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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考古緊密攜手
◆搭乘「深海勇士」號載人潛水器

下潛千餘米，在遺址核心堆積區

西南角布放水下測繪永久基點。

◆通過物探掃測及水下搜索探明兩

處沉船遺址的分布範圍。

◆進行多角度、多種類的影像記

錄，完成遺址三維激光掃描和部

分地區攝影拼接。

◆潛載抽沙、吹沙實驗，長基線定

位、柔性機械手等「黑科技」應

用於深海考古。

◆提取出水一批文物標本，採集大

量海底沉積物、底層海水及海洋

生物等樣品。

◆文物出水後，開展了標註編號、

器表附着物和泥樣採集、文物清

洗、現場保護、描述拍照等工

作。

◆深海考古水面日誌、深海考古下

潛科學報告、出水文物登記表等

深海考古工作規範逐步建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120毫米炮彈實物、刻有「來遠」艦名的湯勺和
寫有「來遠」水手姓名的身份木牌……國家文物局
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館員周春水19日在國家文物局舉
行「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上表示，
威海甲午沉艦遺址水下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收穫。
2017年以來，在威海灣原北洋海軍基地附近，通過
水下考古調查結合造船檔案和戰爭檔案等研究，陸
續發現定遠、靖遠、來遠三艦。國家文物局相關負
責人表示，甲午沉艦系列考古工作填補了中國海域
近現代沉艦水下考古的空白。考古成果對於推進甲
午戰爭研究、沉艦遺址原址保護等方面發揮了重要
作用，也為愛國主義教育提供了生動的實物教材。
據了解，1894年7月25日，甲午戰爭第一戰——

豐島海戰爆發，北洋艦隊損失廣乙艦。此後在黃海
海戰中，致遠艦、經遠艦、超勇艦、揚威艦戰沉。
在1895年的威海保衛戰中，又有定遠艦、靖遠艦、
來遠艦等艦隻沉沒。歷經三場戰役北洋艦隊全軍覆
沒。長期以來，甲午沉艦遺址並不明確。在國家文
物局的統一部署下，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聯合
山東、遼寧兩省的文博單位，從2014年起持續開展
甲午沉艦水下考古工作，在黃海北部甲午海戰主戰
區確認致遠、經遠、超勇、揚威四艦。2017年以
來，在威海灣原北洋海軍基地附近，通過水下考古
調查結合造船檔案和戰爭檔案等研究，陸續發現定
遠、靖遠、來遠三艦。

發現定遠靖遠來遠三艘沉艦
周春水表示，在威海灣發現的定遠、靖遠、來遠
三艘沉艦均屬北洋艦隊主力艦隻。威海甲午沉艦考
古為深入甲午海戰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例如，史
料記載，來遠、經遠尾後火力不足，戰前有奏請加
裝武器，包括53毫米、120毫米炮。其中，120毫
米炮是否加裝一直無法確定，來遠艦本次考古發現
120毫米炮彈實物。此外，在來遠艦遺址發現的舷
梯緊貼鋼板一側有火燒痕跡，亦證實了戰爭的慘烈
及北洋將士的英勇。
據了解，威海灣內的甲午沉艦遺址水深6至10
米，遺址分布面積850至2,100平方米不等，埋於海
泥下0.5至3米，均未發現完整艦體，僅存的遺物呈

散落分布狀態。發掘出水遺物包括船體構件、船員
生活物品和武器彈藥等，結合遺物種類能判斷原艦
體的艏、舯及艉部等位置。其中，定遠艦於艏部主
炮區發現並成功提取整塊重達18.7噸的防護鐵甲
板；靖遠艦於舯部發現兩箱完好的37毫米哈乞開司
炮彈、艏部發現1枚210毫米主炮開花彈；來遠艦
發現鏨刻有「來遠」銀勺、兩塊寫有「來遠」水手
姓名的身份木牌。

威海沉艦考古成果 推進甲午戰爭研究

國家文物局表示，這一重大發現亦充分展示了中國深
海科技與水下考古跨界融合、相互促進的美好前

景，標誌着中國深海考古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據悉，南海西北陸坡一號、二號沉船遺址發現於2022年
10月，2023年5至6月、9至10月，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
中心、中國科學院深海科學與工程研究所、中國（海南）
南海博物館聯合對兩處沉船遺址進行了兩個階段的深海考
古調查。通過海洋物理探測和載人潛水器水下調查相結合
的方法，確認了兩處沉船的分布範圍和遺物分布情況，並
對兩處沉船進行了三維攝影拼接及激光掃描等資料記錄工
作。

同一海域首發現古商船 推測從閩粵出發
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館員宋建忠介紹，南海西

北陸坡一號沉船遺址所處水深約
1,438米，沉船核心區為船體和大
量陶器、瓷器、鐵器等船載物
品，長約37米、寬約11米，可見
10個分艙，堆積高達3米，目前
已提取出水陶器、青花、青釉、
青白釉、白釉、紅綠彩、琺華、
單色釉、素三彩等器物540餘件
（套），沉船年代大致為明正德
年間（公元1506—1521年），船
貨以景德鎮窯瓷器為主，推測是
從福建或廣東出發，前往馬六甲
等貿易中轉站的民間商船。
南海西北陸坡二號沉船遺址所

處水深約1,527米，主要發現大
量排列整齊、碼放有序的原木堆
積，南北長約21米，東西最寬約

8米。目前已提取出水原木、瓷器、陶器、蠑螺殼、鹿角
等遺物30餘件，沉船年代大致為明代弘治年間（公元
1488—1505年），推測是從馬六甲等貿易中轉站，運載烏
木等貨物，返航中國的民間商船。
「明代中期繼續執行嚴格的海禁政策，禁止民間海外貿

易。在這種背景下，一號沉船滿載外銷的陶瓷器，二號沉
船裝載了從海外輸入的木材，由此推測一號、二號沉船皆
為民間私人貿易商船。」宋建忠表示，這也是在同一海域
首次發現出航和回航的古代商船。

專家：遺址保存相對完好 文物數量巨大
專家表示，南海西北陸坡一號、二號沉船遺址保存相對

完好，文物數量巨大，年代比較明確，不僅是中國深海考
古的重大發現，也是世界級重大考古發現，再現了明代中

期海上貿易的繁盛景象，是中國古代
海上絲綢之路貿易往來與文化交流的
重要見證，為航線航路、海洋貿易和
文化交流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
料，有助於深入探索和充分理解古代
海上絲綢之路的雙向流動，對闡釋中
國海洋文明特質，推動文明比較研究
具有重要意義。
另據介紹，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

心等單位將於2024年3月至4月開展
第三階段考古調查，以南海西北陸坡
一號、二號沉船遺址為重點，開展南
海重點區域及重要航線深海考古調
查，聯合多學科深入推進南海歷史航
線航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等相關研究，
揭示其背後蘊藏的中華文明連續性、
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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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首次在1,500米深海發現明代沉船遺址。國

家文物局19日舉辦「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

展工作會，發布南海西北陸坡一號、二號沉船遺址

最新考古進展。該遺址位於海南省三亞市東南約

150公里海域。通過海洋物理探測、「深海勇士」

號載人潛水器水下調查以及三維影像和激光掃描記

錄等，確認兩處沉船的保存狀況，提取出水瓷器、

陶器、原木等近580件（套），實證中國先民開

發、利用、往來南海的歷史事實，也是中國古代海

上絲綢之路貿易往來與文化交流的重要見證。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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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考古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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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鏨刻「來遠」
的鍍銀湯勺。

◆南海西北陸坡一號、二號
沉船遺址出水的綠釉梅瓶。

◆ 南海西北陸坡一號、二
號沉船遺址出水的琺華梅
瓶。

◆南海西北陸坡一號、二號沉船遺址出水的琺華瓶、執壺。

◆ 南海西北陸坡一號沉船
遺址核心區三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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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境內北洋沉艦遺址調查情況
序號 類型 艦名 沉沒地區 考古工作

1 巡洋艦 超勇 遼寧黃海北部 調查
2 巡洋艦 揚威 遼寧黃海北部 物探確認
3 巡洋艦 致遠 遼寧黃海北部 調查
4 巡洋艦 經遠 遼寧莊河黑島 調查
5 巡洋艦 廣甲 遼寧大連三山島 破壞無存
6 鐵甲艦 定遠 山東威海灣 調查
7 巡洋艦 來遠 山東威海灣 調查中
8 巡洋艦 靖遠 山東威海灣 調查
9 練習艦 威遠 山東威海灣 破壞無存
10 布雷艇 寶箋 山東威海灣 破壞無存
11 巡洋艦 濟遠 遼寧旅順 部分打撈
12 巡洋艦 平遠 遼寧旅順 （無）
13 巡洋艦 廣丙 中國台灣澎湖 台灣考古調查

來源：國家文物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