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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电（记者 邓瑞璇 黄垚）位于广东
阳江的海陵岛已经显露夏日的气息，不少游客来到
这个海岛享受阳光沙滩和碧波无垠的南海。在海
滩边，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是游客必选的“打
卡点”。博物馆内，静静陈列的“南海Ⅰ号”近期再
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5月初揭晓的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广东“南海Ⅰ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入选。

这是一艘在考古业内鼎鼎有名的古船。1987
年，这艘沉睡了800余年、满载货物的沉船进入人们
视野。彼时中国水下考古刚刚起步，面对“南海Ⅰ
号”，考古人并无十足的把握。此后，经过多年的水
下考古培训与项目经验积累，专家最终提出了一个
大胆的方案——整体打捞。

2007年，经过被业内认为是“前无古人”的整
体打捞和迁移式保护之后，“南海Ⅰ号”被安置于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水晶宫”内，进行保
护、发掘、展示一体的考古工作。此后，考古发掘
项目组先后开展两次试发掘，最终确定以“饱水发
掘方法”实施考古发掘。

2019年，“南海Ⅰ号”船舱内货物清理完毕，文
物总数超过18万件（套），包括各类金、银、铜、铅、锡
等金属器，竹木漆器、玻璃器及人类骨骼、矿石标
本、动植物遗存等，其中尤以铁器、瓷器为大宗。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南海Ⅰ号”保
护发掘项目领队崔勇介绍，由于“南海Ⅰ号”采用的

是前所未有的整体打捞方式，对船体的考古发掘过
程也是在验证这一打捞是否成功。2019年对船舱
内部清理完成，发现了完整的船底，没有因为整体
打捞受到破坏，因此才可以确定整体打捞从方案到
实施是成功的。

“若以后再有保存较好的沉船，‘南海Ⅰ号’的
模式是可以借鉴的。但具体方法不是最重要的，目
的还是最大限度提取信息。”崔勇说。

“‘南海Ⅰ号’对中国水下考古的开创性意义，
或可与殷墟对于中国陆地考古的开创性意义相媲
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说。业内
专家评价，“南海Ⅰ号”整体打捞和保护发掘工作伴
随我国水下考古30余年发展历程，是我国水下考古
事业快速发展的缩影，堪称世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的典范之作。

目前“南海Ⅰ号”考古发掘进入最后阶段，文
物清理从船体内侧转向外侧，预计将于2021年正
式完成考古发掘。

“再过两年我就要退休了，有幸能看到这艘船
发掘完成。而这个项目的保护、研究完成，还需要
未来几代水下考古工作者、文物保护工作者继续接
力。”崔勇说。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所副所长、
“南海Ⅰ号”保护发掘项目保护组组长李乃胜介绍，
由于古船历经800余年海水侵蚀，加上大量铁器凝
结物的锈蚀污染，船体构件较为脆弱。“‘南海Ⅰ号’

船体是所有文物中价值最大、也是保护难度最大
的。它像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保护起来极具挑战
性，但值得去做。”

李乃胜说，现阶段的船体保护工作主要以保湿
加固、适时防腐、防虫、喷淋系统的升级建设为主，动
态监测船体病害分布情况，其中喷淋系统的设计建设
研究至关重要，这是今后船体各保护阶段能够顺利开
展的硬件保障。依托喷淋系统，未来将对船体进行清
洗去污、脱盐脱硫、填充加固、船体修复等长期保护。

目前，6人组成的保护团队长期驻守发掘现场
进行文物保护工作。在研究新材料和新工艺的同
时，他们也在培训一支文物保护修复工程队，争分
夺秒地进行文物保护工作。

在被称为“水晶宫”的考古现场，“南海Ⅰ号”的
保护、发掘和展示在同步进行。考古、保护、测绘等
工作细致烦琐却有条不紊，文物被仔细码好摆在周
围。透过四面和顶部的玻璃，古船、沉箱以及考古
现场被完完整整地展示出来，吸引不少观众驻足，
好奇地探望。

面朝南海，“南海Ⅰ号”这艘沉睡了800余年的
古船正在逐渐苏醒。它被形容为一颗“时间胶囊”，
封存了800余年前一段鲜活的历史。船要去向何
方？为何沉没？船上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船员会
有哪些故事？随着考古披露出更多信息，业界学界
的研究正在积极推进，“南海Ⅰ号”隐藏的秘密或将
一一被揭开。

“水下殷墟”：“南海Ⅰ号”见证中国水下考古发展

壮美故宫600年

故宫建筑之精华：太和殿
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是明清时期宫殿建筑，中国古代宫殿建筑之精华，是中国现存最大的

木结构大殿，位于北京故宫南北主轴线的显要位置。

■ 郑泽合

镇殿之宝 神秘古符牌

中国古代皇家拿什么来镇殿？太
和殿的房梁之上，到底隐藏着怎样的镇
殿之宝？故宫如今披露了太和殿中隐藏
的五座神秘符牌。

这五座符牌的供奉极有规律，以太和
殿正中悬轩辕镜正上方的藻井平台中央所
供符牌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方分别朝向正中
各供奉一座。符牌由于雕刻着镇殿神符，故
又称为“符板”。正中央的一块符牌高约
37.5厘米、宽23厘米，以产于东北的高丽木
所制，前置香炉、蜡台、灵芝。符牌正面由上
而下共分为四层，由佛教护持真言、神明和北
斗七星图组成，背面由镇殿七十二符组成。

清宫《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记
载，雍正九年八月十二日（1731年），雍正降旨
在养心殿安黄铜符板一块，太和殿和乾清宫
分别安木符板各一块。据此可知，此处符牌
至少有一块应是雍正九年供奉在太和殿上
的。故宫专家介绍，雍正九年，正是雍正帝
被病魔缠身，让道士为其治病之时。此牌
上的佛教经咒中既有汉传佛教经典的经
咒，又有藏传佛教的心咒和咒牌，显然是
汉藏合一的形式。

太和殿是北京故宫中的杰作，作
为中国明、清两代行使最高权力的
所在地，它巍然屹立的雄伟风姿，
绚烂夺目的色彩搭配，凝聚着中
国古建筑深沉丰富的文化内涵
和瑰丽壮阔的艺术光华。

能工巧匠 重檐庑殿顶

太和殿是紫禁城内体量最大、等级最高的
建筑物。它面阔十一间，进深五间，长64米，宽
37米，建筑面积2377平方米，连同台基通高约
35米。

太和殿在修建时，用料极为奢华。殿内共
72根大柱，要知道，整个太和殿为重檐庑殿顶，
这种顶式是明清时期所有殿顶中等级最高的。
庑殿顶又叫四阿顶，是“四出水”的五脊四坡式，
又叫五脊殿。这种殿顶构成的殿宇平面呈矩
形，面宽大于进深，前后两坡相交处是正脊，左
右两坡有四条垂脊，分别交于正脊的一端。在
庑殿顶之下，又有短檐，四角各有一条短垂脊，
共九脊。屋脊两端安有高3.40米、重约4300千
克的大吻，在中国古建筑的岔脊上，都装饰有镇
瓦兽，这些镇瓦兽排列有着严格的规定，按照建
筑等级的高低而数量不同，北京故宫太和殿上
的镇瓦兽最多（共有10个），这在中国宫殿建筑
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重檐庑殿顶单是一条大吻就重4吨多，只靠
着72根立柱支撑，实是能工巧匠之功。这72根
立柱在明朝用的是楠木，单是每根立柱都是整
棵楠树制成就已经能凸显其珍贵，但是在数次
大火之后，珍贵的楠木立柱早就焚烧殆尽了，到
了清朝重修的时候只能用松木来代替。

敲之有声 断之竟无孔

五百年前，有一种价比黄金的皇家御用细料
方砖被铺在北京故宫的宫殿中。这种方砖造型
方正厚重，色泽黛青光润，古朴中透着典雅与高
贵。尤为特别的是，轻轻敲击这种方砖，能听见
清越的金石之声，因此这种细料方砖有一个特殊
的名字——“金砖”。这种“金砖”曾是大明皇宫
最爱的建筑材料，永乐皇帝朱棣曾为其钦封，故
又称“御窑金砖”。

清代康熙年间，大清皇帝玄烨决定重修北
京故宫，铺制太和殿时所用的材料就是这御窑金
砖。整座太和殿共铺设金砖4718块，虽然已历
经三百多年的岁月磨洗，但仍旧光亮如新。

只有苏州陆慕御窑村砖窑出产才是真正意
义上的“金砖”。陆慕御窑村烧制“金砖”起始于
1413年，至今已有600余年，每一块明清时期出
产的“金砖”都有单独的款识刻印，标识着它们的
身份。金砖的原料取自御窑村当地特有的黄泥
土，这种泥土黏而不散、粉而不沙，被称为澄泥。
烧制“金砖”的澄泥只选中层土，也就是去除了上
面一层的浮土和杂土后得到的纯黏土，若挖得再
深黏土就会含沙，含沙则松散不耐磨，故制作“金
砖”只选取最优质的中层土。

在古老的制砖工艺中，一块金砖的诞生需要
经过备料、制坯、烧窑、窨水等二十四道工序，是
对工匠技术技术、、经验经验、耐心和毅力的巨大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