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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新华社上海3月2日电 我国水下
考古发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
整、船载文物数量巨大的木质沉船
——“长江口二号”古船，2 日正式开
始打捞。“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与文
物保护工作同时启动。

“长江口二号”古船是一艘清同
治年间的贸易商船。目前，它正沉睡
于上海崇明横沙岛东北部横沙浅滩
水 下 ，古 船 船 体 埋 藏 于 海 床 下 5.5
米。考古调查显示，这艘清代古船船
长约 38.5 米、中部最宽约 7.8 米，已探
明有31个舱室，其中载有景德镇窑瓷
器等精美文物。

上海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口岸
之一，近代伊始更是迅速崛起为远近
闻名的国际都会和世界大港。集全
国水下考古精兵强将之力，历经10余
年漫长时间水下探寻、考古发掘与妥
善守护，“长江口二号”古船预计今年
年底“破浪而出”。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

局局长李群表示，新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即
将施行，“长江口二号”是迄今为止国
内外规模最大的古船考古与文物保
护项目，也是世界首个古船考古发
掘、整体迁移、文物保护与博物馆建
设同步实施的考古和文物保护项目，
它标志着我国水下考古取得重大突
破，为世界水下考古贡献中国技术、
中国经验、中国方案。

这是时隔十几年后，我国再次展
开大型水下考古行动打捞木质古沉
船并展开相关文物保护工作。此前，
宋代古船“南海一号”于 2007 年整体
打捞出水，轰动世界。

“‘长江口二号’古船是近代上海
作为东亚乃至世界贸易和航运中心
和‘ 一 带 一 路 ’重 要 节 点 的 实 物 见
证。‘长江口二号’水下考古大发现，
为我们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
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
场景。”上海市文物局局长方世忠说。

据悉，上海将采用前所未有的创
新方案——“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
打捞技术”来打捞这艘木质古帆船。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认为，这一
目前全球最为领先的高科技水下考
古方案，真正实现了文物保护与科技
创新融合发展，为努力建设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贡献
范例。

据悉，打捞“长江口二号”古船的
水下考古行动有望在 2022 年完成。

古船一旦打捞出水，就会被迅速提升
到一艘特制的打捞工程船上，嵌入其
敞开的船舱内部。

随后，这艘工程船将“怀抱”“长
江口二号”古船驶往位于上海杨浦滨
江的上海船厂旧址 1 号船坞。未来，
同样修建于清代同治年间的老船坞
将华丽变身为沉船考古基地和古船
博物馆，考古人员将在这里逐步揭开
这艘古船的诸多身世之谜。

记者 孙丽萍

悬念一：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2019 年，克服重重困难，水下考
古小组在“长江口二号”古船周边找到
了其断裂的桅杆，长度逾9米，质地极
其坚硬。潜水员努力从桅杆上切下一
小片样本，经过分析，发现是产自东南
亚的优质婆罗双木。

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
翟杨认为，这意味着“长江口二号”古
船既有可能是在东南亚建造，也有可
能是全球采购材料在国内打造。那么
问题来了，这艘清代商船究竟是从哪
里来，又要驶向何方？

悬念二：倾覆的原因，是超
载还是遇险？

水下考古队员发现，“长江口二
号”古船在水下的姿态是向左倾斜的，
船尾略微下沉。

难能可贵的是，“长江口二号”古
船的船身仍然保持完整。那么什么是
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恶劣天
气，还是超载的货物？

悬念三：“消失”的沙船能否
“返航”？

通过水下考古的前期探摸，考古

工作者认为，“长江口二号”古船很可
能是一艘沙船。

沙船是一种平底浅船，适宜长江
航运。1990年，上海市以沙船的形象
设计了市标。由此可见，沙船对“以水
而兴”的上海意义非凡。

如今已经罕为人知的沙船，在上
海开埠时期曾是黄浦江上繁忙航运贸
易的主力。鼎盛时期，曾有数千艘沙
船穿梭于黄浦江上，但目前已没有任
何实体沙船存世。人们期待，此次打
捞可以让“消失”的沙船“返航”。

悬念四：到底姓甚名谁？

2015 年，它拥有了一个考古编
号：“长江口二号”，多年来，打捞和考
古人员虽然进行了大量探摸，但时至
今日，仍没有发现它的名字。

对于沉船考古而言，找到船名，至
关重要。考古专家们非常期待“长江口
二号”出水后，能从船身上找到与其“姓
名”直接相关的信息，解开其身世之谜。

悬念五：装了多少文物？价
值几何？

2016 年，水下打捞员对被厚厚泥
沙包裹的“长江口二号”古船实行了小
规模的抽沙作业，结果一无所获。正

当水下考古陷入困境之时，潜水员突
然摸到一件精美瓷器。以此为突破
口，水下考古队一鼓作气，完成了全面
探摸，最终发现船上有 31 个货舱，几
乎都是满载状态。

截至目前，考古工作者已从“长江
口二号”古船内外提取出水 439 件瓷
器。此外，还有紫砂器、墨书“时泰”木
桶等物品。据统计，已经打开的 4 个
舱室，每个舱室瓷器装载量估计在
8000件左右，由此判断“长江口二号”
古船应装载有数量庞大的文物，具有
极其重要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悬念六：一艘清代沉船周
围，为什么还发现了越南和元代
瓷器？

在“长江口二号”古船周围，考古
人员还发现了散落的越南瓷器，甚至
还有一些保存较好的元代瓷器。

越南瓷器是船员使用的物品还是
船上的货物？一艘清代沉船四周，为
什么会有元代瓷器？是船上乘客的收
藏还是另有出处？

悬念七：生活舱浓缩的是谁
的生活？

“长江口二号”的文物价值，并不

仅限于船上装载的货物，沉船本身的
文物价值就难以估量。专家解读，“长
江口二号”古船保存完整、船载丰富，
对中国乃至世界的造船史、科技史、经
济史、海洋交往、陶瓷制造等领域研究
具有重大价值。

与此同时，从水下考古经验来看，
沉船的生活舱浓缩了当时的整个时代
背景，那么，“长江口二号”的生活舱又
将显示谁的信息？

悬念八：还会有“长江口三
号”“长江口四号”吗？

上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
口岸之一，近代更是迅速崛起成为国
际都会和世界大港。而上海所处的长
江口，处于长江黄金水道的入海口和
我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点。在这繁忙
的航线上和复杂的水域里，埋藏有诸
多水下遗珍。

2010年，在国家文物局整体部署
下，上海启动水下文化遗产普查，发现
长江口水域近 150 条水下文物线索。
上海市文物局负责人表示，在“长江口
二号”古船打捞出水之后，上海水下考
古队伍将继续搜寻更多富有价值的水
下文物。

新华社记者 孙丽萍

海底捞“珍”
——“长江口二号”古船正式开始打捞

八大悬念 ——“长江口二号”古船那些我们还不知道的事

国家文物局、上海市政府 2 日联合宣布，我国规模最大的古沉船整体打捞与保护工
程——“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项目正式启动。

“长江口二号”古船有望于今年内完成打捞、浮出水面，但围绕这艘沉船的考古工作
还将持续多年。专家指出，目前“长江口二号”古船在水底被厚厚的泥沙包裹，前期探摸
所获得的线索非常有限。经过 6 年多水下考古探摸，初步确认其年代为清同治年间（公
元1862-1875年）。对于这艘与上海开埠几乎同龄的古船，至少有八大悬念待解。

33月月22日日，“，“长江口二长江口二
号号””古船打捞启动仪式在古船打捞启动仪式在
上海外高桥码头举行上海外高桥码头举行。。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任珑摄任珑摄

“长江口二号”古船部分出水文物（资
料照片）。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