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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湿防晒 一样不能少
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翟杨透

露，11月21日凌晨古船出水的那一刻，现场保

护工作立即启动，文物保护专业人员现场对桅

杆和桅夹捆绑固定，对暴露船体进行应急保护

措施，贴敷保湿处理、整体覆罩防晒，并在横沙

基地，对古船做了一次全面体检。同时，分别对

文物所处区域的海水及淤泥取样分析，及时获

取古船文物保存环境的原始信息。

在古船进入船坞落座后，将对1号船坞现

场区域增加围挡封闭，建立区域安防系统，提

升安全防护等级。同时，文物保护团队将进一

步采集各类样品进行检测分析，及时开展离散

暴露船体构件临时加固保护、船体保湿处理。

“最重要的任务是古船进入‘新家’之后要保证

它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古船在适应了150年

的海床‘生涯’之后，暴露在空气中的理化指标

发生了许多变化，需要给它一个文物保存的环

境，等它稳定之后，就能开始正式的考古发掘

了。”翟杨说。

在古船博物馆的建设过程中，将在1号船

坞区域建设一座覆盖整个古船沉箱的临时考古

站，开展保护舱环境状况实时监测和调控，确保

舱内各项环境参数稳定，确保船体及文物安全。

预计2023年10月前，临时考古站建设可以

完成，古船将进入实验室考古发掘与文物整体保

护阶段。这个临时考古大棚是一个超大型的考古

设备，之后也能成为大型保水物件的实验室。

时光宝盒 活态博物馆
长江口二号古船仿佛内涵丰富的“时光宝

盒”。翟杨介绍，自2015年在崇明横沙岛水域

发现长江口二号古船以来，陆续已有600余件

文物出水，其中以瓷器为主，包括“同治年制”绿

釉杯、粉彩“二甲传胪图”、越南产青釉水烟罐

……也有一些船体构件和其他材质的船货，随

着对这批出水文物的清理和初步考证，一幅清

代晚期商船航行与船上生活的生动图景正缓缓

展开。考古工作者已经初步判定——长江口二

号古船是一艘清同治年间的贸易商船，属于沙

船船型的可能性极大。而上海素称“沙船之

乡”，沙船的形象出现在上海市市徽上，蒸汽轮

船的出现宣告了靠风帆航行的沙船的没落，盛

极一时的沙船时至今日已没有完整实船存世。

因此长江口二号的出现，既见证了上海港的悠

久与繁华，更见证了近代上海作为东亚乃至世

界贸易和航运中心的珍贵历史。

正在紧锣密鼓施工中的长江口二号古船博

物馆将集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展示教育、考古与

非遗活态体验和国际水下文化遗产科学研究等

诸多功能为一体，将成为一个动态变化的活态博

物馆，考古保护的过程都将向公众展示，而不仅

仅展示一个静态的完成之后的成果。

古船“安家”的上海船厂本身也是一项工业

遗产，这里的前身，是1900年外商创办的瑞镕

船厂，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未来，可移动的古

船与不可移动的上海船厂交相辉映，欣赏古船

之际也能领略到杨浦在大工业时代的生机勃

勃，这段互相印证的历史，使沉没百年的古船有

了名副其实的回家之感。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方

世忠说：“接下来我们将用水下文化遗

产讲好上海故事、中国故事，全面

展现中国水下考古的魅力和

科技创新实力。”

本报记者 徐翌晟

作为重要的市级历保和文保建筑，书局

坐落于山阴路历史风貌保护区内，由内山书

店旧址、前新华书店山阴路店和周围空间贯

通后修缮改造而成，共上下三层，原来仅100

余平方米的内山书店，扩展为800余平方米的

“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

始终是历史保护建筑
内山书店旧址所在的新式里弄建成于

1924年，再过两年就将迈入百岁大关，鲁迅与

内山书店重合的岁月是其历史上浓墨重彩的

一笔，即便后来几经辗转、曾先后为中国人

民银行和工商银行所使用，这里仍然以上海

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保护建筑的身份

存在着。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内山书店

是鲁迅于1927年

定居上海后光顾最

多的书店，在动荡

的岁月中，鲁迅先

生在此买书、收转

信件、会客和避难

等。鲁迅在内山

书店的种种活动

促成了他与内山

完造极为深厚的

友谊，经过多方反

复斟酌，“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得以

正式命名。内山书店与多伦路景云里相距

500米，曾相融形成了上世纪上海一时无两

的文化景观，吸引过许多左翼文人聚集于

此，深厚的文化积淀也成为1927书局最具代

表性的特色之一。

用书籍联系友谊
修缮改造后的“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

局”里，做旧的特制石灰墙面、木质框架饱经风

霜后才能呈现的细碎裂纹等，让每一个过路人

都能感受到来自1927年先进思想的萤火之光。

书局共有三层楼。一楼主要包括内山书

店原址、“引玉集”“南腔北调集”三个空间。

一楼大厅的“引玉集”借用鲁迅编选的中国第

一部苏联版画集《引玉集》之名，取其“抛砖引

玉”的寓意，以博物馆式的陈列，深度呈现中

日文化交流的图书，并辅以海派文化、主题图

书以及书店自主研发的文创产品，为百年老

店注入本土、新鲜的血液。“南腔北调集”是

“石藤”咖啡与“山内山外”花店的所在之地。

石藤咖啡研发的限定特饮“朝花夕拾”“社

戏”，象征着鲁迅与许广平良缘的咖啡也会以

特别的形式参与到品牌方和顾客的互动中。

二楼被划分为“而已集”和“集外集”两大

空间，作为书店主要的经营区域，二楼将会为

读者提供社会科学、哲学、美术、艺术、文学、

影视等门类的精选书籍。“集外集”的长桌是

读者阅读的位置，除了摊开放着《北斗》的座

位——那是留给“丁玲”的。“而已集”的文创

展台上，摆放着《为了忘却的记念》手稿，以及

当年左翼美术运动制作的木刻版画主题明信

片、信纸，制作木刻版画需要的工具等——鲁

迅曾经大力推动木刻艺术在中国的发展，编

辑出版了木刻画集。展陈装置上的这些小设

计，意图带领读者穿越回到1927年，享受与现

代文学青年“共处一室”的沉浸式游览、阅读

体验。

三楼，“华盖集”“三闲集”分别坐落于书

局两侧楼道的尽头，一大一小，一边严肃一边

活泼。“华盖集”也是1927的收藏室，价值贵重

的精品图书都计划在此处陈列。在这里，读

者可以看到一位多元、立体的“大先生”。

本报记者 徐翌晟

打
造
一
座
活
态

昨
天
古
船
在
百
年
船
厂
﹃
安
家
﹄
了

海派
城市

古天，长江口二号古船在专用打捞工程船“奋
力轮”装载下，平稳进入上海船厂旧址1号船坞（见右
图）。这艘清同治年间的贸易商船在沉没水底150余
年后，终于在黄浦江畔“安家”。之后，将进入统筹开
展保护舱建设、古船考古发掘、船体和船载文物保
护、博物馆规划建设等新阶段。未来，1号船坞区域
将会建设一座覆盖整个古船沉箱的临时考古站，而
杨浦上海船厂旧址将建成长江口二号古船博物馆。

“内山书局”今日归来
鲁迅曾在此싲书、件탅볾、会뿍和뇜쓑

沿街的青咖色砖木建筑，
西式山花点缀，日式木格窗，红
瓦坡顶……在四川北路山阴路
的这一隅，不少路过此地的人
会好奇驻足，这是一家似曾相
识的书店。今天，经历了近一
年的规划、设计、修缮，“1927·

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见右
图）在上海虹口重新对外开
放，这栋承载着诸多故事、见证
了鲁迅先生晚年许多重要活
动，连接着革命者与国际进步
人士的场所，如今以全新面貌
再出发。

让城市空间 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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