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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之旅
中国航海博物馆篇

船舶从史前刳木为舟起，经历了
独木舟和木帆船时代，至19世纪末第
一艘钢船问世，钢船时代开始，船舶动
力也由19世纪初的依靠人力、风力等
发展到使用机器动力。中国是世界上
造船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传统中
国木帆船的船型十分丰富，据统计，到
20世纪50年代有千种左右，仅海洋渔
船的船型就有二三百种之多。众多船
型的产生，与我国内河川流及绵长海
疆的复杂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

中西古船大不同

有专家指出，中国传统航海帆船
以其船体外形线型尺度比例、桅杆缭
索帆装舵锚属具齐全、木隔舱结构钉
捻工艺、民俗内设外雕绘饰色彩等四
项特征傲立于世界帆船发展前列，并
被西方称为“戎克”或“容克船”，而有
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古代帆船。

相对而言，西方船多仿鱼为船型，
中华船多仿水鸟为船型，呈现首尖且
线型流体特征。就船帆而言，西式帆
多为三角或方形软帆，而中式帆多为
百叶帘式，且带竹、木撑条，是由麻布
或竹席制成的矩形或扇形可升降和折
叠的硬式帆蓬。中国航海博物馆藏有
大量中式与西式船模，清晰地展示了
中西方帆船的不同。

中国古船的“主力军”

中国古代船型的名目和种类繁
多，但是大体上说，从船首形状来分，
可分为尖首和方首两大类；从船底式
样来分，可分为尖底和平底两大类。
在历史的演变中，福船成为最著名的
尖首尖底船型代表，沙船则成为最著
名的方头、平底船代表。在我国古代
航海木帆船的众多船型中，福船、沙
船、广船和鸟船是最有名的船舶类型，
其中福船、广船多行南洋，沙船多行长
江以北内海及内河。古人先后发明了
多种船型，其中四大古船集合了众多
黑科技，是水上运输、捕鱼谋生和近海
作战的主力船型。

1.福船
福船主要用作海上商贸船，这种

在福建建造的船舶可能源自一种福建
白水郎特有的鸟船，而它又是从卢循
发明的八艚舰衍生来的。尖底阔面、
首尾高昂以及具有良好水密性的福建
船到北宋末时就获得了“海舟以福建
船为上”的赞誉，从此成为我国的代表
性海船。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福
建船还被选作外交使节乘坐的官船。
在明朝中叶以后，被改造成了各式战
船，因此有了“福船”的专称。

2.广船
与福船相比，广船以船身巨坚、

巨幅扇形船帆和开孔舵等为显著特
征。其起源于春秋时期或更早期，唐
宋时期发展成熟，并定型于元明，是
优秀中式帆船船型之一。据《海防纂
要》记载，广船多用铁力木制成，因此
远比松、杉木所制的福船坚固。受坚
硬材质影响，福船多需烧洗以避免海
虫蛀蚀，广船没有虫蛀烦恼且经久耐
用，寿命可长达60年之久。但广船船
型下窄上宽，行于里海则平稳，行于
外海则易动摇，且其调转不如福船便
捷，因此郑和下西洋广用福船远行海
外各地。

3.沙船
沙船作为中国古代近海运输海船

中的优秀船种，由于有防沙之能，故被
称为“防沙平底船”，明朝以后明确称
之为“沙船”。作为中国“四大古船”之
一的沙船在唐宋时期已经成型，由于
沙船载重量大、适航性佳且航速快、船
舶稳性好，非常适合北方尤其是上海

周边多沙的近海环境，故而沙船在内
河及沿海运输中使用极广，成为我国
重要的北洋航船。元时漕粮北上，上
海附近的江苏太仓刘家港成为漕粮海
运的起始港，沙船业因此而恢宏一时，
并带动了太仓及其周边地区的发展。

上海开埠前后，沙船运输业已形
成了一个规模巨大、资金雄厚、利润丰
厚、影响广泛的行业，不但承担了南漕
北运的繁重任务，而且在上海乃至江
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不容忽视
的作用，对上海发展的特殊意义成为
其作为上海市市徽构成部分的历史缘
由，上海也以“沙船之乡”称号被载入
史册。

4.鸟船
作为最后一种出现的木帆船，鸟

船创造了中国木帆船最后的辉煌。因
航行速度快，如海上飞行的水鸟，故名
鸟船。因船眼上有绿色的眉毛，又称

“绿眉毛”。鸟船诞生于嘉靖年间，最
初的船型修长，艏艉尖细，船身低矮，
三浆一橹，可容纳三五十人，是浙江沿
海常见的小型渔船。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先
进的造船工艺，在沙船、福船、广船和
鸟船上都有使用，有些技术至今仍然
广泛应用于各类船舶。比如最典型的

“水密隔舱”，明代制造的远洋航船上，
一般都有很多个这样的隔舱，它可用
来放货物，还能提高船的安全性能，当
其中一个舱进水时，由于其他舱位密
封，所以船只不会下沉。18世纪末，这
种结构引起了西方人的注意，并被逐
渐采用。

新华社重庆电（记者 刘恩黎）记
者近日采访获悉，重庆市文化遗产
研究院日前完成了 2019—2020 万州
天生城遗址三期考古工作，研究院
在该遗址新发现南宋时期的房址、
排水沟等多处遗迹，并出土了多件
宋代礌石。

天生城遗址位于重庆市万州区
周家坝街道天生城社区，地处长江北

岸，城址依山势而建，绝壁凌空，曾是
西南地区宋蒙（元）战争山城防御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国务院
将天生城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方
刚介绍，该院于近期完成了天生城遗
址三期考古工作，此次考古在既往工
作基础上再次对遗址的东部区域开展

了集中试掘，新发现南宋时期的房址、
排水沟、水井、灰坑等遗迹，并出土了
瓷器残件以及铜钱、礌石、筒瓦、石臼、
石碾盘等遗物标本500多件，其中包括
19件珍贵的宋代礌石。

据了解，在宋蒙战争期间，天生
城遗址以其重要战略位置和优越的
地理条件而被纳入重庆地区山城防
御体系，自始建到被元军攻克历时30

余年，在此期间，万州治所也迁往天
生城内，成为万州地区的政治、军事
中心。

“此次在天生城出土的诸多生产
生活器具和军事武器等遗物，均是天
生城遗址蕴含的历史价值的直接反
映，对于研究宋蒙战争的历史进程以
及整个山城防御体系具有重要的历史
价值。”方刚说。

重庆万州天生城遗址发现宋代多处遗迹和礌石

中国古船，因何傲立世界
中国古船的海上开拓之旅

古代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是“海
上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支撑和保障，
风帆和船舵技术促进“海上丝绸之路”
航线不断开拓，航程越来越长。

西汉时的商船队已经能够通过马
六甲海峡抵达印度半岛南端东岸的黄
支国（今马德拉斯附近）；南朝时期中
国船队已绕过印度半岛，沿岸航行抵
达北印度洋、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地区；
唐代船队从广州出发，南下穿过马六
甲海峡，横越孟加拉湾直至印度半岛
南端，再沿印度半岛西岸和阿拉伯海
沿岸，经波斯湾再度南下至东非海岸，
实现了连接亚非的洲际航行；宋元时
期，中国船队横跨印度洋，航迹遍及西
太平洋和北印度洋沿岸；明代郑和下
西洋是规模最大的航海活动，船队最
远到达赤道以南的东非海岸；到了清
代，中国航船已远航美洲。

宋元之际是中国航海史上的重要
时期。这一时期中国船队由马六甲海
峡自东向西横跨印度洋，直抵阿拉伯
与东非，不需要再沿着印度半岛东西
海岸航行。从航海技术角度看，宋元
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古代航海
史上有重大突破，实现了中国船队的
跨印度洋航行，开拓意义极其深远，是
郑和下西洋的先声。宋元之前的印度
洋航路基本上属于沿海和近海性质，
唐代也仅实现了横渡孟加拉湾的航
行。跨洋航行比沿海、近海航行难度
大得多，由于离岸远、海洋跨度大、航
程长，势必要求船队食品、淡水等的储
存和供应量大幅增加，对航途中抵御
恶劣自然条件和自救能力的要求更
高，没有先进的船舶和精湛的航海技
术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宋元时期的
跨洋航海是“海上丝绸之路”历程中的
一个重要里程碑。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