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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海湾沉船考古的新收获

与宋元明福州港的对日贸易

吴 春 明

地处闽江 口北岸 的连江定海素为福州的重要门户
,

明洪武二十年江夏侯周德兴受命于福

建沿海要害处
“

筑城一十六
” ,

定海即其一
;
洪武二十一年置福建沿海千户所十二

,

有定海千户

所
。 ①今定海明城堡遗址石雕门媚上

“

会城重镇
”

题刻仍清晰可辨
。

定海海域地处黄岐半岛与马

祖列岛之间
,

自古就是福州港沿海岸北上和东行日本
、

朝鲜海上交通的主要通道
。

但这一带海

域浅滩暗礁密布
,

是沉船事故发水域
。

70 年代末期以来
,

一批古代的陶瓷
、

铁
、

铜器物和船壳板

等先后被当地渔民打捞出水
。

以此为线索
,

19 90 年
、

1 9 9 4 年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历史博物馆与

澳大利亚海洋博物馆等单位合作
,

先后对这一水域古代沉船的分布进行比较全面的调查和重

点试掘
,

获得一批珍贵的沉船文物
。 ②笔者拟结合参与这两次田野工作的收获

,

就宋元明时期

福州港对 日交通史
、

贸易史等问题谈点粗浅的认识
。

(一 )定海沉船文物的内涵

定海村民先后在该海域约 40 平方公里范围的许多地点捞到古代文物
,

我们对多个地点进

行了水下考古勘察
,

已经初步揭示 出该海域古代沉船的密集分布
、

船货内涵的部分特点
,

涉及

宋
、

元
、

明不同历史时期
。

1
、

白礁一号宋元沉船的内涵

白礁是定海村东北约 3 5 0。 米
、

黄岐湾水域的一处近岸岛礁
,

礁体是一座东西向约 50 米长

的孤立岩体
,

受潮汐涨退的影响
,

礁体顶部的 3一 5处高低不等凸起的峰部不同程度地出
、

没于

水面
,

成为南北航线的危险障碍
。

分别紧邻白礁东段礁盘南
、

北面的一号
、

二号古代沉船
,

无疑

都是触礁沉没的
。

一号沉船遗址位于白礁东段礁盘南部海底
,

在东西长约 40 米
、

南北宽约 10 米的海底表层

均有瓷器散布
,

90 T I 和 95 T I一 T 12 的发掘所示的地层叠压关系为
:

表层
,

含乱石
、

贝壳
、

海泥
、

青白瓷碗和黑釉瓷盏
、

零星的晚近青花瓷片
;
第二层为黑色海泥层

,

不同程度夹杂青白瓷
、

黑釉

瓷器
;
第三层为船货层

,

平面不同位置分别堆积含金属的大型凝结物块
、

成探的青白瓷碗和黑

釉瓷盏
;
第四层为船体残迹

,

发现紧压在船货层下的东西向约 10 米 ( 限于 发掘区位 )长的船底

龙骨
,

龙骨上端两缘还残存明显的凹沟状桦槽 ; 以下为海泥层
。

由此可以判定该遗址是一艘主

要运载瓷器和部分金属器具的贸易商船
,

船载瓷器只有青白碗和黑釉瓷盏两类
,

具有明显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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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船货的性质
。

该沉船船体除龙骨部分残存外
,

船壳板几已朽烂无存
。

但从大型凝结物的底部呈由中间向

两侧渐薄的弧形看
,

船壳沉没后在相当长时间内并没有散架
,

直至含金属的船货锈蚀
、

胶结成

块后才逐步朽失
。

因此
,

可依据凝结物块底部的形态将该船复原为一艘圆底木船
。

含金属的凝

结物
、

不同类别的陶瓷器相对集中于遗址的不同位置
,

含金属的凝结物正处于龙骨中段
,

瓷器

集中子东段 (应为船首 )
,

可见船货分舱堆放的痕迹
。

从残余龙骨推测该船可达 16 米以上
。

陶瓷器是现有出水文物的大宗
,

表层调查和局部发掘共获 2 20 0 余件
。

其中黑釉盏就有近

1 8 0 0 件
,

这批黑釉盏胎质粗糙
,

胎色灰白或灰黄 ; 器 内及外腹上部施黑褐 色釉
,

部分釉色偏酱

黄
、

青绿
,

许多釉面不同程度呈现兔毫纹斑
,

釉层厚薄不均
,

少数还有失釉现象 ;制作粗放草率
,

器型变化不大
,

多侈 口
、

少量直 口和束 口
,

折腹
,

窄矮 圈足
,

形态大小比较一致
,

口径约 9
.

5一

10
.

7 厘米
,

高 3
.

7一 5
.

1 厘米
。

其中一件盏的器底露胎处刻划三个
“
王 ”
字符

。

青白瓷小碗计 30 0

余件
,

数量仅次于黑釉盏
。

胎灰白细腻
;
釉青灰泛白

,

器内及外腹以上施釉
,

釉层薄
,

碗心一道涩

圈
,

少数釉下划花 ; 口径 12
.

7 一 13
.

8 厘米
,

高 3一 4
.

1 厘米 ;造型差别也不大
,

尖圆唇敞口或略

外翻
,

浅斜腹微弧
,

矮圈足斜平
。

少量陶罐
,

素胎或施酱釉
。

由于初期工作的技术限制
,

沉船遗址上含金属的大型凝结物块

未能得以发掘
。

表层采集的少量青花瓷片是后期落入的
,

与一号沉船无关
。

黑釉瓷盏是宋元时期建窑系的典型器物
,

考古调查
、

发掘的建窑系统古窑址广泛分布于闽

江流域
、

闽南沿海和闽西南的 23 个县 (市 )的 30 余个地点
,

其中闽江流域及闽东沿海一带就发

现有近 30 个烧造黑釉盏的窑址
,

重要的如浦城大口窑
、

半路窑
、

崇安遇林亭窑
、

光泽茅店窑
、

邵

武四都窑
、

建阳中怖窑
、

建匝白马前窑
、

渔山窑
、

南平茶洋窑
、

闽侯南屿窑
、

鸿尾窑
、

福州宦溪窑
、

福清石坑窑
、

宁德飞莺窑
、

连江浦 口窑等
。③青白瓷小碗是宋元时期福建仿龙泉窑系的典型产

品
,

从闽北建氏
、

建阳
、

浦城
、

光泽
、

连江
,

到闽南同安
、

厦门
、

南安
、

漳浦等地仿龙泉窑址中
,

都有

类似的青白瓷碗产品
。
④与白礁一号相似的陶罐在福建沿海各地宋元遗址中也常见

,

有一种小
口深直腹罐在磁灶窑和泉州后诸沉船上都发现过

,

造型差不多
,

被认为是盛香药
、

水银或酒的

器具
。⑥这些数量少的器物本身不是船货

,

可能是船工的生活用具或液态船货的盛器
。

残存龙骨板 lC
`

年代测定数字为距今 1 0 0 0士 70 年
,

约北宋初年
,

为木材形成年代
。

考虑到

木材的生长年代和船本身的使用时间等因素
,

沉船年代应为南宋或至元代
,

这与陶瓷内涵的时

代特点一致
。 ⑧

2
、

其它地点的宋元沉船文物

大埋渣位于定海村南面约 50 0 米
,

是尾仔屿岛向东南延伸约 200 米的一处水下暗滩
,

在大

埋渣浅滩附近曾打捞起大量的青白瓷碗
。

水下调查表明
,

大埋渣海底表层散布不少的青白瓷

碗
,

没有找到明确的沉船贵迹
,

但成批同类型的青白瓷碗具有船货的性质
。

龙翁屿是定海村东南海面约 2 0 0 0 米的一处东西向的长条形岛礁
,

礁体两端的礁盘在潮汐

涨落过程中不同程度地 出没于水中
,

成为沉船易发水域
,

附近分别发现了包括古代瓷器等物的

可疑沉船地点
。

一号地点位于龙翁屿东北端约 1 00 米处海底
,

村 民
“

扒壳
”

时发现了成堆的黑釉

瓷盏和沉船船板遗存
,

及抗战时期落入的 日本炮弹
。

两个地点的黑釉盏
、

青白瓷小碗与白礁一号沉船所出没有多大差别
。

此外
,

从定海村 民手

中收集的文物中有一类深腹青白瓷大碗
,

灰白胎
,

釉青黄或青白
,

器内及腹以上施釉
,

碗心有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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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涩圈
,

部分釉下划花
; 口径多在 16 一 19 厘米左右

,

尖圆唇
、

斜或弧腹
,

宽矮圈足 ;该类器物也

是宋元仿龙泉窑的常见器
。

3
、

明代的沉船地点

白礁二号沉船遗址位于 白礁东段礁盘北部海底
,

在约 30 X 30 平方米的范围内的海底表层

零星散布青花瓷和青瓷类的碗
、

盘
、

盆等器计 30 余件 (片 )
。

主要是青花碗
,

少量盆残片
,

胎体灰白
,

胎质细密
,

青花灰蓝
,

釉色灰白
。

青花瓷碗尖唇
、

敞

口
,

深斜腹
,

高圈足直立或外撇
,

足底平或斜平
,

腹外部绘莲花纹或团菊图案
。

盆仅见残片
,

圆唇

外翻
,

斜沿
,

深斜腹微弧
,

底残
,

腹外绘云雨
、

山水
,

沿内绘太阳光芒和飘云图案
。

此外
,

定海村民

收集的出水器中有书
“

福
” 、 “
寿

”

等青花单字款的器物
。

几件青瓷盘
,

方唇外翻
,

平沿
,

浅斜腹
,

大

平底
,

宽矮圈足
,

足底斜平
,

盘内刻划五组波浪形排线纹
。

未见其它种类器物
。

白礁二号地点因未作进一步的试掘
,

没能确定明确的沉船遗迹
,

但以上述青花碗为代表的

瓷器在胎
、

釉
、

造型等方面的特点都很单纯
,

具有成批船货的特点
。

这类青花是福建明代晚期的

窑址中常见的
, 。 因此 白礁二号地点的青花瓷为代表的内涵大致属于明代晚期

。

此外
,

定海海域还有若干地点的水下文物属于明代前后
。

龙翁屿二号地点位于龙翁屿西

端
、

龙翁屿和龟屿之间的海底浅滩
,

水下捞起的古代遗物包括
“
国姓府

”
铭铁炮

、

古船板等
,

可能

是一处明末清初的沉船地点
。

金沙岛位于在定海村东北约 10 公里处
,

是黄岐湾东面的金沙岛

水域
,

水下曾捞起宋
、

明等不同时期的陶瓷器和明铁权等物
,

估计也含有明代的沉船
。

上述水下

文物地点没有作水下调查
,

确切的内涵不明
,

但为进一步的探索提供了难得的线索
。

(二 )定海沉船在中日交流史上的地位

定海沉船文物
、

特别是陶瓷器上起宋元
,

下迄 明清
,

基本上都是闽江流域 民窑产品
。

黑釉

器
、

青瓷器和青花瓷器是历史上我国外销瓷器的大宗
,

与定海沉船文物的主体— 宋元黑釉

盏
、

青瓷碗和明晚期青花碗基本相同者迄今仅见于 日本的古代遗址中
。

1
、

宋元沉船文物的性质

福州自古就是闽省沿海主要人文中心和航运中心之一
。

汉晋间的
“
东冶

”

港 已是南北间海

上交通的枢纽之一
,

《汉书
.

郑弘传 》说
: “
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

,

皆从东冶泛海而至
,

风波阻
,

沉

溺相系
” 。

唐五代顺势成为海外贸易的大港
,

称
“

甘棠
”
港

,

据《新五代史
·

闽世家 》
,

王审知治闽

时
, “
招徕海中蛮夷商贾

,

海上黄岐
,

波涛为阻
,

一夕风雨雷电震击
,

开 以为港
,

闽人以为审知德

政所致
,

号为甘棠港
” ; 又 《琅哪王德政碑 》云

: “
闽越之境

,

江海通津… …号曰黄岐
” “

赐名其水为

甘棠港
” 。

甘棠港的地望曾有争议
,

但王治闽于福州
,

而闽省具江海通津之便者福州为最
,

故王

审知不可能舍近求远劈甘棠港于它处
,

今闽江 口北侧的连江有半岛称
“
黄岐

” ,

对岸马祖列岛有

岛名曰
“

北竿塘
’ , “

南竿塘
” ,

与
“

甘棠
”

偕音
,

故甘棠港应就是闽国的福州港
。

据传
,

渔 民曾在定海

海域捞到唐
、

五代的文物
,

但未得到考古证实
。

宋元时期泉州发展超过福州
,

但福州港的海外交通并未中断
。

宋代福州太守蔡襄《蔡忠惠

公法书
.

荔枝谱 》提到福州
: “

舟行新罗
、

日本
、

琉球
、

大食之属
” 。

元代马可波罗到福州时看到闽

江
“
两岸簇立着庞大

、

漂亮的建筑物
,

在这些建筑物前面停泊着大批的船只
,

满载着商品
” “

许多

商船从印度使达这个港 口
” 。 ⑨定海白礁一号等宋元沉船所见的黑釉盏

、

青 白瓷碗等 内涵正是

·

3 9
·



这一时期海交历史的反映
。

白礁一号等沉船地点的黑釉盏与典型
“
建盏

”
纯黑

、

兔毫
、

鹤鸽斑
、

油滴
、

耀变等多样富丽凝

重的釉色和深腹规范的造型有较大的不 同
。

在闽江流域建窑系诸窑址中
,

它同闽侯南屿窑
、

鸿

尾窑
、

福清石坑窑
、

连江浦 口 窑所出的
“
仿建

”
产品非常相似

,

有些器物完全一样
。 。 中国历史博

物馆曾测得白礁出水黑釉盏与闽北的茶洋窑标本化学成分的关系
。
。 我们反复观察定海的黑

釉盏与茶洋窑产品的形态有较大的不同
,

所以需谨慎对等上述个别标本的测定结果
,

我们倾向

于定海沉船的黑釉瓷盏是闽侯
、

福清或连江一带窑口的产品
。

在福建众多的青白瓷窑址中
,

白礁一号等沉船地点的青白瓷小碗与连江的已古窑
、

浦口窑

的同类器更相近
;
从定海村民手中收集的青白大碗与连江魁岐窑

、

官坂窑等宋元窑址同类碗很

相近
。

0 这再次说明了定海湾宋元沉船的主体船货外销瓷器的产地主要是福州港区附近的窑

口
。

黑釉盏
,

青瓷和青白瓷碗是宋元时期外销陶瓷的大宗
,

广见于亚
、

非各国的考古遗迹中
。

但

综合观察国外所出的同类外销瓷
,

与定海宋元沉船瓷器可比较者目前仅见于 日本福冈县的博

多遗址
。

博多遗址的 IV 类和 V 类黑釉碗的胎
、

釉
、

造型同定海白礁 l 号所出的两式黑釉盏间

很难找出多大的差别
,

福冈市教育委员会的森本朝子也认为两类黑釉盏同福清石坑窑和闽侯

南屿窑的产品很相似 ;各式青瓷
、

青白瓷碗也可不同程度地见于福冈遗迹群
。

0

所以
,

宋元时期产自闽江下游一带窑 口的
“
仿建

” 、 “
仿龙泉

”

产品已经成为通过福州港集

散
,

出闽江 口经连江定海海域往东
、

北航线
,

外销 日本的重要商品
,

成为宋元福州港对 日海交的

重要物证
。

2
、

明代沉船文物的性质

明初海外贸易形势大变
,

市舶司严格控制下的
“

朝贡赏赐
”

式的交易代替了宋元时期的开

放通商
。

泉州港因此衰弱
,

成化年间福建市舶司由泉州迁来福州
,

成为中国通琉球的唯一朝贡

港
。

《明英宗实录
·

正统四年八月庚申条 》曰
: “
琉球国往来使臣

,

俱于福州停住
。 ”
当时的福州港

还是中西海交的基地
,

郑和七次下西洋每次都驻泊福州外港长乐太平港
,

造船
、

候风
、

挑选船

员
。

明代中朝以后
,

沿海走私贸易飞速发展
,

中琉朝贡贸易因此衰弱
,

万历年间明政府撤消了福

建市舶司
,

但福州及各外港的海外贸易
、

特别是与琉球的交通一直没有中断
。

今福州仍保留许

多明清时期通琉球的遗迹
,

如水部 门外的
“

柔远绎 (即琉球馆 )
” ,

河口太保境的
“
球商会馆

”
和馆

内
“

道光十九年七月廿六 日
”

的碑文
,

南效的迎安 山
、

张坑山
、

白泉庵
、

鳌头凤岭
、

东效金鸡山及

定海等处的琉球墓群
,

仅白泉庵一带就有 79 座
,

说明福州与琉球关系的密切
。

@ 白礁二号等明

代沉船文物更丰富了中琉交通史迹的内涵
。

白礁二号等沉船地点的青花碗见于浦城的碗窑
、

崇安的主树垄窑
、

郭前窑
、

屏南的前院窑

等
, 。 因此其产地仍主要是就近的闽江流域地区

。

福建明清青花瓷器在国外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并不亚于宋元瓷器
,

与定海 白礁二号地点类似的青花瓷器也见于 日本
,

如在秋 田
、

青森
、

熊本等

县出土的绘菊花
、

莲花和
“

福
” 、 “

寿
”

等吉祥文字的青花碗
、

碟器就是
。
。 据 日本《宽永年中崎写

万国图 》载
,

明代中叶以后瓷器输往 日本的港 口有南京
、

福州和漳州
,

并记 1 6 4 1 年 7 月 10 日从

福州发出的一艘海船载有瓷器二千七百余件
。

0 结合明代福州与琉球海交关系密切的历史
,

可

以说日本出土的许多民窑特点的福建明清青花瓷器的很大部分应是出自福州港
。

可见
,

就现有的资料而言
,

定海的各类沉船文物反映的主要是中 日间繁忙的海交历史
。

相
·

4 0
·



反地
,

福州出港往西
、

南洋航线的主要通道应为闽江 口南侧的长乐海域
,

有趣的是最近在这一

带也发现了古代沉船文物的线索
,

即将开展的调查
、

发掘将可以填补福州港航海考古上的一个

重要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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