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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古船中发现了大量的铜

钱，数量在一万枚以上。令人好奇

的是，这些铜钱的式样不仅是南宋

时期的，还包括之前各个朝代，最

远有汉代的五铢钱。如果这些都是

船上人的收藏品，那数量未免太多

了一点。对此，魏峻推测，这些宋

代之前朝代式样的铜钱可能都是当

时的人伪造的。“因为铜作为战略

物资，在当时是不能轻易大量出口

的，所以把铜铸造成前朝古币的样

子，可能是一种逃脱监管、将这些

材料偷运出去的方法。”

再如，以今人的常规思维推测，

在堆码船货时，更重更牢固的铁器

会放在靠下的船舱，更轻更脆弱的

瓷器则放在靠上的船舱。然而，“南

海 I 号”的发掘却显示这批船货的实

际堆码方式与前述恰恰相反。

中国水下考古的开篇

谁能想到，如今备受瞩目的“南

海 I 号”，最初为人所知是由于 35

年前的一次阴差阳错。

1987 年 8 月，英国的海上探险

和救捞公司与当时的中国交通部广

州救捞局合作，在南海的上下川岛

海域寻找当年东印度公司的沉船“莱

茵堡号”。他们没有找到原有的目标，

却意外地在 27 米深的海底发现了另

一条古代沉船，并打捞出黄金饰品、

瓷器等文物。专家初步判定这艘沉

船的年代为宋元之间，有巨大的考

古价值，后来将其命名为“南海I号”。

然而，“南海 I 号”的打捞，却要等

到整整 20 年之后——1987 年时，中

国的水下考古刚刚起步，还没有足

够的能力应对如此高难度的挑战。

在过去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中

国人对水下文化遗产并没有太多的

概念，直到 1986 年在荷兰阿姆斯特

丹的一次拍卖。拍品是 8 万件中国

清代的青花瓷，来自 1985 年英国人

在中国南海打捞出的一艘商船。几

经交涉，中国政府依然无法阻止这

次拍卖，为了解和研究这些瓷器的

价值，国家文物局派专家冯先铭和

耿宝昌带着 3 万美元参加拍卖，规

定“资金使用限度不超过瓷器价值

的三倍”。不料最终两人空手而归，

因为拍卖会上瓷器的最后成交价竟

然高出了起拍价十倍。这次经历让

耿宝昌刻骨铭心，回国后他向国家

文物局递交了一份书面报告，建议

中国考古应向水下考古领域拓展。

拍卖会这年冬天，时任中国历

史博物馆（即今天的国家博物馆前

身）馆长的俞伟超找到考古队员张

威，谈起了水下考古，而那时的张

威还根本不知道水下考古是什么。

1987 年 5 月，张威和同事杨林

收到了一份前往荷兰参与水下考古

项目的邀请。出乎对方意料的是，

这两位中国人连最基本的潜水都不

会。于是，他俩在当地从零开始学习，

后来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水下考古

队员。7 月，他们结束了在荷兰的培

训；一个月之后，“南海I号”被发现。

1989 年，国家文物局首个水下

考古项目立项，目标正是“南海I号”。

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 1987 年发

现古沉船的地理坐标已记录在案；

而当年打捞上来的那些文物揭开了

“面纱一角”，足以让人心驰神往。

这年冬天，中国历史博物馆与

日本水中考古学研究所合作，正式

开始对“南海 I 号”进行考古调查，

这是中国水下考古的起点。这次调

查中，张威成为第一位触摸到“南

海 I 号”的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

由于海况和资金等原因，对“南

海 I号”的考古延迟下来。1999年，

香港商人陈来发创建名为“中国水

下考古与探索协会（香港）”的组织，

发起募捐，为“南海 I 号”水下考古

捐助港币 120 万元。

得到这笔捐助后，2001年4月，

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

联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

的水下考古专业队员共 12 人，再次

探寻“南海 I 号”。这次调查中，考

古队对沉船进行了精确的定位。

2002 年 3 月至 5 月间，考古队

再度下水，对海底沉船进行细挖掘、

细打捞，打捞出文物 4000 多件。这

次调查的另一重大发现，是考古队

员在平时几乎没有能见度的水下偶

遇清流，第一次拍下了“南海 I 号”

的完整影像：古船甲板以下的部分

基本保存完整，这令人激动不已。

攻破大量“不可能”

1987 年，中英联合打捞队曾触

摸到南海 I 号的桅杆；而在 2001 年

大规模探查时，这部分遗迹已经消

失。采取怎样的方式，才能既保护

下 图：2020 年 9 月

4日，由中国国家博

物馆主办的“浮槎万

里——中国古代陶瓷

海上贸易展”在中国

国家博物馆隆重开

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