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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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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宋
建忠表示，中国深海考古
近年来的迅猛发展，离不
开 深 海 科 技 的 强 力 支
撑。以“深海勇士”号为
代表的载人深潜器高频
次下潜作业，大大提高了
工作效率。如今，中国深
海考古已经积累了丰富
的操作经验和完善的技
术流程，他表示：“相较于
欧美国家而言，中国深海
考古依托国家级科研机
构与专项投入，从考古发
现和技术水平上来说，在
国际上都是领先的。”

近年来，随着大众对
文博的关注，众多考古队
长、专家学者开设自媒体
账号，面向公众科普考古
学知识，成为一种现象。
宋建忠透露，早在2009年
担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所长时，他就策划实施了

“走近考古，步入宋金”的
讲座活动，拉开了山西考
古走向公众的序幕。诸
多媒体以公众考古的“破
冰之旅”来形容。宋建忠

持续参与公众考古，在他
看来，“专业考古人面向
公众科普，既能避免误
读，也能让公众更直观地
理解文化遗产的价值。”
除此之外，像《里斯本丸
沉没》等影视作品的播
出，再现了一些重大历史
事件，同时可能也会引发
公众对于海洋探测、水下
考古的兴趣，也是好事。

水下考古是否需要
考古人员掌握游泳甚至
潜水技能？宋建忠笑言，
水下考古是考古分支，需
要掌握考古学扎实的学
科技术，也会进行一些潜
水培训。如今的深海考
古已经成为系统性工程，
考古人借助载人深潜器
下潜作业，掌握游泳或者
潜水技能只是锦上添花。

中国深海考古的航
程，既是向历史深处的溯
源，也是向未来科技的拓
路。当科技之光照亮幽暗
海底，沉睡的文物终将讲述
更完整的人类文明故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雷蕴含

近年来，宋建忠主持了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沙群岛出水陶
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和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水下考古探测
关键技术研发”，组织领导了我国
深海考古系列发现，并于2018年4
月乘“深海勇士”号进行了我国首
次深海考古作业，填补了中国深海
考古的空白。正在主持的国家文
物局重大项目“南海西北陆坡一
号、二号沉船考古调查”荣获“2023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宋建忠的讲座以《水下考古与
海上丝绸之路》为题，分三个部分：
水下考古学是什么，何谓海上丝绸
之路，水下考古所见到的主要沉船。

据宋建忠介绍，水下考古学是
考古学分支或重要分支，是陆地考
古向水下的延伸，又是历史学的组
成部分，是历史学在时间和空间方
面的延伸和拓展。水下考古学主
要研究淹没于水下的人类物质文
化遗存。它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
的西方地中海地区，其产生与人类
好奇寻宝、近代科学和考古学发
展、轻潜技术发明有关。

中国水下考古诞生于 1987
年，标志性事件有：当年3月，国家
水下考古工作协调小组成立；8月，
水下考古意外发现“南海I号”；11

月，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
究室成立。此后，中国水下考古事
业发展突飞猛进。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
与亚非欧各国商贸往来、文化交流
的海上通道，与“陆上丝绸之路”共
同构成古代东西方交流路网，形成
于秦汉时期，跨越2000余年，深刻
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宋建忠介绍了多个重要沉船，
例如南海I号沉船、新安沉船、三道
岗沉船、南澳 I 号、长江口二号沉
船、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
等。其中，曾经荣获“2023年度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考古项目，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于
2022年10月发现，2023年至2024
年进行深海考古调查。一号沉船
长37米、宽11米，出土890件套文
物，有多种瓷器、铜器等，器物种类
丰富、色彩鲜艳，还有特色珐华器；
二号沉船长21米、最宽8米，船货
主要是原木（乌木），还有少量陶瓷
器等。专家推测，一号沉船为明代
正德年间，二号为明代弘治年间，
分别是外销和回航船只。这两艘
沉船是深海考古的重大发现，再现
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繁盛，标志着中
国深海考古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为
水下考古开拓新领域。

2

中
国
深
海
考
古
国
际
领
先

专家解读深海考古的故事
水下考古，必须要会潜水吗？

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地球是一颗蓝色的星球，它的表面有 71%被海洋所覆盖。

千年以前，先辈们扬帆远航，穿越惊涛骇浪，闯出了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打开了通

往世界各地的门户，书写了人类发展进步的篇章。

四川博物院“传奇之旅——马可·波罗与丝绸之路上的世界”特展正在热展，来自意大利和中

国的文物珍品，为观众带来一场穿越时空、领略东西方文明交融的视觉与文化盛宴。3月15日，

川博特邀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海深海考古研究院）院长、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宋建忠进行学术讲座，为观众解读与水下考古相关的问题。

宋建忠在讲座现场。陈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