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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考古学: 西方兴起与学术东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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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 海洋人文研究在我国传统史学和考古学上长期缺失, 引发了对于环中国海海

洋人文历史认识的偏差。奠基于水下探索的海洋考古学作为海洋人文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包括沉船考古、海

港考古、海洋聚落考古等主要实践环节, 是过去半个世纪西方人文学术的一个部分, 近 30 年来西学东渐并于最近

10 年传入中国。环中国海海洋考古实践主要体现在沉船考古领域, 不但包括一系列古海岸淤陆中的沉船考古发现,

近年来从渤海湾到南海之滨的水下考古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收获, 国外海洋考古学者还在环中国海以外地区发现

了不少近古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远东航路沉船, 所有这些实践工作对于研究我们的海洋先民认识与开发海洋的

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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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绪论: 海洋人文研究在我国史学、考古学上的失落

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 (B. K. M ali2
novesk i ) 曾经告诉我们,“文化”是人类在满足生物性要求的

同时所创造的一个不同于自然环境的、新的、第二性的、派生

的环境, 即物质文化层面; 为使这个有形的文化“环境”得以

维持、延续, 就同时创造了文化规格, 即无形的组织和制度,

构成文化的社会、精神层面。[1 ] (P241) 从这个意义去理解, 海洋

文化就是人们在海洋活动中所创造的凌驾于海洋自然环境

之上的一个新的人文存在, 既包括船舶、港口、码头、栈桥、海

洋贸易物品、海上移民等有形的海洋物质文化“环境”, 还有

约束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与政策、体现海洋人文传统的

习俗与族群心理倾向等无形的海洋社会、精神文化层面。

我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大国, 费孝通先生曾将中国文

化的历史与现实精辟地概括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2 ]在这

个多元一体、复杂多样的内在结构中, 面向东南的海洋性文

化与面向内地的陆地性文化的共存无疑是中国古代和现实

人文关系中两个最基本的传统。但是, 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

是长江、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带的农耕文化, 从一路领先的史

前文化到绵延不断的王朝文明, 中国古代的正统人文无疑是

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面向内地的陆地性文化。即便近

年史学、考古学上大兴文明起源、发展多元的讨论, 但主要是

局限于农耕文化与正统王朝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多

元性、区域多样性的讨论。在我国的传统人文史学乃至考古

学的实践中, 在强调陆地性农耕文化与以黄河、长江两河流

域正统王朝的文明史研究为核心的传统史学上, 海洋人文被

长期忽视。

海洋人文研究从来就不是学术王国中的宠儿, 但我国老

一辈历史人文工作者中不乏先见者。林惠祥先生很早就注意

到东南沿海的早期古文化不同于华北, 并在 50 年代提出了

考古学文化区系“东南区”、“亚洲东南海洋地带”的理论, 强

调了东南沿海地区面向太平洋的海洋性文化与以华北内地

文化系统的差异。[3 ]近年, 杨国桢教授在分析我国历史人文

学研究的现状时也呼吁重视海洋人文研究, 他指出以往“海

洋因素很少被置于观察的视野之内”、“历史学界对于海洋缺

乏应有的热情”, 即便已经出现了不少对于海洋社会人文的

某些专题研究成果, 诸如海外交通史、海上贸易史、海外移民

与华人研究等, 但还未见站在将“海洋性”作为与以传统农业

为核心的“陆地性”并列存在、相互补强之社会人文史学的高

度, 将海洋社会人文史学、考古学作为一个新的学术整体去

建设、完善和发展。[4 ]建立在直接的海洋活动基础上、包括一

切面向海洋的东南海疆文化, 海洋人文研究是我国传统史

学、考古学上长期失落的一个学术领域。我认为, 海洋考古学

就是在这个视野下的考古学实践。

二、海洋考古学的学术范畴

由于对海洋考古学学术范畴在理论思维上的缺乏, 学界

对海洋考古及其相关的航海考古、沉船考古乃至水下考古技

术等领域相互关系的认识上也相当混乱。

在西方, 海洋考古学 (M arit im eöM arine A rchaeo logy) 被

视为调查、发掘和研究古代人类从事海洋活动之文化遗存的

考古学分支学科。这就是说, 海洋考古关注的是海洋文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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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一切遗存, 而不是海底埋藏的人类文化遗存。对此, 国外

考古学都有基本一致的认识。英国著名的海洋考古学者基思

·麦克洛利 (Keith. M uckelroy) 在《海洋考古学》一书中指

出:“海洋考古学就是人类在海上活动之物质文化遗存的科

学研究, ⋯⋯她涉及海洋文化的所有方面, 不仅仅意味者船

舶等航海技术的遗存。”“对作为海洋活动专门技术的船舶遗

存的研究, 只是海洋考古学的部分领域——航海考古学内

容。”[5 ]圣·麦格雷 (S. M cGrail) 在《海洋考古及民族志的几

个问题》一文中也说海洋考古的中心内容是“海洋文化”。[6 ]

西澳大利亚海洋博物馆馆长、东南亚与大洋洲海洋考古的开

创者吉米·格林 (Jerem y. Green) 在《海洋考古: 技术手册》这

样一本强调海洋考古技术的专著中, 虽主要针对海洋环境中

遗存的海洋文化, 但明确指出:“陆地上发现的古代沉船虽不

出于海洋环境, 也不属于水下考古, 但却无疑属于航海或海

洋考古学”。[7 ]所以, 海洋考古学区别于其它考古学分支的特

点在于其研究对象是海洋文化, 而不是海洋埋藏文化。

作为考古学上研究海洋文化的分支学科之一, 海洋考古

首先要调查、发掘古代人类海洋文化的遗存部分, 如古代船

舶遗存及其所体现的造船、行船技术, 港口与码头遗迹及其

所体现的航海文化、技术, 古外销物品、舶来品及其所体现的

海上文化交流等。人们的海洋活动是多方面的, 除了航海活

动外, 还包括沿海居民的其它海上活动; 由于海陆变迁等原

因, 人类的海洋文化遗存不仅发现于水下, 还见于陆上。因

此, 海洋考古学的学术领域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大海扬帆是海洋文化活动的基本形态, 也是面向海洋的

沿海地区一切海洋文化活动存在的前提, 因此航海考古是海

洋考古的核心领域。航海考古 (N au tical A rchaeo logy) , 顾名

思义就是人类历史上航海活动之遗存的调查与研究, 因此航

海考古不等于在海上考古。英国航海考古研究所出版的、迄

今在国际海洋考古学界最权威的学术杂志就取名《航海考古

与水下探索杂志》(T he In ternational Joural of N autical A r2
chaeo logy and U nderw ater Exp lo rat ion, 简称 IJNA )。人类航

海活动涉及的文化成果都属于航海考古的学术领域, 其中主

要的是船舶与海港, 构成了航海考古的两个主要方面。第一,

船舶考古 (Boat A rchaeo logy) , 就是调查、发掘、研究历史上

各类船舶实物及相关的遗存, 研究古代船舶形态、造船技术

及船货物质的海洋考古分支。船舶考古的核心是沉船考古

(Sh ipw reck &W reck A rchaeo logy) , 她的对象是考古发现的

古代沉船实物, 包括不同埋藏环境 (水下、淤积陆地等) 中的

沉船。沉船考古不但要研究沉船船体本身的遗存, 还通过对

船货、用具等遗存的调查研究, 探讨外销或舶来的物质文化

史、贸易史、经济史、船上社会等有关的领域。此外, 在中外考

古发现中都有不少古代船模和船舶图像资料, 她们不属于沉

船考古, 但对于复原研究古代船舶形态及造船技术发展史具

有同样的意义。第二, 海港考古的对象是古代港口、码头、锚

地等泊船设施及相关遗迹, 海港遗迹既存在于陆上, 也见于

水下。除了港口、码头等直接的泊船遗迹外, 由于港口的发展

而产生的一系列配套设施及附属的文化产品, 同样是海港考

古的有机组成部分。

除了与直接的海洋文化活动有关的船舶、海港遗迹等航

海考古内容外, 海洋考古还有更广阔的学术领域, 海洋性聚

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就是其中之一。应该说人类 (特别是早

期) 的聚落行为主要是大陆性的, 但沿海地区的海洋性的聚

落活动很早就开始发育了, 这些聚落活动的特点是沿海岸活

动, 靠海洋为生, 如沿海地区史前考古中常见的贝丘、沙丘遗

址应主要就是这种海洋性的聚落文化遗存。从理论上说, 这

些非直接海洋文化活动的海洋性聚落遗迹同样是海洋考古

学的工作对象。

从研究古代人文遗产的考古学二分体系来说, 海洋考古

学是考古学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支。而水下考古作为一个技术

领域, 是因文化遗存埋藏于水下这一特殊的环境而导致的一

系列技术性层面, 从严格的学术构成来说, 还不好说是考古

学的分支学科, 而只是考古技术上相对于陆地考古的一系列

特殊方面。从理论上讲, 海洋文化的遗迹和遗物埋藏于陆上

和水中两种不同的环境中, 因此海洋考古学的实践既需要水

下考古技术, 又离不开陆上考古中的一般方法与技术。

但在实践上, 海洋考古学与水下考古技术确实存在非常

特殊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 水下考古已成为海洋考古的

专门技术。这是因为: 第一, 海洋文化遗存主要埋藏在水下而

不是陆上, 特别是航海考古学上的沉船等主要遗存又大多埋

藏在海底, 因此水下考古专门技术对于海洋考古学来说具有

特殊的重要性。第二, 随着现代常规潜水技术的发明, 水下考

古技术也主要是应海洋考古、特别是海底沉船考古的需要而

产生的, 不断发展与进步的水下考古专门技术也主要是被运

用于海洋文化遗存的调查与发掘中, 只是后来才被运用到埋

藏于水下的大陆性文化遗迹的调查发掘中。从这个实践的层

面来说, 水下考古技术也基本上成为海洋考古学区别于其它

考古学专题的一个特点。正如吉米·格林所说的: 海洋考古

虽不是水下考古, 但讲到海洋考古技术时仍主要是针对海洋

埋藏环境而产生的一系列水下技术问题, 而且这些技术中的

许多方面无疑还有效于陆上环境埋藏的海洋文化遗存、特别

是淤陆中的古代沉船。[7 ]当然, 我们又不因此而将水下考古

技术完全等同于海洋考古学。因为, 将水下考古技术等同于

海洋人文研究取向的海洋考古学, 仅仅强调水下考古工作而

忽视海洋考古学的理论建设, 水下考古将失去理论上的支柱

而停留于水下工作的具体操作层面, 最终偏离学术海洋人文

发展史研究的主题。

三、海洋考古学在西方的发生与“西学东渐”

海洋考古学是一门产生、发展于西方的考古学分支学

科, 西方人从很早就开始对神秘的沉船文物产生兴趣, 并一

直试图对她们进行探索, 在这些探索活动中萌发了朴素的

“海洋考古”思想。但科学的海洋考古学产生的很晚, 甚至当

近代考古理论与方法在东、西方陆上考古中已经成熟发展的

20 世纪前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 由于潜水技术的限制, 考古

学者难于深入到海洋文化遗存的最大宝库——水下, 直接制

约了海洋考古学发现与学术研究的发生。

(一)海洋考古学在欧洲的萌芽

西方世界试图探索海洋文化的历史可追述到遥远的上

古, 古希腊人借助简单的空气袋在地中海的海底采绵时就发

现了不少沉船遗存, 此后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打捞”沉船的活

动, 意大利东南内米湖 (L ake N em i) 中传说的两艘罗马时代

沉船的打捞是这类活动的重要代表。1446 年, 建筑师阿伯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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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on Batt ista A lbert i) 试图对内米湖沉船进行打捞, 由于潜

水“设备”的简陋而失败了, 但却证实了沉船的存在; 此后的

1535 年德马基 (F. D em arch) 用简单的木制面罩潜到遗址上、

1827 年弗斯科尼 (A nnesio Fuscon i) 又使用木制潜水箱内装

8 个人, 试图捞起沉船均未成功; 直到本世纪初, 墨索里尼花

大力气才将内米湖水排干, 使得“沉船”完整地显露出来, 原

来是两艘罗马皇帝的水上别墅。象内米湖这类沉船打捞还远

不能算作海洋考古的范畴, 因为这些活动都不具有考古学的

目的与性质, 历代对内米湖沉船的打捞都是处于好奇或是为

了船内的金银财宝, 只是“玩古”的古器物学行为从陆上向水

下的延伸, 但这一连续的事件代表了西方世界对水中埋藏沉

船遗存的关注。

19 世纪中叶以后, 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核心、以探索人

类文化发展历程为宗旨的近代考古学方法在欧洲产生。西方

考古学的先驱一开始就重视海洋文化的探索, 也在不断地寻

找一种调查研究海洋文化遗产、特别是埋藏在海底的大量沉

船遗存的途径, 1832 年, 对近代考古学产生有重大影响的现

代地质学开创人利尔 (Charles L yell)在《地质学原理》一书中

指出, 海底长期堆积起来的人类文化遗存比欧洲大陆上任何

时代存在的遗存还要多; 1925 年, 考古学雷纳克 (So lomon

R einach ) 也叹到:“古代世界最丰富的博物馆坐落在地中海

的海底⋯⋯然而这家博物馆却还无法进入”。[8 ] (P362)但海洋考

古的早期实践只是西欧淤陆中的少量沉船。1863 年, 恩格哈

特 (C. Engelhart) 在丹麦的斯列斯威格 (Sch lesw ig) 沼泽地中

发现了 4 世纪的“尼达姆 (N ydam )”号沉船, 并按陆地考古的

方法进行了发掘和记录; 在丹麦的奥斯塔特 (A oatad) 和斯列

斯威格的沼泽地中, 还不断发现 9 世纪北欧海盗的维金船。

由于潜水技术的限制, 考古学者还是无法真正扣开通向海洋

考古宝库的大门。

(二)轻潜的发明与水下考古技术的探索

20 世纪初, 头带硬盔的原始管供重潜技术的发明为各种

水下探索、包括海洋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 潜水技术在沉船

等水下遗址的调查、打捞上得到初步的运用。1900 年, 在克里

特岛与希腊大陆之间的安提基希拉 (A ntik ithera )附近 60 米

深的海底发现了运载大理石和青铜雕像的中世纪沉船, 希腊

政府组织海军舰船进行打捞; 1907 年, 伦敦文物协会雇佣了

专业潜水员, 对肯特郡赫尔纳湾的一处含有罗马陶器的沉船

进行调查。潜水技术虽然运用于水下遗址的调查和打捞, 但

重潜技术并不适合包括水下考古在内的科学技术潜水活动,

上述打捞仍并不是专业的考古学者在水下的工作。

1940- 1950 年代, 法国海军组成了一个水下工作小组,

由库斯托 (Jacques Cousteau) 负责, 这个小组在 1944 年发明

了自携式水下呼吸器 (Selfish Contained U nderw ater B reath2
ing A pparatus, 简称 SCUBA ) , 即常规轻潜, 为包括考古学在

内的一切水下科学探索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在这期间库斯

托小组许多成员也被他们在潜水训练时常常耳濡目染的地

中海海底沉船的无限魅力所吸引, 他们的事业兴趣开始从军

事潜水转向了水下沉船。1952 年, 库斯托领导首次调查并“发

掘”了马赛附近大康格卢岛 (L e Grand Conglou) 海域的古希

腊时期贸易沉船; 该小组的另两名成员菲利普·泰莱芝

(Ph ilippe T ailliez) 和弗里德里克·杜马斯 (F rederic D um as)

也一直坚持在地中海海域寻找、“发掘”古代的沉船遗址, 其

中担任法国海军潜水学校校长的泰莱芝, 组织“发掘”了法国

德坦 (T itan ) 暗礁的一处公元前一世纪的沉船; 1959 年, 瑞

典国王动用 1200 名潜水员将 1628 年的沉没的“瓦萨”号战

舰打捞出水, 这项工作被看成迄今为止最为宏伟壮观的一次

沉船打捞。[9 ]但是, 所有这些都还不是考古学者在水下的工

作, 即使它们的技术已经与后来海洋考古学上所运用的技术

无太大的差别, 也不能否定它们的非考古学性质。正如麦克

洛利所指出的, 由于这些专业潜水员在考古学知识上的缺

乏, 他们的“考古”工作“水平之低几乎达到了令人难以接受

的程度”。[5 ]在大康格卢岛沉船的发掘中, 只有一堆库斯托感

兴趣的文物, 没有绘制出一张遗迹平面图, 就连该遗址是一

艘沉船还是两艘沉船, 至今仍争论不休; 泰莱芝对自己在德

坦的发掘也不满意, 他说:“虽然我们竭尽全力, 但我明白出

了好多差错⋯⋯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得到一位考古学家的帮

助, 他一定会非常精细地记录下每件东西的位置, 并通过亲

自勘察而从最细微的痕迹中获得更多的知识”。就是“瓦萨”

的打捞也有问题, 沉船出水前并没有作必要的测绘、记录, 许

多器物在出水后位置失落而无法复原。可见轻潜只是水下考

古技术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在轻潜技术发明的最初一、二

十年里并没有真正为考古学家所运用。当然, 这些工作为海

洋考古学家亲临水下积累了丰富的水下工作经验。

(三)海洋考古学在地中海的诞生和西欧的发展

当专业潜水员在沉船遗址上进行了多年的破坏性“考

古”工作之后, 轻潜技术终于在 1960 年被考古学家首次用于

海洋考古。这一年, 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年轻的考古学教授

乔治·巴斯 (Geo rge Bass)带领他的学生, 应邀对土耳其格里

多亚角 (Cape Gelidonya) 海域的古典时代沉船遗址进行调

查、发掘, 泰莱芝、杜马斯也参加了这项工作。[9 ]尽管当时的

一些发掘技术现在看来已显原始, 如将普通相机装在防水盆

中充当水下相机等, 但却是考古学家第一次亲自到水下作考

古工作, 开创性地在水下实践了考古学方法, 是一个里程碑,

标志着水下考古技术的诞生。

巴斯本人对古典时代考古感兴趣, 他和他的考古队此后

一直坚持在地中海从事海洋考古工作, 为地中海青铜时代海

洋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1961- 1964 年间, 他

们发掘了土耳其海域的拜占庭时期沉船亚细阿达 (Yassi

A da )第一遗址, 1967- 1969 年间, 他们又发掘了拜占庭时期

的亚细阿达第二遗址, 这次发掘中还发明或改进了许多新的

技术和设备, 如气袋装置 (A irbag)、手扇发掘法 (H and Fan2
ning)、立体摄影、水下电话间等。1967 年, 巴斯在主持了一个

类似水下考古技术的培训班, 来自 10 多个国家的 40 多位考

古学者共同发掘了塞浦露斯的卡伦尼亚 (Kyren ia ) 沉船遗

址, 参加这项发掘工作的考古学者后来都成了各自国家水下

考古工作的带头人。[10 ] 1973 年, 巴斯就职于德克萨斯A &M

大学, 在这里成立了航海考古研究所, 并出任所长, 兼任该大

学人类学系海洋考古专业主任, 拥有全美唯一的海洋考古硕

士点。1977 年起, 该研究所在土耳其的斯泽利曼 (Serge L i2
m an )地区的一艘 11 世纪的沉船进行发掘, 该船装载玻璃制

品, 俗称“玻璃沉船”。在理论方面, 巴斯于 1966 年出版了权

威的《水下考古》一书。[11 ] 1964 年, 英国成立了“航海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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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该学会编辑出版《国际航海考古与水下探索杂志 (前述

IJNA )》, 这是一份面向全世界的高水平的航海和水下考古

专业杂志。英国第一宗沉船考古是 1965 年对设得兰群岛外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雷夫德 (D e L iefde, 1711)”号的调查;

1967- 1971 年间, 著名女水下考古学家玛格丽特·鲁勒

(M argret R ule) 主持发掘了都铎王朝的著名战舰“玛丽·露

丝 (M ary Ro se )”号, 是英国沉船考古学史上有计划调查发

掘的成功一例, 考古学者查尔斯王子亲自担任这一工作的基

金会主席; 还有在黑斯廷斯 (H astings) 海域调查的荷兰东印

度公司“阿姆斯特丹”号, 以及分别发现于布拉斯基特海域和

拉卡达 (L acada) 海域的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圣玛利亚·罗莎

(San ta M ariade la Ro sa)”号、“希罗娜 (Girona )”号等。1973

年, 苏格兰成立英国第一个海洋考古研究所, 该所年轻的海

洋考古学家基思·麦克洛利于 1978 年出版了优秀的《海洋

考古学》一书。于此同时, 西欧低地淤陆地区的沉船发掘也有

不少收获。自从 1939 年发现了萨福克郡的萨顿·胡 (Su tton

Hoo)葬船以来, 埋有不少金银珍宝的皇室葬船一直吸引着人

们, 1965- 1967 年英国考古学家发掘了其中的一艘 6 世纪的

古船; 1970 年, 格林威治国家海洋博物馆对肯特郡格拉芬尼

沼泽地中的 9 世纪沉船作抢救性发掘。[5 ]

(四)海洋考古学的“西学东渐”

70 年代后期以来, 海洋考古学“西学东渐”, 其中巴斯的

学生英国考古学者吉米·格林 (Jerem y Green) 在澳洲、泰

国、菲律宾海域以及我国东南沿海的工作最具影响。格林原

是英国牛津大学艺术史与艺术考古实验室的研究人员, 参加

过 1967 年巴斯主持的卡伦尼亚沉船发掘。1973 年起, 西澳大

利亚海域发现了一系列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沉船, 格林出任西

澳博物馆任海洋考古部主任, 揭开了澳、亚地区海洋考古工

作的序幕。格林首先发掘了 1629 年沉没的“巴达维亚”号、

1656 年沉没的“费居德·德雷克 (V ergu lde D raeck )”号、

1727 年沉没的“泽维克 (Zeew ijk )”号等东印度公司沉船。[12 ]

1979- 1980 年间, 格林与泰国的考古学者联合发掘了泰国湾

东岸科拉德 (Ko K radat) 岛海域的一处明代沉船, 1982-

1985 年, 又联合调查发掘了泰国湾帕塔亚 (Pattaya) 海域的

古代沉船遗址, 以及科西昌 (Ko sichang ) 岛附近的两处有明

代“万历”纪年瓷器的沉船。菲律宾是环中国海重要的海洋邻

国, 古代沉船遗存埋藏丰富。1985 年, 菲律宾国家博物馆授权

著名的“环球第一”(W o rld W ide F irst’s ) 探险队 (简称

WW F ) 调查发掘了“皇家船长”(Royal Cap tian) 暗沙海域的

多处明清时期的沉船, 但这次工作主要属于捞宝性质。以历

史研究为目的的海洋考古工作兴起于 1988 年, 格林领导的

澳菲联合考古调查发掘了一处海洋沉船, 1992 年又开展对巴

屯 (Butuan) 岛沉船与造船技术的民族考古学调查研究, 标志

着海洋考古技术传入了埋藏大量古代沉船的环中国海邻国

海域, 迄今这里的沉船考古工作已经达到 20 多处。[13 ]

我国沉船考古长期未能全面开展的主要原因是海洋考

古技术的限制。文革时期, 老一辈考古学家就了解到巴斯在

地中海的沉船考古, 加之西沙考古的重要性, 曾试图发展海

洋考古技术, 夏鼐曾找当时的海军司令肖劲光协商西沙水下

文物的调查, 但最终未获成功。1981 年, 泉州海交馆邀请了福

建省体委军体处和航海俱乐部的潜水员, 在泉州湾的后渚港

水域进行水下沉船“调查”, 打捞到郑和船队的铁锚和民国时

期的沉船等物, 但收获不大。1983 年, 专事沉船捞宝的英国船

长米歇尔·哈彻 (M ichael H artcher) 在中国南海海域的斯特

霖威夫司令礁 (A dm iral Stelingw erf R eef) 打捞起一艘明末

清初的中国帆船, 获得 2. 5 万件中国外销瓷器。1985 年, 他又

在这附近的吉德亚多夹暗礁 (R eefs of Geldria’s D roogte) 海

域将 1752 年沉没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吉特摩森”(Gelder2
m alsen) 号商船打捞出来, 并于次年 4 月在荷兰首都阿姆斯

特丹拍卖中所获的 15 万件青花瓷器和 125 块金锭, 总价值

3700 万荷兰盾 (约合 2000 万美元)。1987 年 3 月成立了“国

家水下考古协调小组”, 同年成立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附属

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标志着我国水下考古的筹备阶段。1989

- 1990 年, 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澳大利亚阿得莱德 (A delaide)

大学东南亚陶瓷研究中心联合在青岛举办海洋考古专业人

员培训班, 并在福建连江定海沉船遗址进行调查、发掘, 格林

就是这一培训计划的指导教练, 我国第一批 11 名海洋考古

学者因此获得“国际水下联合会 (CM A S)”二星级潜水员证

书, 笔者也是其中一员。这个培训计划的完成标志着当代海

洋考古方法传入我国, 成为此后环中国海开展一系列古代沉

船考古的重要基础。

此外, 海洋考古技术也相继在日本海域得到了实践, 发

现了一批古代沉船遗址。1963 年, 日本考古学家聘请职业潜

水员在北海道北部的网走湖作水下调查, 但不能算水下考古

技术的出现; 1977 年, 考古学者开始在岛根和九州海域调查,

标志着日本的水下考古开始; 1975- 1980 年, 日本对北海道

江差港内的江户幕府海军战舰“开阳丸”号调查。京都教育大

学的小林庆雄教授是日本水下考古的奠基人, 著有《水中考

古学》一书。著名学者还有京都埋藏文化财研究所顾问、京都

艺术大学田边昭三教授, 他于 1985- 1987 年参加了叙利亚

的沉船考古发掘。至于韩国新安沉船的工作, 完全是职业潜

水员的打捞活动, 考古学者并没有深入水下。

四、环中国海沉船考古工作的进展

船舶是海洋文化的核心和载体, 是海洋社会经济文化在

其他领域得以发生、发展的基础。以我国东南沿海为中心的

环中国海海域是世界海洋文明发育的重要区域, 环中国海古

代沉船的调查、发掘是我国乃至东亚、东南亚各国海洋考古

工作者面临的共同课题。就现状而言, 环中国海沉船考古已

经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为这一地区海洋考古调查与发掘工

作的进一步开展和海洋社会经济文化史学术研究的深入奠

定了基础。

(一)中国沉船考古的历史与现状

西方成熟发展的海洋考古技术传入我国的 80 年代中期

以前, 在沿海地区淤积成陆的古海湾、古河道以及沿海地中

发现了一批古代沉船遗存, 成为环中国海洋考古发现与研究

的重要基础。这些工作有, 1956 年, 山东梁山县宋金河故道发

现一艘明代兵船; 同年, 考古工作者在江苏南京三汊河郑和

造船故址上发现了一件古船的舵杆遗存; 1958 年, 浙江温州

发现 4 艘东晋时期的独木舟; 同年, 江苏武进战国淹城遗址

的护城河中先后发现 3 艘独木舟。1960 年, 江苏省文物工作

队在江苏扬州施桥的河道疏浚工程中发现一艘唐宋时期的

木板船和独木舟。1972 年, 广东珠海三灶草堂湾浅水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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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清代沉没的缝合船。1973 年, 福建连江鳌江南岸的水田

中发现一艘西汉时期的独木舟; 同年, 南京博物院在江苏如

皋县蒲西马港河故道发现唐代前后的木板船; 浙江宁波河义

路唐代船厂遗址也发现一艘独木舟; 福建的考古工作者还在

泉州后渚宋元故港湾内发现、发掘出一艘宋元时期的大型远

洋木帆船。1974、1975 年, 广东及海南的考古工作者先后两次

组织了西沙文物普查, 在西沙群岛多处礁盘、沙滩上发现南

朝、隋唐、宋元、明清等不同历史时期的瓷器、铜钱币、铜器等

船货及船货的凝结物, 揭开了西沙历代沉船遗址的线索; 同

时, 东沙及南沙群岛也先后发现了类似的资料。1975 年, 广东

省揭西县金河乡竹排头溪发现一艘古代独木舟; 同年, 江苏

常州博物馆等在武进县万绥蒋家巷发现一艘大型汉代木船;

山东省博物馆等单位在山东省平度县泽河东岸发现一艘隋

代的双体木船; 河北省磁县文化馆也在该县南开河村修渠时

发现 6 艘元代的平底木船。1976 年, 广东省湛江地区博物馆

等在化州县石宁村鉴江东堤发现六艘东汉时期的独木舟; 同

年, 珠海平沙前锋村发现 3 艘古代沉船, 并发掘其中一艘清

代铁皮船。1978 年, 上海市博物馆在嘉定县杨湾的封滨河工

程中发现一艘宋代平底船, 在疏浚南汇县大治河工程中又发

现一艘宋代平底沙船; 同年, 浙江省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在发掘宁波东门口码头遗址时, 发现一艘宋元时期的大型远

洋木帆船; 天津市也在静海县元蒙口的淤陆中发现一艘宋代

木船。1979 年, 上海浦东川沙县川扬河发现并发掘出一艘唐

代木帆船。1982 年,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荣成县郭家村

的海相沉积中发现一艘汉唐期间的独木舟; 同年, 福建泉州

法石又发现一艘宋元时期的远洋木帆船。1984 年, 在山东省

蓬莱县古登州港海域淤泥中先后发现三艘古代木质沉船, 考

古工作者清理、发掘了其中的一艘元代战船。[14 ]这些古代沉

船使用了陆地考古的方法进行发掘, 它们的发现初步展示了

中国古代海洋社会经济与文化繁荣发展的历史, 并带动了造

船史、航海技术史、海交史等相关专题学术研究的开展。

八十年代后期以来, 随着西方海洋沉船考古专业技术的

引入, 古代沉船的考古发现进入了新的时期, 古代沉船的发

现由近海淤陆的偶然发现, 转向海底沉船的主动调查与发掘

阶段。1988 年, 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与广东省

博物馆等合作调查广东吴川县吴阳镇沙角漩清代沉船遗址。

1989 年, 与日本水中考古研究所联合调查了广东台山县以南

的川山岛海域宋元沉船 (即南海一号沉船)。1990 年, 中澳合

作海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在福建连江定海海域进行考古

实习, 调查试掘了白礁一号宋元沉船, 并发现了白礁二号明

末清初沉船以及尾仔屿等处的宋元沉船遗址; 同年, 调查发

现了海南岛文昌县宝陵港海域的明末清初沉船遗址。1991-

1997 年, 来自中国历史博物馆、广东省考古研究所、福建省博

物馆、厦门大学历史系等单位的海洋考古专业人员连续对辽

宁绥中大南埔三道岗海域的一艘金元时期沉船进行调查和

大规模发掘。1995 年, 中澳两国海洋考古学者再次合作对福

建定海白礁一号沉船遗址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发掘。

1996、1998 年, 与广东、海南的海洋考古学者合作先后对西沙

水下文物的两次调查, 发现并试掘了多处唐宋、元明以来的

沉船遗址。1999 年, 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等单

位先后调查发现了宁波宋代沉船遗址, 以及广东新会崖山元

初海战沉船遗址。2000 年, 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市考古队、厦

门大学历史系的海洋考古学者对福建连江定海白礁一号沉

船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 并进一步勘测白礁二号明代沉

船。[15 ]这些水下考古工作说明, 在环中国海的我国一侧古代

沉船的调查发现进入了新的阶段, 并标志我国的海洋考古学

的发现与研究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二)环中国海诸邻国的古代沉船发现史

自三、四十年代以来, 在环中国海的邻国上曾先后获得

一些海洋沉船的线索, 但海洋考古调查发掘主要是最近二十

多年的事。70 年代后期以来韩国、日本、菲律宾、越南、泰国、

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海洋沉船考古工作先后取得了不同程

度的收获。

1976 年, 韩国全罗南道新安海域道德岛附近海底发现一

艘满载瓷器的元代沉船, 韩国文化部文物局组织考古学者和

海军潜水兵于 1976- 1983 年间对该沉船进行连续大规模的

发掘, 打捞出水瓷器二万余件以及中国唐、宋、元各朝铜钱 26

吨。虽然在这处沉船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学者没有亲临水下,

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水下考古, 但其打捞出水的沉船文物在

学术上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 1992 年在韩国西南部的珍岛

海滩, 韩国光州木浦海洋文物保护所发现了一艘中国宋朝的

独木舟。[16 ]

日本沿海地区很早就曾先后发现一些古代沉船的线索,

如 1931 年在福冈县博多湾南岸淤陆中发现了宋代的沉船遗

物, 1940 年职业潜水员就在香川县香川郡直岛海域捞到宋元

时期的瓷器等沉船遗物, 1951 年濑户内海的渔民也在友岛北

面打捞到明代沉船上的贸易瓷器。1977 年, 考古学者还雇佣

职业潜水员对香川县小豆郡内海町东部的水子岩海域进行

水下调查, 发现有宋元时期沉船遗物。但比较正规的海洋考

古田野工作是 1980、1981 年进行的长崎县北松浦郡的鹰岛

海域海洋考古调查, 1994、1995 年再次调查发掘, 揭示了元军

东渡日本的战船沉址。[17 ]

在“千岛之国”菲律宾, 1985 年,“环球第一”探险队在菲

律宾国家博物馆的授权下调查并发掘了“皇家船长”暗沙海

域的古代沉船, 不但发现了 1773 年沉没于该海域的东印度

公司“皇家船长”号沉船 (该岛礁因此得名) , 还发现明代晚期

沉没于此的二号沉船; 同年, 该考古队还在苏禄海的民都乐

(M indanao) 岛外打捞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格里芬 (Griffin)”

号沉船。1988 年, 菲律宾国家博物馆与西澳大利亚海洋博物

馆合作, 调查发现了吕宋岛西博利瑙 (Bo linao )、圣安东尼奥

( San A nton io ) 和民都乐岛北维德 (V erde) 岛等海域的古代

沉船。 1991- 1994 年, 菲律宾的沉船考古集中在“圣迭戈”

(San D iego)号沉船上, 菲律宾国家博物馆与环球第一探险队

在艾夫 (E lf)公司的赞助下, 连续调查发掘了这艘 1600 年沉

没于吕宋岛西南好运岛海域的满载中国陶瓷的西班牙战舰。

1994 年, 菲律宾国家博物馆调查发掘了巴拉望岛南面潘达南

岛 (Pandanan Isl. )海域的明代沉船。[18 ]

1976 年, 潜水游客在泰国湾东海岸的帕塔亚 (Pattaya)

海域发现了包括一处元明前后的沉船。1977 年, 在科拉德岛

(Ko K radat) 海域又发现一艘明代沉船, 同年泰国与丹麦的

一个联合考古队对这两个沉船地点进行了考察。1979- 1980

年间, 西澳大利亚海洋博物馆与泰国国家美术部合作, 在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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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格林领导下对科拉德岛沉船连续进行两次发掘; 1982 年,

该考古队又对帕塔亚沉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同时又在该

沉船北面的西昌岛 (Ko Sichang) 海域发现了两处明代的沉

船遗址, 并于 1983- 1985 年间, 对科西昌一号沉船进行连续

发掘。1992 年, 一个打捞公司再次在暹罗湾中部发现一艘 16

世纪早期的瓷器商船。[19 ]越南沿岸海域古代沉船的调查发掘

开始于 90 年代。1990 年, 越南南部昆仑岛 (Con D ao)海域发

现 17 世纪的沉船瓷器, 随即越南国有打捞公司与新加坡考

古学者合作对该沉船进行连续两个年度的发掘。1991 年, 又

对发现于泰国湾东南岸柬越边境的富国 (Pha Q uoc) 岛海域

的一艘明初沉船进行发掘。[20 ]

印尼、马来海域也有丰富的古代沉船, 仅有文献可考的

明清以来沉船就有不少。1983—1985 年, 荷兰捞宝商米歇尔

·哈彻 (M ichael H artcher) 在我国南海南部靠近印尼一侧的

斯特霖威夫司令礁 (A dm iral Stelingw erf R eef) 海域先后打

捞一艘明末沉船和一艘清初沉没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吉特摩

森”(Gelderm alsen) 号沉船。1995 年以来, 马来西亚马六甲、

吉隆坡等博物馆又相继在马属南中国海海域发现并发掘 4

艘明代前期至中期的海洋贸易商船。[21 ]

(三)欧洲东印度公司来华商船发现史

70 年代以来, 在环中国海以外的海域连续发现了一批与

海洋中国有关的古代沉船, 特别是航行于中外之间的欧洲各

国东印度公司商船沉址。

1970 年, 在南非开普敦桌湾 (T ab le Bay) 海域发现一艘

十八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沉船“奈约伦 (N ieuw R hoon)”号,

1971 年的发掘发现船上运载大量产自我国闽粤沿海的青花

瓷器。[22 ]

1971 年, 在埃及沙姆沙伊赫 (Sharm el Sheikh)的红海海

域发现的十八世纪沉船中发现中国清代生产的瓷器, 1994 年

埃及航海考古研究所又在该沉船附近的沙德万岛 (Sadana

Isl)海域发掘出具有类似内涵的沉船。[23 ]

1975 年发现、并于 1983- 1985 年发掘的法国西部贝里

里 (Belle2lle Isl) 岛海域的 1746 年沉没的法国东印度公司

“康迪王子”(P rince de Conty)号沉船上也有很多中国明清瓷

器和茶叶。[24 ]

1976 年, 在南非西海岸的圣赫勒拿湾海域发掘的 1613

年沉没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威特利沃”(W itte L eeuw ) 号沉船

上, 发现了大量产自明末中国东南的青花瓷器。同年, 又在东

非海岸的法属巴萨斯- 印度礁 (Bassas da India) 海域发现了

沉船文物, 以此为线索 1987 年调查发现多处古代沉船, 其中

沉没于 1738 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苏塞克斯”(Sussex) 号沉

船上经发掘, 出水了许多清初雍正朝生产的中国瓷器。[25 ]

1976—1980 年, 在肯尼亚蒙巴萨 (M om basa) 港发掘的

1697 年沉没的葡萄牙战舰“圣安东尼奥—唐纳 (San to A nto2
nio de T anna)”号上, 发现了许多中国产的青花瓷器。[26 ]

1984- 1997 年, 在瑞典哥德堡市的艾尔夫堡海域发掘出

1745 年沉没的“哥德堡”(Go tebo rg)号沉船, 这是一艘多次航

行于中瑞之间的满载东方丝绸、陶瓷、茶叶的瑞典东印度公

司商船。[27 ]

1985 年, 在非洲西海岸加蓬共和国的洛佩斯角大西洋海

域, 艾夫- 加蓬石油公司发现了 1609 年沉没的荷兰东印度

公司“毛里求斯”( M aurit ius) 号商船, 1986 年发掘时也找到

了许多明代青花瓷器。[28 ]

此外, 有 1595 年沉没于美国旧金山德累克湾的“金雌

鹿”(Go lden H ind)号、1615 年沉没于毛里求斯海岸的“班达”

(Banda) 号、1630 年沉没于南非海岸的西班牙“圣孔卡罗”

(Sao Concalo)号、1641 年沉没于多米尼加的“理想”(Concep2
cion)号等沉船上也发现了中国船货瓷器。[29 ]

上述沉船考古收获与中国古代沉船考古与海洋人文学

术研究密切相关, 相信随着我国海洋考古事业的发展和学术

研究的深入, 一个以环中国海海洋文化圈为主题的海洋社会

经济与人文研究的热潮将会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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