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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杯屿水下考古：
重现元代海丝盛景

圣杯屿，地处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
雷半岛东南海域、菜屿航道西南侧，距大陆最
近点约 630 米。菜屿航道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要道，直到今天依然是船只南来北往的重要通
道之一。但是，这一带海域暗礁丛生、潮汐变幻
莫测，是海难事故多发区。

2010 年 10 月，第 13 号台风“鲇鱼”在古雷
半岛附近海域登陆，附近渔民的养殖箱沉入海
底，渔民雇请的潜水员在打捞养殖箱时发现了
零星瓷器。文物部门很快追查到了沉船位置在
圣杯屿附近海域，即通报当地相关部门，安排
专人守护。

这艘沉睡了数百年的古沉船究竟是什么样
子？它从何处来，往何处去？沉船里有何宝贝？它
因何沉没？为了探明这些被波涛“掩埋”的历史，
国家水下考古队联合福建省、漳州市自 2014年
起先后三次对圣杯屿水下沉船开展调查。

2014 年 10 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福建博
物院组织开展漳州海域水下考古调查，首次发
现确认了沉船的位置。2016 年 8 月，再度进行
水下考古专项调查，扩大了调查面积，约 1600
平方米。2021 年，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
对沉船进行重点调查和试掘，明确了遗址范
围、保存状况、性质，以及船体埋藏状况等。

2022 年 4 月，国家文物局印发了《“十四
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圣杯屿沉船考古发
掘”被列为水下考古重点项目之一。经国家文
物局批准，2022—2023 年，国家文物局考古研
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和漳州市文化和旅
游局对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开展联合水下考
古发掘。

“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发掘采用新方法、
新技术，例如水下考古实时定位和监测系统、
精细化水下考古发掘设备、水下全景三维摄影
拼接技术的应用。”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水下考
古所副所长、圣杯屿沉船发掘项目副领队陈浩
介绍说。

考古发现表明，圣杯屿沉船船体残长约
16.95 米，最宽处保存约 4.5 米，残存 9 道隔舱
板和 10 个船舱，发现桅座、龙骨板、龙骨补强
材以及舭龙骨等船体构件。共发掘出水文物约
1.7 万多件，主要为龙泉青瓷，此外还有陶罐、
铅锤、印章等与船上生活、航海相关文物。

“圣杯屿沉船是目前出水龙泉青瓷最多
的一条船，数量多，类型丰富，器型以碗、盘、
碟、盏为主，少量缽、香炉、龙纹大盘、双鱼洗
和高足杯等，其中不乏精品，具有很高的研究
价值。经专家鉴定，其年代为元代晚期，为典
型的外销贸易瓷。结合温州朔门古港的考古
发现，推测该沉船可能是从温州港出海，一路
南下经过福建沿海，进入圣杯屿水域前往东
南亚的民间贸易商船。”参加考古发掘工作的
研究人员说。

随后，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全部出水文物
安全运达漳州市博物馆，发掘项目野外工作全
部结束。2023 年，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水
下考古发掘工作圆满收官。作为《水下考古工
作规程》重点试行案例，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
水下考古逐步探索出适合我国低能见度下水
下考古精细化、科学化发掘的技术和方法。

“圣杯屿沉船遗址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保
存较好的元代沉船，遗址水深约 30 米，主体区
域保存有木质船体和成摞摆放的船货堆积，范
围大约有 300 平方米。”在陈浩看来，圣杯屿沉
船重现了元代晚期龙泉青瓷外销和海上丝绸
之路的繁荣景象，是近年来我国海上丝绸之路
考古的重要成果之一，对探索海上丝绸之路，
深入研究海外交通史、陶瓷贸易史、造船技术
史等提供了大量的科学依据和实物资料。

“中国考古01号”：
护航海坛海峡水下考古

今夏的一个周末，平潭海坛海峡海域，蓝
天如洗。我国第一艘自主研发、设计和建造的
水下考古专用船“中国考古 01 号”像一条巨大
的白鲸静静停泊在作业海域。

乘坐接驳船在海上航行了约 25 分钟后，
记者登上这艘长约 60米、宽逾 10米的“中国考
古 01号”船。

“‘中国考古01号’首航标志着我国水下考古
专业设备装备水平迈入了国际先进行列，装备十
分先进，性能一流，是实打实的‘实力派’。”作为“中
国考古01号”的老伙伴，船长卢文龙自豪地说。

据介绍，在过去，我国水下考古工作中没有
专用船舶，多以租用渔船或其他货船代替。考古
工作效率低、队员生活条件差。“中国考古 01号”
船舱共有 3层，除了配齐专业设备，还有休息室、
厨房、卫生间等，具备五个平台（水下考古作业平
台、潜水安全应急平台、出水文物现场保护平台、
海上作业人员休整平台、后勤保障平台）的功
能，成了考古队员名副其实的“海上家园”。

“虽然‘中国考古 01 号’是一艘专业的水
下考古船，但是它并不会潜入海底，而是停泊
在考古地所在海域，为水下考古人员提供专
业、科学、周到的工作和生活保障。”卢文龙解
释说，与其他普通船只相比，考古船最大的差
别在于它配备了专供考古工作所需的多种设
备和专门舱室，包括仪器设备间、出水文物保
护实验室、海洋探测室、减压舱、A 字架、折臂
吊、工作艇等，能承担水下文化遗产调查、发
掘，出水文物现场保护、展示宣传、公众教育等
多种功能。

在“中国考古 01 号”的主甲板上，距离潜
水梯不远处，有一个白色大箱子格外显眼。打
开箱门，里面是个硕大的减压舱和纵横交错的
管路。“当考古人员从大深度海底快速上浮出
水后，需要先进入这个减压舱，帮助其缓解水
下压力造成的身体不适，保障安全。”船员介绍
说，船上还有一个特别的船舱，即空气隔离舱。

“深海中的文物长年与空气隔绝。为了更好地
保护和存放它们，船上专门设置了空气隔离
舱，维持出水文物现状稳定。”

“中国考古 01 号”配备的折臂吊和 A 字
架，可以吊起考古队员在水下采集的体积较
大、较重的物品，折臂吊还可以伸出船外，以避
免文物与船体碰撞。

考古队员采集出水文物后，如何开展应急
保护？“中国考古 01 号”的出水文物保护实验
室就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这个实验室内，考古
队员可以对出水文物进行浸泡、脱盐等现场初
步保护处理。

作为中国第一艘水下考古专用船，“中国考
古 01号”船在平潭参与了 2023年度福建海坛海
峡海域水下考古区域调查，为我省水下考古工
作提供专业保障，包括技术支持、文物保护等。

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羊泽林说：“海
坛海峡海域的水下考古工作始于 2005 年碗礁
一号沉船发掘，2007年开展了大练岛沉船发掘
工作。之后，在国家文物局和福建省文物局的
支持和指导下，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在
海坛海峡连续开展了一系列水下文化遗产调
查工作，对海坛海峡北部海域开展物探调查和
潜水探摸。这次，在梳理既往考古工作成果的
基础上，通过水陆结合的考古方式，我们将对
海坛海峡海域水下文化遗产展开全覆盖式调
查，全面、系统记录区域内水陆遗迹、遗物，构建
海坛海峡海域水下文化遗产数字化系统，重建
调查区域内水陆文化遗产的时空关系，为今后
的保护、研究、管理等一系列工作提供依据。”

截至目前，海坛海峡海域范围内已确认 11
处水下文化遗存，年代从五代时期延续至清代，
遗存数量多、分布集中、时代序列完整，且内涵丰

富，成为福建海上丝路繁华的重要实物见证。

水下考古的特殊作业

“如果说陆地考古是用探铲一层一层发掘
历史，那么水下考古就是在幽暗的水底通过考
古队员一寸一寸地摸索，解码‘沉没的历史’。”福
建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永平说，陆地考古主要
通过人工调查和考古钻探的方式获得地表或地
下文化遗存，而水下考古调查是以海洋探测和
潜水技术为支撑，在水底进行考古作业。由于古
代沉船大多沉没在环境恶劣、礁石密布的地方，
水下能见度差，水质、水温、水压、水下光学和声
学等因素对考古队员都是非常严峻的挑战。

水下考古先要进行陆地调查，寻找水下古
船相关遗物线索；进行水下探测调查，确定水下
遗址位置及海底地貌；进行水下重点调查，对遗
址分布范围、价值进行认定。之后才能展开水下
发掘，对遗址进行科学发掘与全面揭露，这其中
包括清理、编号、测绘、摄影、摄像、提取、运送、固
定等环节。出水文物因为脱离了海洋环境，要对
其进行及时保护，这又涉及一整套技术。

水下探测的原理与物探、遥感相同，都是
采用各种电子遥感探测仪器，利用考古遗存与
周围环境的物理性质差异的特点，搜寻古代各
类遗址、遗物群。在获得普查信息后，再根据实
际情况派出水下考古队员潜水到达水底，进行
遗迹测量、摄影、记录、发掘、清理、打捞等工作。

在文物的提取方面，水下考古作业有其自
身的特点。水底沉积一般较疏松，通常不用手
铲，某些重要区域可用手轻微煽动。发掘提取
的方法有好几种，一种是先用水下抽沙装置的
吸引力和喷射力将覆盖在文物上面的泥沙清
理，再对文物进行测绘、拍照，最后提取出水；
另一种方法是对于腐蚀严重、稍一接触即成粉
末状的水下文物，在测量绘图后，最好的办法
是先在水下运用特殊材料和技术将文物整体
加固，之后再整体打捞出水。

无论使用哪种办法，发掘时应尽量保持文
物上附着的氧化层，因为这些氧化层是文物的
保护层，留待以后陆地工作时再清除复原。

水下考古发掘基本上“靠天吃饭”，得根据
天气、洋流、深度、水温、海底能见度等来决定
能否下水作业。

“由于水下环境复杂多变，考古队员须利
用涨退潮之间的平潮期，下潜到遗址点进行考
古作业，因此每天的海底作业时间很有限，这
就需要水下考古队员争分夺秒。”陈浩告诉记
者，“在海底人的反应要比在陆地上迟钝许多，
队员们需要在一次下潜的短短半小时内进行
清理、编号、测绘、摄影、摄像和物件提取等工
作，作业难度很大。”

气瓶、水下呼吸器、背板、压铅带、蛙鞋……
出发前，考古队员必须逐一检查测试设备。下水
时，队员们还必须观察水流方向和速度，一般情
况下，两个队员一组同时下水。他们沿着入水
绳下潜，到达海底再将导向绳绑在砣点上。在
漆黑冰冷的水下，导向绳如同人行道上的“盲
道”，考古队员扶着绳子行动，若脱离了导向
绳，可能会陷入危险。

受气瓶容量和潜水时间所限，考古队员通
常每次在水下只能停留半小时，时间一到必须
马上出水。水下作业对人的体能消耗非常大，加
上整套潜水设备少则 50公斤，多的有 80公斤以
上，因此每次出水上船，都需要两名队员协助。

福建的古沉船发掘史，也是中国水下考古
史的缩影。

福建省文旅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福
建博物院院长傅柒生对记者说，几十年来，福
建长期持续开展沿海水下考古调查，经过对平
潭、漳州、福州、泉州等重点海域的系列考古专
题调查，目前已确认沉船和遗物点近 50 处。自
1987 年中国建立水下考古学以来，福建积累
了丰富的实践和研究经验，被业界誉为我国水
下考古专业人才培养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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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队员下水瞬间考古队员下水瞬间。。

水下考古发掘的精美文物水下考古发掘的精美文物

沉睡七百年，一朝惊天
下。从历史中走来的圣杯屿
元代沉船，揭开了我省广袤
海域水下文化遗存的“冰山
一角”。

我省是古代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起点，历史悠久的
海洋文明遗留下数量众多、
类型丰富、价值巨大的文化
遗产。对水下考古业界专家
学者来说，这些海底宝藏承
载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密码。

史料记载，早在汉代，福
建就已开始与海外交通、贸
易往来。经福建通往海外的
航线众多，辐射辽阔，是向海
开放的前沿。“福船”更是历
史上木质远洋船舶中的佼佼
者，为海洋贸易作出了重要
贡献。但由于福建海岸线曲
折，岛礁众多，加之海上台风
多发、季风变幻，多处航段艰
险难行，沉船不在少数。

世有遗珠，藏之沧海。中
国水下考古诞生之初，就将
福 建 海 域 作 为 水 下 工 作 重
点。经过水下考古工作者的
不懈努力，在我省海域开展
的一系列水下文物普查、水
下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取
得了许多重要的水下考古发
现及研究成果。

目前，我省沿海海域已
确认的水下文化遗存 50 多
处，具有年代序列完整、类型
及埋藏环境多样、出水文物
内涵丰富等特点。这些水下
考古工作成果，不仅再现了
我省先民以楫为马、穿洋越
海、向海开放的繁盛景象，成
为研究、复原我省古代海上
丝绸之路贸易往来与文化交
流历史面貌的十分珍贵的实
物见证，而且对深入探索和
充分理解我省古代造船史、
海外交通史、航线航路、陶瓷
贸易史以及船员生活、对外
交流等具有重要科学依据和
实物价值。

解
码
﹃
沉
没
的
历
史
﹄

□
本
报
记
者

郭
斌

水下考古发现的文物水下考古发现的文物

““中国考古中国考古 0101号号””船舷吊挂的小艇船舷吊挂的小艇

““中国考古中国考古 0101号号””船上的减压舱船上的减压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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