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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海湾沉船考古是我国水下考古事业初创

期的一项重要工作，训练了我国最早的两批水

下考古专业人员，为我国水下考古事业培养了

一批中坚力量，是中国水下考古的摇篮。赵嘉

斌、吴春明主编的《福建连江定海湾沉船考古》
是一本大 16 开本 466 页的大部头考古报告，由

科学出版社 2011 年 5 月出版，以定海湾沉船考

古发现为基础，重建闽江口海洋经济人文的发

展进程，是区域海洋社会经济史的一项重要的

新发现。该书的编写、出版完成了我国几代水

下考古工作者的夙愿，将成为我国今后水下考

古研究报告编写的重要标尺，更为东南沿海古

外销陶瓷史、中外关系史、海洋交通史、福州港

史等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福建连江定海湾地处闽江口与敖江口交汇

处，扼守由闽江口东北进出福州港海上门户，古

今航运繁忙。由于该海域特殊的海陆地理与岛

礁形势、气候与海水状况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导

致沉船事故频发，定海湾及周边海域海底埋藏

有不少古代沉船。定海湾沉船考古是我国水下

考古事业初创期的一项重要工作。1990 年 2 ～
5 月，中澳合作的“海洋考古学培训项目”( 即我

国第一届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 选择在定

海湾进行水下考古实习，这是在我国水域首次

开展的较大规模的水下考古工作，为我国水下

考古事业培养了第一批专业队伍，标志着我国

水下考古事业的起步。1995 年 5 ～ 6 月，中国

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与西澳大利亚博物

馆海洋考古部再次合作开展的定海湾水下考古

工作，对于进一步了解白礁一号遗址等定海湾

水下遗址的内涵、性质和埋藏情况有着重要意

义，也是中外合作开展水下考古的一次有益尝

试。1999 年 5 ～ 6 月，我国“第二期水下考古专

业人员培训班”学员，在定海湾白礁一号等遗

址接受水下调查、勘测与发掘等水下考古方法

的系统训练。定海湾沉船考古训练了我国最早

的两批水下考古专业人员，为我国水下考古事

业培养了一批中坚力量，是中国水下考古的摇

篮。《福建连江定海湾沉船考古》就是 1990 年

以来定海湾历次水下考古工作的综合性研究报

告，分正文与附录两部分。
正文第一章绪论介绍定海湾海域的自然环

境与人文背景以及历年水下考古工作简史。第

二章至第七章是报告的主体内容，按单位详细

公布了不同沉船遗址或地点的水下调查、勘测、
发掘过程与收获。第二章介绍了 2010 年对白

礁一、二号遗址开展浅地层剖面、旁侧声纳以及

多波束声纳等多种遥感物探手段对水下遗址埋

藏状况的勘测成果。第三章、第四章详细介绍

了白礁一号沉船遗址的调查、勘测与发掘过程，

沉船遗物的空间分布与堆积状况，以及出水遗

物的分类研究。第五章、第六章介绍了白礁二

号遗址以及大埕渣遗址、龙翁屿、金沙岛海域沉

船遗址或沉船线索的水下调查发现情况，并分

析了连江县博物馆征集的定海村民“扒壳”作

业打捞出水的文物内涵。第七章是对白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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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号遗址出水陶瓷附着海洋生物种属鉴定与分

析。第八章是对历年定海湾沉船考古发现的研

究与总结，也是报告的点睛之笔。为补订定海

湾沉船遗存背后航海史认知之不足，作者钩沉

了《郑和航海图》、《古航海图》、《两种海道针

经》等船家“水路簿”航路指南中有关闽江口海

域航线的记载，揭示了定海湾在闽江口航运上

的重要地位。结合沉船遗址的埋藏环境、遗迹

现象的空间分布与堆积层次、出水遗物的内涵，

作者也对白礁一号的船体结构、沉没过程、船货

来源进行了推定，认为白礁一号是一艘宋元时

期的沉船，其搭载的黑釉瓷、青瓷及青白瓷船货

可能来自闽江口附近窑口，其销往市场可能是

日本。白礁二号遗址出水的瓷器品种单一，具

有沉船船货的特点，其年代大致在明晚期至清

初，由于白礁二号遗址没有进一步进行系统调

查与发掘，其具体内涵的揭示还有待将来水下

考古工作的开展。此外，龙翁屿二号调查打捞

出水的“国姓府”铭文铜铳，应该与明末清初郑

成功集团在闽江口的海洋活动有关。
作为附录部分，报告还收录了定海湾沉船

遗址已发表的 1989、1990、1995 年度水下调查、
试掘与发掘报告或简报，以及与之相关的 5 篇

研究文章。方便读者与正文相对照，回顾定海

湾沉船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学术脉络。
《福建连江定海湾沉船考古》，以海洋本位

的宏观学术视野、“透物见人”的新考古学方

法，展示了多学科协作背景下，区域海洋社会经

济史的新成果。
首先，海洋为本位的宏观学术视野是本考

古报告的特点。一般的考古报告以田野发现的

器物描述为特点，但《福建连江定海湾沉船考

古》以定海湾沉船研究为基石，试图还原闽东

沿海历史发展场景，重建闽东海洋人文进程，是

海洋社会经济史领域海洋考古与社会经济史整

合的有益尝试。全书自始至终贯彻着作者以海

洋为本位的宏观学术视野。比如在报告绪论部

分对定海湾区域人文背景的介绍，作者将扼守

由闽江口东北进出福州港海上门户的定海湾视

作以福州港市为背景的海洋社会经济文化体系

的重要环节，系统梳理了以闽江下游为中心的

闽东沿海自史前以来的海洋人文发展历程。作

者认为包括定海湾在内的闽东沿海具有数千年

发展的土著海洋文化史，这种海洋文化早在

5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土著生成，在秦汉

以降与汉人的互动中得以传承，并在海洋政策

变化、海洋经济圈互动、港市变迁、航海技术提

高等多因素影响下此消彼长。在这种宏观的海

洋学术视野的映照下，定海湾水下考古发现的

历代沉船遗址重建具体时空的海洋文化史的学

术价值无疑将得到凸显和拓展。
其次，是“透物见人”，重建海洋社会经济

史的学术追求。潜藏于海底的沉船等物质遗存

是古代海洋文化繁荣发展直接、形象、真实的历

史记忆，“透物见人”，挖掘与解读这些物质遗

存蕴含的多方面、多层次的海洋社会经济史信

息，正是海洋考古学研究的要旨所在。如将出

水遗物甄别为船货和船上用品两类，在对船货

进行类型学分析时，追述其腹地生产、港市集

散、海外流通的海洋经贸体系。根据白礁一号

遗址中 心 堆 积 区 大 致 平 行 的 凝 结 物 块、“龙

骨”、瓷器船货成摞堆积的迹象，推定沉船是将

不同类型的货物分舱堆放的。而且据沉船中心

遗迹带的规模、内在结构，推测该沉船是全长

19 ～ 20 米，宽 5 ～ 6 米，具有 9 个或 11 个隔舱的

中型海船。再有就是结合船家“水路簿”等民

间航路指南对闽江口海域航路的复原与水下考

古发现的沉船遗址相对照，展现了历史上该海

域航运繁忙的形象图景。
最后，是水下考古科学严谨的态度和多学

科协作的方法。为了尽可能挖掘提取水下沉船

遗存的考古学信息，需要有高质量的田野工作。
由于水下环境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水下考古工

作有一套不同于陆地考古的技术体系，我们在

《福建连江定海湾沉船考古》报告的相关章节

中可以看到水下考古工作者科学、系统、严谨的

工作过程，正是这种专业态度与敬业精神保证

了获取的水下考古资料的科学性与完整性。
总之，《福建连江定海湾沉船考古》的编

写、出版完成了我国几代水下考古工作者的夙

愿，将成为我国今后水下考古报告编写的旗帜

和标杆，更为东南沿海古外销陶瓷史、中外关系

史、海洋交通史、福州港史等学术研究提供极为

重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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