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要发展水下考古？王结
华认为，这既是落实国家海洋战略
的重要一环，也是推进宁波文物事
业的必然选择。

在王结华看来，宁波的水下考
古能够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取得今
天这般成就，原因主要在于但不限
于——

宁 波 地 处 我 国 大 陆 海 岸 线 中
段，是江南水乡，海域广阔，江河湖
泊密布，发展水下考古具有得天独
厚的“地缘优势”。

宁波 8000 多年来与水为伴，因
海而兴，对外交流频繁，“海上丝路”
兴盛，发展水下考古具有丰富多元
的“资源优势”。

宁波历来开放包容，开拓进取，
重视水下考古机构建设和专业人才
培养，发展水下考古具有视域前瞻
的“先发优势”。

⋯⋯
全部或部分、长期或周期性淹

没于水下的物质文化遗存，都是水
下考古的工作与研究对象。蓝色文
明的传播交流离不开舟船的扬帆启
航，古代沉船也因此成为水下考古
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

中国历代船家依托尖底破浪与
分舱抗沉的浮海巨舶，凭借“船行八
面风”与“望日月星宿而进”的非凡
本领，漂洋过海，远涉惊涛，谱写出
一曲曲恢弘壮丽的蓝色文明篇章。
然而，骇浪滔滔，苍溟茫茫，船难也
如影随形笼罩在变幻莫测的无尽海
洋之上，“小白礁Ⅰ号”沉船正是众
多海难事故的一个缩影。

距离“小白礁Ⅰ号”发掘出水已
经过去整整十年，但当时的发掘场
景，林国聪至今记忆犹新：

水下考古队员在七八级风浪和
24 米深的海水中坚持作业。随着品
相精美的青花瓷、名家制作的紫砂
壶、标明商号的玉石印章、来自域外
的金属钱币和宁波本地特产小溪石
等珍贵文物一一出水，这条沉睡近
200 年的清代木质沉船，以 1000 多件
珍贵的出水文物和“中外合璧”的船
体构造，以及诸多独特的技术创造，
成为“中国水下考古全方位走向水
下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标志”。

作为宁波市和浙江省首个正式
获批的水下考古发掘项目，“小白礁
Ⅰ号”填补了宁波和浙江水下考古
发掘的空白。

2016 年，“小白礁Ⅰ号”成功斩
获中国考古学界最高质量奖——田
野考古奖，成为全国首个获此殊荣
的水下考古项目。

不过，在林国聪看来，“小白礁
Ⅰ号”的意义不止于此：“‘小白礁Ⅰ
号’当时是从宁波始发，满载货物，
计划穿越西沙群岛驶向东南亚贸

易。奈何大海无情，在扬帆启航不
久，就不幸触礁沉没于渔山海域，也
因此‘有幸’成为宁波古代‘海上丝
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物证。它的发
现，为研究清代中外贸易、海外交
通、造船工艺、文化交流等领域提供
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一艘古老的沉船，一条时光的隧
道。透过这条隧道，我们看到了宁波

“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传承，看到了
许多隐于岁月烟云的历史记忆⋯⋯

漫漫海路上，一艘艘船如珠串
联。翻开厚厚的宁波考古史，不断有
木质古船的新发现，包括和义路唐
代龙舟、东门口北宋沉船、和义路南
宋沉船、象山定塘横湾南宋沉船、慈
溪潮塘江元代沉船、象山涂茨明代
沉船，以及“小白礁Ⅰ号”清代沉船，
等等。

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副
研究员、“小白礁Ⅰ号”保护修复
项目技术负责人金涛博士表示，宁
波地区发现的木质古船呈现出四大
特点：集中性、延续性、多样性、
先进性。这些古船多位于宁波市区
和象山县域；唐、宋、元、明、清
各代船只都有发现；既有内河船、
近海船，也有外海船；在工艺技术
上，同样可以发现一些比较先进的
特征，比如：“小白礁Ⅰ号”船体
构造的“中外合璧”；东门口北宋
沉船上安装的比国外要早许多年的
舭龙骨⋯⋯

宁波自古以来就是闻名遐迩的
对外交通贸易口岸。以上多条古代
木质沉船的发现，以及以水下考古
和“海上丝绸之路”为方向的诸多研
究成果，有力佐证了宁波河海交汇、
港城互融的重要地位与典型特征。
这是水下考古对于港城宁波、名城
宁波的贡献之一。

仅仅这些当然还不够。“我们一
直期待着，有一天，在这座 8000 多年
前就已刳木为舟、向海而生的城市
里，在她 9000 多平方公里的广袤海
域中，能够发现更多、更好的水下秘
藏，能够更深、更实地拓展古老港城
文明的探寻之旅。”王结华说。

为了这一目标，他们将一如既
往，一以贯之，以无穷热情与科学技
术为支撑，持续深入水底，揭示蓝色
文明密码。

探索、发现宝贵的水下文化遗
产，探源、研究海洋文明的发展流
变，抢救、保护祖辈创造的精神财
富，这是历史赋予宁波水下考古人
的神圣职责，也是来自远古的蓝色
的召唤。在水下，他们找到了与岁月
对话的桥梁，感受着先祖们的智慧
与创造，更忠实地履行着崇高的使
命——唤醒沉睡的历史，保护民族
的记忆。

求索未知，揭示本源——古老港城文明的探寻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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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蓝的海洋，神秘的水底，
充满着未知的惊奇，蕴藏着古老
的遗迹。船行水中，微风拂过，
一批精密的水下考古设备先后投
放进水，一群勇敢的水下考古队
员相继腾跃入海，去追寻那失落
久远的文明，探索那已经逝去的
历史⋯⋯这就是水下考古，一个
机遇和挑战并存的高危行业，一
门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新兴学科。

水下考古学诞生于 20 世纪
中叶。1987 年，中国正式开启了自
己的水下考古“元年”，相继成立
了国家级水下考古工作协调小组
和水下考古学研究机构。从此，中
国水下考古人开始奋力开疆拓
海，涉足曾经望“洋”兴叹的水下
世界。

幸运的是，水下考古进入中
国仅仅十来年后的 1998 年 5 月，
第二期全国水下考古专业培训班
就选择在甬城举办；同年 12 月，
我国第一个水下考古工作站——
原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宁波
工作站又宣告成立，时任国家文
物局局长张文彬来甬揭牌。

这两大起步行动，在拉开宁
波水下考古历史序幕的同时，也
一举成就了宁波开展水下考古的

“先发优势”。
时隔 12 年，幸运的风，又一

次吹开了宁波水下考古的门。

2010 年 7 月 29 日，全国首个
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基地——
宁波基地与全国首个国家级大型
港口专题博物馆、宁波首家“国字
号”博物馆——宁波中国港口博
物馆，在北仑春晓奠基建设。时任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来甬揭
牌，并培土奠基。

次年，宁波基地象山工作站
设立，成为全国首个县级水下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站。时隔 8 年，宁
波基地北仑工作站再次获批。两
站并立，双璧同辉，宁波基地工作
布局逐渐成形、日臻完善。

2013 年 12 月 7 日，时任国家
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到宁波考察基
地建设，并确立了“央地共建，双
重管理”的总基调。

接二连三的好消息振奋了宁
波文物考古界。

“宁波历来重视水下考古机
构的建设与提升，身在其中，我们
更是不遗余力地多方呼吁、积极
推动，终于成功促成首个国家水
下文化遗产保护基地在甬落户，
由此搭建了一个国家级的行业平
台，为宁波水下考古的发展插上
了腾飞的翅膀，也极大地完善了
全国水下考古的工作格局。”回忆
往昔峥嵘岁月，宁波基地主任、宁
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首席专
家王结华十分感慨。

“在国家、省、市、区各级政
府、职能部门的关心重视和全力
支持下，宁波基地与港博一体两
翼、共建共享，经过 4 年奋战，于
2014 年 10 月 16 日落成开放，成为
全国率先建成投用的国家水下文
化遗产保护基地和全国首个大型
港 口 专 题 博 物 馆 ，再 次 C 位 领
跑。”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馆长冯
毅说。

落成开放之际，首届“水下
考古∙宁波论坛”同步举办，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水下文化
遗产公约》 秘书长乌瑞克∙盖伦
博士，以及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
的诸多水下考古专家齐聚甬城，
共庆落成开放盛典，共商行业发
展大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
还专门推送了宁波基地的照片，
并对中国水下考古进展给予了高
度评价。

长期厉兵秣马，只为破水而
出。十年间，集水下考古调查、
发掘、研究和水下文化遗产保
护、展示、交流诸多功能于一
体，以打造我国水下考古重要
行业平台与前沿学术阵地为目
标的宁波基地，与港博风雨同
舟、携手同行，在过往，在现
今，在将来，始终照亮着保护
水下遗产的道路，托举着探索
蓝色文明的梦想。

十年一剑，破水而出——首个水下基地的蓝色梦想

象山石浦，渔山列岛，浪卷云
舒，海天一色。幽暗而静谧的海
底，两名水下考古队员悬浮在海
床表面并排缓缓游动着，他们不
停地晃动手中的专用照明电筒仔
细搜寻，还时不时地腾出手来淘
一淘海泥、翻一翻贝壳。

突然，一声惊喜的呼喊传来：
“队长！我们有发现啦！”

这是 2008 年浙江沿海水下
文物普查一个令人难忘的场景。
水下考古队员口中的“队长”，就
是林国聪——全国第三期水下考
古队员，当时是浙江沿海水下文
物普查工作队的队长。

经过来自全国各地水下考古
队员们的“拨泥见宝”，一艘静静
躺在海底近 200 年的古老沉船逐
渐展露真容，泥沙掩盖的稀世遗
珍也渐次惊艳亮相。这，就是大名
鼎鼎的“小白礁Ⅰ号”。

2023 年，林国聪接替王结华
担任院长，成为宁波市文化遗产
管理研究院的新“掌门”，同时兼
任宁波基地的副主任。

快速成长的“水下甬军”不只
林国聪一位。在各级组织的“有心
栽苗”下，自 1998 年起，宁波不仅
积极争取派员参加了每一期国家
层面举办的水下考古专业培训，
还先后承办了第二期全国水下考
古专业人员培训班（1998 年）和首
届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考古）
培训班（2011 年）。如今，宁波拥有
水下考古队员 10 名，其中水下考

古教练 1 名、潜水长１名；以宁波
水下考古队员为主组建的“探索
蓝色文明——水下考古创新团
队”，相继获评市、省重点文化创
新团队。在地方队中，宁波的水下
考古专业人才储备多年稳居前
列，被国家文物局和全国同行誉
为“水下考古的宁波力量”。

翻 看“ 宁 波 水 下 考 古 大 事
记”，可以看到一位位宁波水下考
古队员的成长轨迹——

傅亦民和王玮是最早参加全
国水下考古专业培训的宁波考古
人，王玮还是我国最早的两名女
水下考古队员之一；

林国聪是全国第三期水下考
古队员，后来成为全国 6 名水下
考古教练之一；

王光远是全国第四期水下考
古队员、全国为数不多的水下考
古潜水长之一，现任宁波市文化
遗产管理研究院副院长；

稍年轻的金涛、雷少、史伟，
和更年轻的李泽琛、梅术文、卜汉
文，也都分批获得了水下考古的

“执照”，如今已成长为“水下甬
军”的中坚骨干和新生力量。

不 同 于 田 野 考 古 的 工 作 模
式，我国始终坚持水下考古“全
国一盘棋”。宁波同样如此，既
大胆“引进来”，也放手“走出
去”。多年来，“水下甬军”从近
海走向远海，从涉海考古延展到
遍及江河湖泊的涉水考古，他们
逐梦深蓝，不仅承担着宁波乃至

浙江的水下考古重任，圆满完成
了浙江沿海水下文物普查和“小
白礁Ⅰ号”、上林湖水域、渔山
列岛等水下考古项目；同时还走
向全国、走向世界，频频出现在
国内外大舞台上。在“碗礁一
号”“华光礁一号”“南海Ⅰ号”

“南澳Ⅰ号”“长江口二号”等全
国重要水下考古和中国援非水下
考古项目中，都活跃着“水下甬
军”的身影。

王光远是浙江省劳动模范，也
是“水下甬军”的杰出代表之一。

2012 年 11 月 ，女 儿 刚 刚 满
月，王光远便接到国家通知，远赴
非洲，展开对肯尼亚马林迪海域
奥美尼角沉船的水下考古调查。

这已是他和林国聪第二次远
赴非洲开展水下考古项目。

在非期间的生活和工作都是
异常辛苦的，每天都要从清晨工作
到第二天凌晨，长期经受着海水的
浸蚀与烈日的暴晒。尽管辛苦，但
王光远觉得值：“2010年至 2013年
间，三度援非水下考古的经历，让
我看到文化的交融碰撞，更看到了
文明的传承发展。”

在非期间，他们还经常向当
地水下考古队员传授工作经验，
将中国先进的水下考古技术方法
留在非洲大地。“在肯尼亚的三
年，我们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还推动了中肯两国在文化遗
产保护领域的合作交流。”林国
聪、王光远两人同时自豪地说。

心向大海，逐梦深蓝——一支考古甬军的水下传奇

再过两天，港城宁波将迎来一个特别的日子——
2014年10月16日，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以下简称宁波基地）与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以下简称港

博）正式落成开放。
光阴似箭。如今，宁波基地与港博满“十周岁”了。
焕新亮相“水下考古在中国”专题陈列2.0版，策划推出“水下24米——‘小白礁Ⅰ号’的故事”主题微展，组

织举办“深水秘境，探源启新”水下考古暨海洋文明创意设计大赛，联合召开多场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议……接下来的一
个月里，宁波和北仑将开展一系列活动为其“庆生”。

河流、湖泊、港湾、近海、大洋……广袤的水域中，无尽的蔚蓝下，深埋着弥足珍贵的文物资源，尘封着多姿多彩
的历史记忆，蕴藏着悠久灿烂的古代文明。这是港城宁波历代先民的厚重馈赠，也是宁波开展水下考古的底蕴所系。

自1998年首次在象山港开展水下考古调查以来，宁波的水下考古事业从无到有，厚积薄发，开始担负起保护水下
文物、唤醒历史记忆、探寻蓝色文明的光荣使命，并逐步发展成为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支撑和宁波文物考古事
业的亮丽名片。

黄银凤黄银凤 //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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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礁Ⅰ号”出水船体构件虚拟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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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基地与港博出版的部分学术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