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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和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以及海南文
博单位共同设立的深海考古联合实验室，在我
国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度海域发现两处古
代沉船。在做好了充分准备以后，于 2023年 5
月20日启动考古工作。

辛礼学馆长告诉记者，目前的考古工作分为
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5月20日至6月10日，布
置考古基点，摸清现场情况，为后续方案的制定
提供依据；第二阶段从8月到9月；第三个阶段在
2024年3月至4月，两个阶段分别需要大约20天
的时间。三个阶段将分别进行 15次左右的潜
次，总共近50次潜次，对地貌、水文、沉船分布等
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同时提取部分文物上岸。

在西北陆坡一号沉船中，考古人员发现了
超过 10万件文物，其中大多是瓷器。辛礼学介
绍，就目前提取的瓷器而言，大多产自景德镇，
也有部分龙泉窑瓷器。

而西北陆坡二号沉船中，则发现了大量保
存情况较好的原木和少量瓷器。考古人员认
为，这些原木可能来自东南亚地区。

辛礼学解释，古代中国从东南亚进口的普
遍是珍贵的硬木，例如紫檀、柿木等等，用来制
作家具等物品。“普通的木头在海里这么多年，
大多会腐朽。但这一次在二号沉船发现的原木
保存完好，是因为硬木质地坚硬，抗腐蚀性好。”
考古人员目前已经提取了一小截原木进行鉴
定。原木究竟是何种树木，又是从何处而来，相
信不久就能得到答案。

“考古有补史、证史的作用，历史的记载是
少数，通过考古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到古代生产、
生活、社会等各方面的情况。”辛礼学说。明代
洪武年间，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朱元
璋下令实施海禁政策。自此，明代的海禁制度
或松或紧，直到 1567年才被废除。虽然明朝政

府明确下达了禁海令，但是海外贸易却屡禁不
止。正德年间始行的抽分制，使明朝政府在海
外贸易中有了真正的税收。这一次西北陆坡两
艘沉船的发现，就为学者研究明代海上丝绸之
路的贸易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资料。

“这两艘沉船的时间相距不远，从出水文物
来看，一号沉船是明中期正德年间，二号沉船是
弘治年间。其中，一号沉船中还有很多高级别、
非常珍贵的瓷器。为何在官方明确禁止的情况
下，还会有如此大规模的货船？这两艘沉船究
竟是何性质？这些，都要依据后续的考古发掘
成果进行判断。”

在本次考古调查发掘工作中，考古人员乘
坐的“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无疑是最受人瞩
目的焦点之一。辛礼学说，中国科学院深海科
学与工程研究所拥有万米级载人潜水器“奋斗
者”号和4500米级的“深海勇士”号，在全世界范
围内都是非常先进的设备。

辛礼学介绍，我国的水下考古工作从 20世
纪80年代开始，前期主要是在沿海、岛礁等范围
内开展，水深都在30米以内。“30米深的海域是
很小的一部分。以南海为例，南海的平均深度
在 1212米。按照 30米深的海域来算，90%以上
的海域我们是不能了解的。所以这一次深海考
古工作的开展，在我国深海考古工作中具有划
时代的意义。”辛礼学说。

（据《华西都市报》刘可欣）

我国深海首次发现古代沉船

一号沉船提取瓷器多来自景德镇

近日，重庆市江北区北滨路一工地新发现
一座千年汉代崖墓。经发掘清理出土文物56件
（套），时代初步判断为东汉时期。

据介绍，4月中旬，江北区北滨路一工地在
施工过程中，意外发现一古墓，当地立即采取临
时性保护措施，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第一时
间派考古工作队对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

“这座古墓没有被盗扰过，在崖墓考古中较
为罕见，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该
项目现场负责人，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
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馆员汪伟说，由于古墓尚
未命名，所以该墓葬用代号“M1”体现。

据介绍，“M1”初步判断为东汉时期的崖墓，
由带排水墓道、封门、甬道及墓室组成。目前墓
葬共出土铁剑、釜、铜豆、盆、鐎斗、陶案、耳杯、
鐘、仓、钵、侍俑、动物俑等随葬品56件（套）。

汪伟透露，古墓中出土的铁剑、釜等文物，
保存完好。更令考古人员欣喜的是，该墓葬内
的信息未被破坏，如随葬文物的数量、摆位等信
息，都比较完整。考古人员还在古墓中的汉砖
上发现“陶”“春”等字样的文字信息，这些发现
对于汉代巴郡郡治北府城地理、丧葬礼俗、古代
崖墓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汪伟说，本次发掘成果与出土的文物，将

为考古学界对汉代艺术品的认识提供资料参
考。接下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还将对本
次崖墓出土的文物进行修复和系统研究，希望
通过系列研究，获取更多资料，取得新的突破
和进展。 据《湛江晚报》

重庆新发现千年汉代崖墓
出土文物56件（套）

5月21日，国家文物局、海南省人民

政府等单位在三亚发布我国深海考古工

作最近取得的重大进展。于2022年10

月发现、位于我国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

米深度海域的两处古代沉船保存相对完

好，文物数量巨大，时代比较明确，具有

重要的历史、科学及艺术价值，对研究中

国海洋史、陶瓷史、海外贸易史、海上丝

绸之路等，具有突破性的贡献。

近日，作为本次考古发掘和文物保

护调查工作三家实施单位之一的中国

（海南）南海博物馆馆长辛礼学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透露，这是我国首次在深海考

古领域获得如此大的进展。同时，此次

考古发掘工作在科技运用的突破上，也

具有划时代意义。中国深海考古即将开

启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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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海禁制度下的大型货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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