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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年"南海1号"的考古试掘》是关于"南海I号"沉船的考古试掘报告。书中分章节，对"南海I号"的试
掘情况进行了全面介绍。对"南海I号"的打捞过程、工作历程、发掘情况、沉船保护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突出介绍了创新方法和成果。《2011年"南海1号"的考古试掘》是我国水下考古的重要成果，为今后
的工作提供了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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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本次试掘的首要工作任务即是摸清“南海I号”在沉箱内的船体态势，从而找到船首的
位置。如何确定“南海I号”的船首位置呢？当然要通过在发掘过程中了解到的各类信息综合考虑，凝
结物的分布、船货的种类和摆放位置以及土层状况等因素都可以作为船只整体分析的依据。但不可否
认的是，对于船首位置的判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仍然是发掘过程中表露出的局部船体结构现象。本
文将对本次试掘中搜寻船首的过程及各探方内表现出的船体结构现象进行简要的介绍，并根据目前掌
握的“南海I号”船体信息，对船首位置进行初步的判断。本文在展开过程中经常要涉及具体方位的表
述，因此有必要对发掘现场区域的整体规划和布局加以说明。沉箱内表面呈比较规整的长方形，因此
我们将沉箱内壁西南角作为坐标原点建立坐标系，南侧内壁设定为E轴（长约12米），西侧内壁设定
为N轴（长约33米），这样就可以将沉箱内全部区域在水平面上进行坐标定位，具体布方的时候再利
用全站仪进行精确定位和测量。例如距西侧和南侧内壁分别为1米的区域，我们将其记录为NIE1。需
要补充的是，“南海I号”沉箱在方向上是有一定偏斜的，但整体打捞后船体早已脱离其原有保存位置
，真正的方向对于发掘和研究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下文可能涉及的方向都是基于我们预设的坐标系而
言，并非真正的方向，这样的考虑仅仅出于表述和说明上的便捷。如果需要真正的方向描述，也仅需
根据罗盘测量稍加修正即可。

Page 5



《2011年“南海I号”的考古试尽�

编辑推荐

《2011年"南海1号"的考古试掘》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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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2011年8月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2011年“南海一号”的考古试掘》(以
下简称《试掘》)报告。根据国家文物局的规定,一处考古遗址必须经过发掘完毕、整体定性后才能申
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但是从1987年在阳江海域被发现；到2007年整体打捞出水并移入博物馆，
从2009年8月到9月的第一次考古试掘到2011年3月到5月的第二次考古试掘，“南海一号”俨然成了中
国乃至世界水下考古事业及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大明星”，有信心相信全面发掘后的“南海一号”
能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作为全面发掘前的局部试掘，手中的这本《试掘》亮点多多，值得
引起我们的关注。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本试掘报告和读后感想。曾经的海洋，是逝去的辉煌，海底沉
船，能够帮助我们复原中国的“大航海时代”。一个大胆的猜测，自宋元以来，中国沿海沉没了10万
艘船。考古界有“一船十墓”的说法，欧洲考古学者雷克纳也曾说过“古代世界最丰富的博物馆就坐
落在海底”。1985年，英国人哈彻在中国南海的商业打捞行为直接诱发了中国水下考古力量的降生与
发展。到目前为止，中外考古学者已发现与中国海洋历史相关的沉船200多处，1987年在广东阳江海域
发现的南宋初期（约1160年代）沉船后被命名为“南海一号”，也使今天我们能够窥见世界上第一个
海洋强国南宋的荣光。水下考古沉船研究中有一个“宋船现象”即在此之前，海洋丝路上的中国帆船
不过是百舸争流中的一部分，到了宋朝，丝路沿途发现的沉船几乎全是中国船，且大多船型巨大，技
术精良，如“南海一号”长约30米，排水量估计可达600吨，水密隔舱技术成熟，虽被海水浸泡了800
多年，木质仍坚硬如新。史料记载，南宋之前，与中国通商的国家和地区只有约20处，到南宋激增
至60个以上，航路范围也从南海、印度洋推广至波斯湾、地中海和东非。南宋高宗认“市舶之利最厚
”，孝宗的海洋政策显示不仅“饶税”，还规定凡“招诱舶货”的皆“补官有差”，影响海航贸易者
则降职处办。南宋还巨资改善增建了大量港口，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建立灯塔导航系统，形成了万里
海岸线全面开放的新格局。福建泉州九日山留下的大量南宋祈风石刻就是当时春夏之交和秋冬之际泉
州官员为中外商船向还神“通远王”祈求顺风而留下的记录。本次试掘从2011年3月26日至5月10日为
止共计46天，国家文物局批准试掘面积为8平方米，实际上10名队员共发掘6平方米，探方规格为：1
×1米，沉箱南北各3个。此次试掘采用了“水中探方发掘法”的概念，初步确认了船首和沉箱的相对
位置方向，了解到了木质船体在水晶宫保存状态的局部差异，奠定了全面发掘和文物保护的基础，推
动了公众考古学的发展，锻炼了一批水下考古队员。读后深刻体会到了《试掘》的三大特点：一是体
例不同，丰富了考古学专刊的类型；二是作者是一个团队中的所有参与者；三是体现了从实践到理论
的完整过程。由于试掘规模有限，出水遗存描述介绍部分集中在P47至P90，出水器物共计120件，瓷
器108件，石器、铁器、骨器各一件，铜钱9枚，有机物类标本橄榄核、果核各1件。由于“南海一号”
的沉船考古不存在传统田野考古的文化分期问题以景德镇、龙泉、德化瓷器为主体的船载遗物在年代
上应具备一定的同一性，但须把握铜钱等遗物的特性，如9枚铜钱正面钱文有“皇宋通宝”
（1039-1053）“政和通宝”（1111-1117）“元丰通宝”（1078-1085）“祥符元宝”（1008-1016），某
一部分遗物年代的确认对其他类船载遗物具有较大的参考性意义。试掘器物成果的介绍具有客观性的
特点，但是研究性不足，当然这归咎于时间不足，但是遗物图片及器物线图均从多角度全方位有所展
示，算得上是详略得当，避免了考古学专刊对于相关人士的“第二次发掘”，专业性又不失普及性，
不再是以前门外人看不懂，门内人看起来枯燥的考古学专刊。《试掘》主编是广东省文物考古研所的
馆员刘志远，也是本次试掘的领队，执笔的是《发掘工作的说明》（P01-P04）和《附录》(P135-P148)
两部分。由于水下考古的挑战性和危险性，所以水下考古队员之间的团队合作关系和安全至上的意识
更加深入人心，体现得更加明显。所有10位具体参加发掘的人员无一漏下地都参与了此《试掘》的编
写，成为名符其实的集体创作结晶，卜工执笔《背景资料的介绍》（P05-P19）《后记》（P149-P155
）、罗斌执笔《淤泥堆积的分析》（P39-P46）、余万勤执笔《试掘过程的回顾》（P19-P30）、黎飞
艳执笔《公众考古的理念》（P115-P124）、王志杰执笔《铝制探方的运用》（P31-P38）、许鹏《隔
仓板意义的启示》（P125-P134）、罗俊雄《出水器物的介绍》（P47-P90）、陈波执笔《船首位置的
研究》（P91-P104）、林唐欧执笔《水晶宫环境的现状》（P105-P114）随时不同工作单位，但由于对
“南海一号”水下考古对的热情及关注使他们成为了本次试掘团队中的一员。中国水下考古虽已走过
初创期，但是要迎接黄金期需要的是薪火相传，今天这样精英化的团队中水下考古历练机会对于个人
专业方面的的锻炼和成长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相信以后为了水下考古的需要他们又随时可以聚
集到一起。《试掘》可说的上是对水下考古思路及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一种创新和践行。从国外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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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打捞的产业到国内的水下考古事业，中国虽起步晚，期间面临资金和技术方面的障碍，但是“南海
一号”没有沦为只考虑经济效益的一枚棋子。区别于世界水下考古的惯例，在沉没地点淤泥覆盖、文
物（包括船体本身）保护难度大的特殊性下，要贯彻世界遗产保护公约的“完整性”“真实性”原则
，据迫使放弃传统的打捞方法。借鉴田野考古中的套箱法，提出整体打捞再进行室内处理的水下考古
的创新方法。而整体打捞从方案到实施都历经挑战，营造水晶宫的新环境须经得起考验，中国特色显
露无疑，核心技术的自主专利，世界性示范意义突出。边发掘边展示的同步，纪录片《南海一号》的
播出以及此《试掘》的出版都算得上是公众考古学的传播实践。《试掘》附录1为《“南海一号”沉
船第二次申请》，附录2为《“南海一号”沉船第二次试掘方案》，DVD光盘含有三个部分：以罗文
、邵天粤制作的8分钟水晶宫试掘工作的“片花”为主的录像资料；以试掘区规划图、探方分布图、
遗迹线图、为主的图纸资料；以发掘场景、文物照片、公众考古实践、现场文物保护、潜水内容为主
的照片资料，可算得上是尽善尽美，电子资料对于使用者的后续利用可算省事，也是区别于一般考古
学专刊的特点之一。中国不仅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面积，还管辖约300多万公里的海域，不得
不说中国人的海洋意识远远低于陆地意识，海上丝绸之路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曾经的东方“海上马车夫
们”失落的已久的历史宝藏，更是今天的我们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内心源动力，以“南海一号”为代
表的水下考古之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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