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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焦点访谈》播出《探秘“深蓝宝藏”》,关注
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考古成果特展。

明代的红绿彩碗、青花八仙人物罐、珐华彩罐，这几件文物都来自大约
1500米深的南海海底沉船。2023年开始，中国水下联合考古队对南海西
北陆坡两艘沉船进行连续三次考古调查。到目前为止，已经有900多件文
物被打捞出水，件件都令人惊艳。

国庆期间，这批南海出水文物首次展出。那么这些已经沉睡多年的宝
贝，是怎么从那么深的水下被打捞上来的？出水后又是怎么保护的呢？

国庆假期，位于琼海市潭门镇的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门前，日日排起
长队。到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探宝”，成为很多游客的选择。9月27日，
恰逢国庆节前，深蓝宝藏——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考古成果特展开
幕。这些出水文物，正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见证。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长邓启江：“这些水下文物，对于

实证我们国家最早发现、最早利用、最早开发南海的历史史实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要充分发挥这些南海水下文物对于丰富‘一带一路’倡议历史文化内涵方面

的价值和作用。”

2024年6月，在第三次南海西北陆坡深海考古结束之际，中国（海南）南海博

物馆决定尽快让这批文物向公众亮相，展览定名为“深蓝宝藏”。

“我们给自己设定今年10月1日前要做深海考古展，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特

展，时间非常紧张，真正准备的时间大概只有4个月时间。”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

馆长辛礼学说，在水下考古流程中，一件文物出水之后，往往需要经历清理、脱硫、

脱盐、缓蚀、封护、分析、建档、学术论证等严格流程。在刚刚结束发掘后，仅仅用4

个月时间展示考古成果，这是一次绝无仅有的尝试。

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所有人全力以赴。距离展览开幕不到一天时间，所有的

展品都要摆放到位。在一个不足900平方米的展示空间，共有400余件文物展示。

2022年，在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的科考活动中，两艘沉船被偶然发现。

2023年5月，在国家文物局的统一部署下，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

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组成

联合考古调查队，对南海西北陆坡两艘沉船进

行考古调查。这是中国水下考古从近海走向深

远海的重要一步。在2018年之前，中国的水下

考古所做的项目基本上局限于近海、浅海。

直至2017年 12月 1日，中国自主研发的

“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横空出世。历经8年

攻关，研发团队先后突破了钛合金载人舱设计

制造、大深度浮力材料、低噪声深海推力器等一

系列关键技术。这件大国重器成为我国深海装

备技术的重要里程碑，也让中国水下考古转向

深海成为可能。

宋建忠表示，它的下潜深度可以到4500

米，基本满足南海所有区域，它是最常规的，

我们才1500米左右，对“深海勇士”号来说

毫无问题。

2023年 5月 23日，由两名资深潜航员操

作，宋建忠乘坐“深海勇士”号，第一次到达一号

沉船遗址。透过“深海勇士”号回传到考察船上

的画面，所有考古队员都见证了这个震撼场面。

南海西北陆坡沉船遗址考古调查项目副领

队张凝灏说：“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状态，就觉

得是想象不到，这条船不仅是中国水下考古的

发现，也是世界级的重大发现，因为这个船的体

量、文物数量以及它所代表的意义等，都是其他

任何一处沉船所不能比的。”

按照考古人员的保守估计，这些沉睡的海

底遗珍，数量不少于10万件。潜水器内，考古

人员指认需要提取的文物，潜水器外，两条机械

臂尾端连着的机械手，一只是金属制成，另一只

为了此次任务专门套上了柔软的橡胶用来“握

住”文物，避免金属直接触碰文物表面。

留给展览的准备时间只有不足4个月。可是，部分刚刚出水的文物清理与保

护工作却必须按部就班。

南海西北陆坡沉船遗址考古调查项目成员李剑表示，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清

洗和脱盐，因为海洋出水陶瓷器在海水中浸泡的时间比较久，刚出水的时候如果

不尽快进行脱盐，陶瓷孔隙里面的氯离子就会随着温度湿度的变化而不断结晶、

溶解，再次结晶，会把釉面顶破，造成釉面脱落，甚至胎体酥解。

这项本该在实验室完成的保护流程，成了“深蓝宝藏”特展的最大特点。在展

厅中，专门设计的两座脱盐池成为观众观察文物保护工作的窗口。

“我们把一部分正在保护的文物也拿到了现场，在现场进行脱盐展示，包括一

些修复展示，让大家能够充分了解到文物背后的故事，出水文物要经历过哪些历

程才可以走进展厅。”辛礼学说。

由于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考古工作还在进行中，后续还有挖掘、调查、文

物修复等工作。此次展览形式将采取动态更新的形式，根据深海考古新成果，不

定期更新内容与上展文物。

最特殊的一件文物

青花八仙人物罐
为考古挖掘后提取到的第一件文物

青花八仙人物罐是这次展览文物中最特殊的

一件。李剑表示，青花罐是我们整个正式考古挖

掘以后提取的第一件文物，最初在海底看到这件

瓷器的时候，海底下光一打，整个熠熠生辉、光

彩夺目。“对我来说非常激动，从它的发现到它的

提取到它的保护修复，包括它的上展，我全程参

与，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幸福。”

在距离一号沉船遗址12海里的地方，二号沉

船遗址由核心区和散落区组成。其中，核心区南

北长约21米、东西最宽约8米，遗物以原木为

主。经中国林科院木材所鉴定，这些原木是产于

东南亚一带的乌木。

南海西北陆坡沉船遗址考古调查项目负责人

宋建忠说：“一号船是出去的我们的瓷器，二号船

是回来的东南亚的乌木，恰恰反映了海上丝绸之

路双向贸易的程度，也是双向的证据。”

500多年前，有两艘大船先后行驶在中国南海

西北陆坡附近，前后沉没在了1500米深的海底。

500多年的时光，遇难者的遗骨甚至包括船板等有

机物早已没有痕迹，只留下满船文物供后人参详。

展出文物中的“颜值担当”

明代珐华彩罐
是明代中期珐华彩制作工艺高峰的体现

迄今为止，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共出水文

物928件。明代珐华彩罐是其中“颜值担当”。

李剑说：“这是一件观赏价值非常高的文物，同时

它也展现了明代中期珐华彩制作工艺高峰的体现。”

珐华彩工艺，起始于元代，兴盛于明中期，由于工

艺日渐衰落，存世数量十分稀少。这次“深蓝宝藏”特

展，展示出水的14件珐华彩器中的13件。更让考古

人员惊喜的是，在出水之后，罐体内还叠放着层层叠

叠的白釉小杯。

李剑表示，“我们对它进行CT扫描，看清楚了里

面小杯层状排布的细节，然后我们再把里面的小杯清

理出来。”

在清理的过程中，竟然意外地揭开了这次深海考

古的最大谜题。从第一件文物出水，专家们基本判断

其年代应为明代中期。可是，由于出水文物都不具年

款，因此，无法精准断代。直至在清理过程中，从一件

瓷罐腹中发现了这件红绿彩碗。碗内底部，绘有红绿

彩绘仙人醉酒图，外腹部有红绿彩绘婴戏纹，最重要

的是碗外底以红彩双方框写着的“丙寅年造”，它为解

开沉船年代谜团提供了关键线索。这件出水瓷器中

唯一一件带有年款的文物，证实了一号沉船属于明代

正德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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