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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多年前
,

一艘满载货物的南宋商船在广东阳江海

域沉没
。 800 年后考证

,

这艘沉船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

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
、

船体最大
、

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

易商船
。

经过9个多月的打捞
,

至今年年底它终于要出水了!

1哭7年
,

广州救捞局与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在阳江海域

意外发现一艘宋代商船
,

打捞出200 多件珍贵瓷器
。

中国

历史博物馆己故老馆长
、

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奠基人和

开拓者俞伟超当时夜不能寐
,

兴奋地把这艘南宋沉船命

名
“

南海1号
” : “

这是国内发现的第一个沉船遗址
,

它

意味着一个开始
,

一直悬而未决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口的考古悬案很有可能在这艘船上找到蛛丝马迹
。 ”

面

对沉默的大海
,

考古学家们开始在中国绵长的海岸线上

寻找星罗棋布的沉船
,

中国历史中一度鼎盛的海洋文明

脉络开始浮现
。

因为这条沉船
,

人们开始将探寻的问号

由陆地转向大海
。

此后20 年间
,

围绕南海l号的发掘
、

打

捞和保护
,

开创了中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的时代
。

南海1号的出水
,

其意义不仅在于数量惊人的珍宝重

见天日
,

还在于它蕴藏着超乎人们想象的非同寻常的学

术价值
。

根据推测
,

南海一号上载有6一8万件瓷器
,

早

期出水的2《XX)多件完整瓷器
,

汇集了德化窑
、

磁灶窑
、

景

德镇
、

龙泉窑等宋代著名窑口的陶瓷精品
,

品种超过30

种
,

多数可定为国家一级
、

二级文物
。

中国古陶瓷协会

会长
、

陶瓷鉴定泰斗耿宝昌对着南海1号出水的瓷器连连

惊叹
: “

搞了一辈子瓷器研究
,

却从未见过如此多的瓷

类珍宝
,

很多连听都没听说过 ! ”
目前广东省博物馆收

藏的国家一级文物
,

数量不过4印多件
,

而南海1号文物全

部出水后极有可能让这个数字翻倍
。

有人甚至说
,

依托

南海 1号水下考占广东一跃跻身于中国文物强省行列不在话

下

巨大的考古价值蕴含在一个个历史谜团中
,

近年来

许多人围绕南海一号展开各种
“

歌德巴赫猜想
” 。

对这

些水下文物资源进行勘探和发掘
,

可以复原和填补与古

代中国海上丝路密切相关的一段历史空白
。

南海一号的

出水之后
,

全劲过尸段时间的实物研究
,

袱威秘密将被逐步揭

乐

始发港是哪里?

南海l号船头朝向西南240 度
,

沉没朝向应该与当年的

航向大致一样
。

通过这个朝向大概可判断当时南海1号不

是从国外驶入中国
,

而是从中国驶出
。

据考证
,

南海1号

满载金
、

银
、

铁
、

瓷器等生活用品
,

其中有类似阿拉伯

人吃手抓饭时使用的
“

喇叭口
”

瓷盘
,

还发现了眼镜蛇

骨骸
,

据此推测船上曾有阿拉伯
、

印度商人
,

眼镜蛇为

其饲养的宠物
,

作为漫漫航行中的消遣
,

南海 1号应该是

由中国驶往西亚的大型商船
。

南海l号的始发港是哪里 ? 这是争论不休的问题
。

南

海l号出水了很多瓷器
,

其中有福建德化窑和磁灶窑的瓷

器
。

史料中曾有记载
,

当时中国商船少有向北航行的
,

多发自泉州及其以北港口
。

一些专家根据船载货物推断
“

泉州为南海1号始发港
” 。

随着湖州铜镜
、

浙江龙泉窑

瓷等和浙江息息相关物品的相继出水
,

又有人推断南海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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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是从宁波出发
。

但有人认为这种推测有失偏颇
,

因为

先前南海1号文物出水量只占全船1/ 10
,

况且其中还包括

不少景德镇
、

广东佛山的铁器
,

所以始发港应为广州
。

是松木
。

广东民间有
“

水泡千年松
,

风吹万年杉
”

的说

法
,

故此松木是抗浸泡吐能较好的造船材料
。

船员如何生活?

为何沉没?

根据己掌握的信息判断
,

南海1号沉没原因可能与海

上风浪有关
,

因为它的船体没有发生大规模断裂
,

不大

可能是因碰撞而沉没
,

而沉没的海域历来是台风等气象

灾害频繁区域
,

其沉没很有可能是因为遭遇巨大风浪
。

另一种猜测是
:

南海 1号是否因超载而沉没? 考古

人员对南海l号进行前期探摸时
,

发现了一块体积巨大的

凝结物
,

其中有一定数量的铁器
。

如果遭遇风浪
,

南海1

号沉没海底的状态应该是翻倾 ; 如果是触礁沉没
,

则很

有可能是船头或船尾首先插向海底
。

但南海1号沉没状态

是甲板几乎与海平面平行
。

为何会
“

平衡
”

地沉没呢 ?

超载可能是原因之一
。

但有人质疑
:

南海1号长度达30
.

4

米
,

宽度是10米左右
,

相当于一艘载重1的吨一2(X) 吨的大

船
,

载重量如此之大
,

不大可能因载有大量铁器
、

瓷器

而沉没
,

沉没的真实原因要等整船文物出水后计算一下

总重量才能见分晓
。

从南海 1号的打捞结果看
,

目前还没有发现船员骸

骨
。

那么南海1号沉没时船上人员是否己逃生呢? 南海1号

是一艘木船
,

与现代的钢铁结构航船不同
,

它不像泰坦

尼克号那样重
,

因此沉没速度比较缓慢
,

而且船身并不

庞大
,

门窗不高
,

沉没时船上人员想要逃离船只并不困难
。

为何长年不腐?

南海l号在海底20 米深处
,

椒米多厚的淤泥覆盖
,

船

体保存相当完好
,

今年 8 月曾经出水一条近2米长的婆金

腰带
、

一枚硕大的金戒指
,

金腰带由四股八条金线编织

而成
,

金光可鉴
,

由此可以推测佩戴这些黄金首饰的船

主可能非常富裕
。

南海 1号船体为何能长存水下800 年而不腐 ? 主要有

两个原因
:

一是沉没地点的水下环境氧浓度低
。

南海l号

沉没海域近珠江口
,

淤泥淤积的速度较快
,

所以沉没后

的短时间内周围很快堆积了大量淤泥
,

从而使船体与外

界隔绝
,

避免了氧化破坏
。

对沉船周围淤泥的研究也发

现
,

淤泥内有很多生物
,

但没有存活的
,

说明船体周围

是一个厌氧状况非常好的环境
。

二是南海 1号使用的材质

南宋是中国最富庶的朝代之一
,

因为国家财富的积

累大部分都是依靠海外贸易
,

所以南宋甚至可以称为古

代中国的海洋时代
。

南海 l号生活舱可谓浓缩了一个时代

的生活背景
,

其包含的历史信息可自台田乎人们的想象
。

南海l号前期打捞
,

出水了上万枚铜钱
,

年代最古老

的是汉代的五锋钱
,

可以书写中国的一部金融编年史 !

当时
,

亚
、

非国家特别喜欢宋钱
,

宋钱是当时的
“

国际

货币
” ,

相当于今天美元的地位
。

但是大量铜钱的流失

对于经济的影响很大
,

所以南宋政府严格限制商人将铜

钱大量带出海外
,

不过有些商人仍想方设法走私铜钱
。

南宋时期
,

中国拥有印度洋上最先进最大的船舶
,

直接将阿拉伯人手中的海上贸易掌控权争夺过来
。

一般

的宋代远洋商务船平均长30 米
,

宽10 米
,

可载百余吨货

物
、

60 余名水手
,

最大的商船可载300 吨以上货物
,

外加

以刃一仪幻人
。

随着出水的文物尤其是生活用品越来越多
,

概念性

的南海l号逐渐变得变得鲜活起来
。

对比前朝
,

宋船的设

计更显气魄
、

规模
,

船体更巍峨
,

装饰更华美
。

朱或在

《萍洲可谈》中这样记载
: “

舟师识地理
,

夜则观星
,

昼则观日
,

隐晦观指南针
。 ”

据考证
,

宋代指南针开始

普遍应用于航海
,

特别是广州地区的海船使用指南针的

时间最晚不迟于H世纪末
。

当年
,

广州港外海面上千帆竞

过的巨大舶船都配备了导航指南针
。

此外
,

宋船设有密

封隔水舱
,

配备小船救生艇
, “

一舟数百人
,

豢泵酿酒

其中
,

置死生于度外……
”

也就是说
,

面对茫茫大海
、

无限航期
,

大型宋船装载美酒
,

还可能养猪
,

鲜肉与醇

酒成为船员海上生活的一大乐事
。

或许
,

出水文物会告

诉我4f]
,

南海1号船员的生活就是这样
“

滋润
” 。

懊呈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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