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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1月25日，“奋力”轮带
着长江口二号古船驶入黄浦江畔的上
海船厂旧址一号船坞。百年古船回到
了百年船坞，可谓珠联璧合。这里的
前身，是 1900 年外商创办的瑞镕船
厂，当年投资就高达数十万两白银，在
近代史上亦是赫赫有名。

历时8年搜寻论证，经历79天海
上施工奋战，未来还将在黄浦江畔的
百年船厂船坞旧址上设计修建活态博
物馆，集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展示教
育、考古与非遗活态体验和国际水下
文化遗产科学研究等诸多功能为一体
——上海水下考古首战的大阵仗、大
气魄令人瞩目。人们不免好奇：一艘
清末沉船为何如此重要？

学者指出，眼下，考古工作者已经
初步判定——长江口二号古船是一艘
清同治年间的贸易商船，属于沙船船
型的可能性极大。而上海素称“沙船
之乡”。它的重见天日，对于上海近代
史研究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据《上海洋商史》一书，上海自设县
建城以来，就处于长江三角洲这一“世界
上人工水道的最大集合地区”。开埠前
夕，上海航运的中心正是沙船业，年载航

能力约120万吨，向北有“北洋航线”，向
南可达东南沿海甚至南洋。开埠之后，
中外航运竞争激烈，上海港迅速跃升为
中国航运中心和世界重要贸易港口。

沙船是见证上海“以港兴市”成为
现代大都会的重要航运载体。它的形
象亦因此醒目地出现在上海市市徽
上。当时的上海沙船行业可谓“顶
流”，直接推动了钱庄业、布业、北货业
等在城市中兴起并繁荣。

然而，短短二三十年中，沙船经历
了“领袖百业、富庶江南”的高光时刻，
也经历了在外商钢铁货轮竞争之下的
逐渐衰败。

在19世纪下半叶，全球帆船时代
宣告终结。像“长江口二号”这样的快
速木质帆船，依然全力以赴，与西洋蒸
汽轮船竞争角力了一段时间。“在帆
船消失的同时，仍有一些大型的中国
沙船远航至日本、马尼拉和新加坡。
与此同时，上海成了由外国轮船公司
控制的巨大海运枢纽中心，航线四射，
辐射日韩和欧美。”

据记载，1865年起，外国船舶兴起
于上海。短短几年时间内，两三千艘
沙船多数被废弃搁置，上海沙船总数

锐减。在同治年之后的光绪年间，仅
存200余艘。而到了1896年，宁波海
关的报告显示：这一年沪甬航线上已
经“没有中国民船了”。

如今，由于历史原因，曾盛极一时
的沙船已没有完整实船存世。正因如
此，被初步确认为沙船船型的“长江口
二号”，不仅填补了我国水下考古清代
晚期古船的空白，更为研究近代上海
历史找到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见证，成
为上海在近代秉持海纳百川、兼容并
包精神并跃升为国际航运和贸易中心
与全球重要城市的历史注脚。

据介绍，未来，作为历史建筑的上

海船厂船坞将“变身”为沉船考古基地
和古船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将在那里打
开长江口二号古船的“时光宝盒”，逐步
揭开这艘清代沉船的诸多未解之谜。

“以物论史，以史增信，长江口二
号古船考古为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
心、贸易中心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
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
史场景。”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
记、局长方世忠说，长江口二号古船考
古是一次文物考古和科技创新的深度
融合，“接下来我们将用水下文化遗产
讲好上海故事、中国故事，全面展现中
国水下考古的魅力和科技创新实力”。

“长江口二号”出水，打开近代上海的“时光宝盒”
□ 孙丽萍

2022年11月24日夜间，一艘中部开口的打捞工程船——“奋
力”轮，怀抱着刚刚从长江口横沙水域海底打捞而出的清代晚期木
质沉船“长江口二号”，在拖轮牵引之下缓缓驶向黄浦江畔的上海
船厂船坞。

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打捞和迁徙项目是中国水下考古重大事
件，也是世界首个古船考古发掘、整体迁徙、文物保护与博物馆建
设同步实施的考古和文物保护项目。它标志我国水下考古取得重
大突破，为世界水下考古贡献中国技术、中国经验、中国方案。

集全国水下考古精兵强将之力，历时8年寻觅打捞，长江口二
号古船终于重见天日。如同一只封存近代上海丰富信息的“时光
宝盒”，未来它将如何一一解密文物悬念，又将向世界诉说怎样的
上海故事？

2022年11月21日清晨拍摄的“奋力”轮“怀抱”古船的画面

从2015年到2022年，漫漫8年间，每当水下考古工作者看
不到希望之际又会柳暗花明，长江口二号古船这个“时光宝盒”
重见天日的过程跌宕起伏、一波三折。

“对于水下考古来说，沉船考古是永恒的主题。”国家文物局
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孙键说。

据介绍，我国水下考古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末，比国际上
略晚，但是有自己的优势，已经形成了“国家主导、地方配合、各
部门合作”的模式。中国水下考古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单纯
水下打捞发展到水下遗产保护、展示应用等全方位领域。

与此同时，凭海临风的上海，作为国际重要航运中心和海上
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在水下考古方面的记录却是空白。

上海对水下文化遗产展开了大规模的普查，将目光锁定在
一艘晚清著名船只——“万年青”号炮舰。它是中国近代海军的

“处女舰”，完全由中国研发制造，1868年开工建造，1869年下
水，1887年在吴淞口外水域被英国船只碰撞沉没。

2015年，在水下普查启动四五年之后，国家文物局考古研
究中心、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等单位组成的水下考古队，在
长江口水域反复搜寻，寻找“万年青”。

同年9月，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加入其中。拥有30多年
水下作业经验的打捞局大队长袁立新记得，“当时传达的任务是
——长江口有一条古沉船，至于是铁制的还是木制的，还不能确
定，我们潜水员要下水去摸清楚，在可能的情况下，最好是把沉
船的尺寸给‘摸’出来。”

然而，潜水员随后探明那只是一艘铁质的现代沉船，并非
“万年青”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得到的文物线索，就此中断。
不仅如此，全国水下考古专家组成的这支队伍还经历了一次惊
心动魄的搁浅事故。

但福祸相依，转机也随之到来：潜水员摸到了一个覆盖着厚
厚渔网的大木桩。上海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主任翟杨兴奋地拿起
电话向时任上海文物局副局长的褚晓波报喜：“可能发现了个大
家伙！水下摸到了大桅杆！”寻找一艘承载上海记忆的古代沉
船，似乎有了眉目。

然而，接下来的2016年，水下考古团队在长江口苦苦搜寻
了大半年，竟一无所获。眼看由于天气水文等原因，潜水作业的
时间窗口即将关闭，搜寻工作再次陷入“黑暗”。

天无绝人之路。最后一次下水作业时，潜水员摸到了一个
外形奇特的瓷器。两三天后，他们又一鼓作气，在水下发现了长
约23米的木船船舷。

就这样，人们遇见了沉睡水下的“长江口二号”。如今，长江
口二号古船的基本情况已经探明：这艘木质帆船确认年代为清
代同治时期（公元1862—1875年），所在水域水深8至10米，船
体埋藏于5.5米深淤泥中，残长约38.1米、宽约9.9米，已探明有
31个舱室。从勘测情况看，推测为清代上海广为使用的沙船的
可能性最大。

考古工作者对长江口二号古船的4个舱室进行小范围清理，
舱内均发现有码放整齐的景德镇窑瓷器等精美文物。另外，在
船体及周围还出水了紫砂器、越南产水烟罐、木质水桶残件、桅
杆、大型船材、铁锚、棕缆绳、滑轮以及建筑材料等大量文物。

“以往打捞沉船都有偶然性、被动性，或是船只失事，或是抢
救性打捞，而‘长江口二号’却非常独特。它的发现和打捞都是

‘主动为之’，是上海在文物普查的主动性调查过程中发现的，这
对今后我国大范围的水下文物普查‘摸清家底’和水下遗产考古
与保护特别有启示。”孙键说，发现长江口二号古船，源于上海这
座城市对自身历史文化执着的叩问。

2022年 3月2日，国家文物局和
上海市政府联合宣布启动长江口二号
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项目，消息震动
中外。

在长江出海口水域，水浊流急、瞬
息万变，寻找水下文化遗产犹如大海
捞针，水下打捞亦是极大的挑战。浑
水环境是中国乃至世界水下考古至今
极难跨越的瓶颈。长江口水下能见度
极低，基本“伸手不见五指”。

由此，拥有全球顶尖高端装备制
造实力和工程施工技术的上海，组织
了一支技术“天团”——他们由交通运
输部上海打捞局联合上海隧道股份、
上海电气等企业组成，集成当前世界
最先进的打捞工艺、技术路线、设备制
造，最终研究形成世界首创的“弧形梁
非接触文物整体迁移技术”来打捞长
江口二号古船。

同时，科学家们也跨界“组团”，以
最硬核的科技赋能中国水下考古和水
下打捞，催生出不少技术创新，包括水

下沉船自动识别辅助系统、全球首艘
智能化立体采样无人艇、机器人水下
考古装备等“黑科技”。

2022年9月6日，“长江口二号”
整体打捞工程主作业船“大力”号到达
长江口横沙水域，开始在海上施工作
业。长江口二号古船出水进入了“倒
计时”阶段。

2022年11月20日深夜，长江出
海口横沙水域，两艘巨型工程轮——

“大力”号和“奋力”轮灯火通明。它们
的使命，是携手将我国迄今水下考古
发现的体量最大的木质沉船成功打捞
出水。

在水下，22根量身定制的巨大弧
形梁已经准备就绪，顶部是威力强劲
的隧道盾构掘进装置，尾部搭载推力
巨大的推进装置，构成水下整体打捞
沉船的“神器”。它可以从沉船底部快
速掘进，击穿长江口海底厚厚的泥沙
甚至岩石杂物，将沉船连泥带水抱进
怀中。

随后，整个长江口
二号水下考古遗址，包
括古船船身、海水和淤
泥，被紧紧包裹在22根
巨型钢铁弧形梁构成
的“考古沉箱”中，总重
量达 8800 余吨，以每
小时约4米的速度被提
升浮出水面。

20日与21日交替
的凌晨时分，万物沉
寂，大海无波……“奋
力”轮中央敞开的巨大

“月池”中，逐渐出现许多快速旋转翻
涌的水涡。海水变得如此躁动，像在
宣告水下将有“活物”一跃而出。

21日凌晨零时40分，中国水下考
古新的里程碑时刻——长江口二号古
船断裂的桅杆顶端探出了水面！在此
起彼伏的惊叹和拍照声中，百年清代
沉船沧桑的身躯缓缓浮现，显露真容
——爬满了藤壶，厚裹着淤泥，唯有它

身上分割各舱室的“横隔板”如人体肋
骨般历历可见……

长江口二号古船被确认为目前中
国乃至世界上发现的体量最大、保存
最为完整、船载文物丰富的古代木质
沉船之一，此次被成功整体打捞出水、
重见天日，不仅可为深化中华海洋文
明研究和文明交流互鉴研究提供珍贵
实证，亦将向世界讲述上海故事。

考古工作者探明，长江口二号古船
这只“时光宝盒”内涵丰富。上海市文
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翟杨介绍，目
前，长江口二号古船已清理出水600多
件陶瓷器。这些瓷器大多产自景德镇
窑，也有部分可能产自江苏宜兴窑口。

众多瓷器中，一只清同治景德镇
窑绿釉杯最为特别，被命名为长江口
二号古船上的“001”号文物。这件绿
釉杯小巧玲珑，底部有矾红彩书“同治
年制”篆书款识。正是这个底款，对于
长江口二号古船的年代判定起到了重

要作用。
“景德镇窑于明代宣德年间始烧

绿釉瓷器，至清代早期又引入欧洲技
术，创烧出一种‘西洋绿色器皿’，釉
质上与传统绿釉有所不同，并且是通
过吹釉的方法施釉。这件出水绿釉
杯因长期受海水腐蚀，微呈褐色。但
它自带的上海开埠之初中外文化交

流印记，却依然鲜明。”翟杨说。
在位于岳阳路上的上海文保中

心，科研人员从一只“清同治景德镇窑
豆青地堆白青花松下高士图双耳瓶”
中，取出了藏在它肚子里的50只青花
团龙纹杯。专家解读称，这种款式流
行于晚清民国时期，多用于陪嫁妆奁，
民间俗称“嫁妆瓶”。复旦大学科技考
古研究院的文少卿副教授团队，在古
船淤泥中取样了一些稻壳，然后以碳
十四测年验证出稻壳的年龄也在清同
治时期略早，从侧面佐证了长江口二
号古船已沉睡水下150余年时光。

“二甲传胪图”杯、“吹绿”釉瓷、青
花双耳“嫁妆瓶”乃至越南水烟罐……
从目前收获的文物来看，“长江口二
号”出水的瓷器多为贸易交流瓷，制作
精良，它们如散落海底的拼图碎片，

“拼贴”出一幅上海开埠初期生机勃
勃、文化多元的社会生活图景。

经初步探明，长江口二号古船拥
有31个载货舱室，船载文物数量巨
大。除了已经发现的越南瓷器、景德
镇瓷器甚至来源无法判定的元代瓷器
之外，船上还装载哪些货物？惊喜，或
许很多。

“长江口二号古船船体和船用属
具保存较好，大量船上生活物品展现
了清代晚期商船航行与船上生活的生
动画面，是当时船舶社会的实物反
映。古船船货丰富，可望为研究中国
近代经济贸易史、长江黄金水道航运
史和近代海上丝绸之路提供重要资
料。”翟杨认为。

漫漫8年“大海捞针”
寻找

清代古船重见天日
出水

“时光宝盒”琳琅满目
聚焦

讲述近代上海传奇
回家

2022年3月2日，“长江口二号”古船打捞启动仪式在上海外
高桥码头举行

2022年11月21日清晨，工作人员准备绑扎固定
古船船体的物件

“长江口二号”古船部分出水文物

长江口二号古船出水文物绿釉杯，
底部有矾红彩书“同治年制”篆书款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