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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 0 多 年 前 的 南
宋 时 期 ， 一 艘 中 国 式
帆 船 正 准 备 从 广 东 海
域 出 发 去 做 一 笔 大 买
卖 。 首 层 甲 板 堆 积 大
量 铁 锅 和 成 捆 铁 条 ，
船 舱 内 陶 瓷 器 等 货 物
塞 得 满 满 当 当 。 船 刚
从 港 口 补 给 完 毕 ， 中
部 偏 后 的 两 个 隔 舱 码
放 的 全 是 装 满 酒 水 和
各 种 食 品 的 大 罐 子 。
这 时 外 面 正 刮 着 北
风 ， 船 长 心 想 借 着 这
风 势 ， 说 不 定 能 提 前
到 达 目 的 地 港 口 。 然
而 天 有 不 测 风 云 ， 船
行 至 台 山 和 阳 江 交 界
的 海 域 时 ， 不 幸 沉
没 。 1 9 8 7 年 8 月 ， 它
才 被 今 人 发 现 并 最
终 打 捞 上 来 。 此 后 ，
这 艘 被 命 名 为 “ 南 海
Ⅰ 号 ” 的 宋 代 沉 船 ，
其 身 世 、 航 行 轨 迹 、
前 往 目 的 地 、 沉 没 前
的 最 后 离 岸 港 口 等 秘
密 ， 经 过 许 多 考 古 工
作 者 的 接 续 努 力 陆 续
被慢慢揭开……

1.“南海Ⅰ号”的
广东困惑

2 0 0 7 年 ， “ 南 海
I 号 ” 沉 船 整 体 打 捞
成 功 并 顺 利 入 驻 专 为
其 “ 量 身 订 制 ” 的 广
东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博 物

馆 内 ， 一 时 间 举 国 欢
腾 。 经 过 持 续 数 年 的
细致发掘，2019年基本
完 成 了 船 舱 内 货 物 的
提 取 清 理 工 作 。 “ 南
海I号”的发现及打捞
发 掘 工 作 前 后 历 经 三
十 余 年 ， 见 证 了 我 国
水 下 考 古 从 无 到 有 ，
再 到 成 熟 壮 大 的 发 展
历程。

根 据 船 型 及 大
部 分 货 物 特 点 ， “ 南
海 I 号 ” 曾 被 普 遍 认
为 是 一 条 “ 福 船 ” ，
从 福 建 一 路 驶 来 ， 不
幸 沉 没 于 广 东 偏 西 的
海 域 。 随 着 考 古 工 作
的 全 面 展 开 和 研 究 走
向 深 入 ， 这 艘 装 满 浙
江 、 江 西 和 福 建 等 地
窑 口 陶 瓷 器 、 大 量 金
银 及 铜 钱 货 币 、 黄 金
打 造 的 奢 侈 品 、 铁 器
等 货 物 的 “ 福 船 ” ，
它 的 始 发 港 是 哪 里 ，
去 过 什 么 地 方 ， 要 到
哪 里 去 ， 尤 其 是 它 为
什 么 会 在 广 东 海 域 沉
没 ， 船 上 有 没 有 广 东
生 产 的 相 关 货 物 ， 它
是 否 到 过 唐 宋 时 期 “
东 方 第 一 大 港 ” 广
州 ？ 诸 多 问 题 一 直 困
扰着中外学者。

公元前111年，汉
武 帝 平 定 南 越 后 ， 派
出 使 团 从 今 天 的 广 州

出 发 ， 经 南 海 、 印 度
洋出使黄支国(今印度
东 南 部 ) 和 已 程 不 国 (
今斯里兰卡)，正式开
辟 了 沟 通 东 西 方 的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 魏 晋 南
北 朝 时 ， 不 少 外 国 高
僧 从 海 上 经 广 州 来 到
中 国 传 教 译 经 ， 一 些
中 国 僧 人 也 从 广 州 坐
船 由 海 路 前 往 印 度 等
地 区 礼 佛 求 法 。 唐 宋
时 期 ， 从 广 州 出 发 ，
经 南 海 航 路 前 往 东 南
亚 、 南 亚 及 西 亚 、 北
非 等 地 区 ， 是 中 外 使
者 和 商 人 们 的 首 选 。
这 条 自 汉 代 以 来 不 断
延 伸 的 海 道 ， 在 《 新
唐 书 • 地 理 志 》 被 称
为 “ 广 州 通 海 夷 道 ”
， 是 当 时 世 界 上 航 行
里 程 最 长 的 航 线 ， 也
是 中 国 与 世 界 联 系 交
往 最 重 要 的 海 上 通
道 。 “ 南 海 Ⅰ 号 ” 的
沉 没 地 点 正 好 位 于 这
条 航 线 上 。 这 片 海 域
也 是 宋 人 朱 彧 在 《 萍
洲 可 谈 》 记 载 官 方 护
送 商 船 离 开 广 州 ， 准
备 “ 放 洋 ” 出 海 的 地
方 。 以 往 研 究 认 为 ，
除 沉 没 地 点 外 ， “ 南
海 Ⅰ 号 ” 与 广 东 、 广
州 无 关 ， 这 令 人 十 分
困惑。

“ 南 海 Ⅰ 号 ” 第
9、10号舱放满了各种
酱 釉 四 系 罐 ， 早 前 发
现 其 中 一 些 大 罐 肩 部
还 戳 有 “ 丙 子 年 ” “
酒 墱 ” “ 玉 液 春 ” “
吴 字 号 ” 等 印 文 和 印
花 装 饰 。 随 着 发 掘 工
作 的 推 进 ， 又 出 现 了
戳 有 “ 梁 宅 ” “ 邱 宅
号 ” 等 印 文 的 酱 釉
罐 。 这 种 酱 釉 罐 胎 质
较 粗 松 ， 胎 釉 结 合 较

差 ， 釉 层 多 有 脱 落 ，
釉 色 以 青 黄 、 青 绿 、
酱 褐 、 酱 黑 为 主 ， 有
些 在 肩 耳 部 划 写 文 字
或 戳 印 花 卉 、 印 章 铭
记 等 。 类 似 的 陶 罐 在
沉 船 以 及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沿 岸 港 口 遗 址 常
见 出 土 ， 如 “ 黑 石
号 ” “ 井 里 汶 ” “ 华
光 礁 一 号 ” 沉 船 和 北
非 爱 扎 布 港 遗 址 等 都
有 发 现 。 它 们 的 年 代
上溯可以到8世纪的唐
代 ， 下 至 明 清 时 期 ，
主 要 用 来 装 载 瓷 器 、
香 料 、 酒 水 和 食 品
等 。 海 内 外 学 者 多 把
这 种 储 物 罐 统 称 为 “
广 东 罐 ” 或 “ 广 东
器 ” ， 认 为 它 们 主 要
产自广东地区。

“ 南 海 I 号 ” 出
土 的 酱 釉 罐 ， 早 前 有
学 者 认 为 有 些 属 于 “
广 东 罐 ” ， 可 能 与 佛
山 奇 石 窑 有 关 ， 但 最
终 因 为 奇 石 窑 已 发 表
的 相 关 纪 年 材 料 与 “
南海I号”的年代有时
间 差 而 不 了 了 之 。 “
南海I号”到底有没有
与 “ 广 东 ” 相 关 的 器
物 ？ 如 果 有 ， 又 是 哪
个 窑 口 的 产 品 ？ 这 些
谜 团 一 直 困 扰 着 学 者
们。

2.南越国宫署遗址
酒 罐 上 的 “ 商 标 ” 成
为解谜钥匙

2021年，“南海Ⅰ
号 ” 沉 船 、 南 越 国 宫
署 遗 址 及 南 越 王 墓 携
手 入 选 “ 百 年 百 大 考
古 发 现 ” ， 广 东 仅 有
两 个 项 目 获 此 殊 荣 。
考 古 发 掘 研 究 表 明 ，
早在800多年前二者已

结下不解之缘。

南 越 国 宫 署 遗 址
位 于 广 州 市 老 城 区 中
心 ， 自 1 9 9 5 年 被 发 现
以 来 引 起 广 泛 关 注 。
考 古 发 掘 和 文 献 记 载
表 明 ， 该 遗 址 是 西 汉
南 越 国 和 五 代 十 国 南
汉 国 的 都 城 王 宫 核 心
区，也是从公元前214
年 秦 始 皇 统 一 岭 南 至
明 清 时 期 ， 历 代 郡 、
州 、 道 、 路 、 府 等 地
方 官 署 所 在 地 ， 是 两
千 多 年 来 广 州 作 为 岭
南 地 区 政 治 、 经 济 、
文 化 中 心 的 重 要 历 史
见证。

自 汉 代 以 来 ， 地
方 官 署 多 建 于 州 府 的
子城(大城所属的小城)
内 。 唐 宋 时 期 ， 以 今
北 京 路 为 中 轴 线 的 广
州 古 代 城 市 格 局 基 本
定 型 ， 并 一 直 延 续 到
近 代 。 在 宋 代 广 州 子
城 内 ， 沿 中 轴 线 自 南
向北分布有州城门(又
称谯楼)、仪门、设厅
(古代官府、寺庙之厅
堂)、治事厅等主体建
筑 。 在 这 些 核 心 建 筑
的 东 、 西 两 侧 还 分 布
有 其 他 官 员 的 官 署 、
贮 藏 武 器 与 钱 粮 物 资
的 仓 库 ， 以 及 供 州 郡
长 官 游 赏 的 官 署 园 林
等 。 南 越 国 宫 署 遗 址
已 发 掘 的 区 域 正 好 位
于宋代广州知州(兼广
南东路经略安抚使)日
常 办 公 和 处 理 公 务 的
设厅和治事厅东侧。

2005年—2009年，
在 南 越 国 宫 署 遗 址 西
北 部 发 掘 出 一 组 宋 代
的 大 型 建 筑 院 落 的 东
半 部 ， 由 庭 院 、 厅

酒罐“商标”揭秘 800多年前
“南海Ⅰ号”来过广州（上）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清香”印文罐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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