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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2010-2012 年，由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合作，

连续三年对沉船进行水下考古发掘和保护。

沉船出水各类文物约 3 万件。从出水瓷器的形制、

釉色、纹饰、工艺等看，这些瓷器主要来自两个窑系，

以漳州窑为主，部分来自景德镇窑，推断年代为明嘉

靖时期前后，再结合沉船考古的特点，其年代应为明

万历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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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的紫砂壶

瓷器青花牡丹纹“福”款盖盒。

方形舷窗

致远舰模型

填补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明代沉

船遗址的空白

地理坐标：广东省汕头市南

澳海域

沉船时代：明代

发现时间：2007 年

中国考古学界最高质量获奖项目

地理坐标：浙江省舟山市象山县

小白礁海域

沉船时代：清代

发现时间：2008 年

开创了中国海域近现代沉舰水下考古的先河

地理坐标：丹东、大连、威海等海域

沉船时代：清代

发掘时间：2014 年起

这一艘满载着瓷器和梅园石从宁

波港始发的木质商贸运输船，下沉于

清代道光年间 (1821—1850)，埋藏在

约 24 米的幽深海底。

出水船载文物共计 1060 余件，沉

船出水船体构件的木材主要产自东南亚

一带。因其先进理念、科学方法、超前

保护意识和多

重安全保障等

被誉为“我国

水下考古的又

一创新之作”。 

中日甲午海战是世界进入

蒸汽机铁甲舰时代以后发生的

第一次大规模海战。此战对近

代中国、东亚乃至世界格局产

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无疑成

为中国近代以来最重大的历史

事件之一。

时间轮回两个甲子，自 2014 年起，中国水下考古学家对甲午海战北洋水

师沉舰连续展开系列水下考古调查，在丹东、大连、威海等海域先后发现并确

认了致远、经远和定远三艘北洋水师主力战舰残骸，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甲午沉舰水下考古系列调查工作是中国水下考古对研究近现代沉舰

及其重大历史事件的独特贡献。此

外，与甲午沉舰水下考古相关的展

览活化了历史场景，成为教育警示

国人的最好教材，对于增强中华民

族凝聚力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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