔柔性性机机械械手手提提取取沉沉船船上上的的文文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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