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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谜题已经破解

青年报记者来到杨浦区上海船厂
旧址1号船坞，这里已经在进行封闭施
工，长江口二号古船就在里面。上海文
物保护研究中心专家赵荦透露，目前船
坞上的大棚已经建设完成，对于长江口
二号古船的进一步研究很快就将开始，

“一切就像开盲盒”，到时一定会有更多
意想不到的精美文物现身。而按照规
划，未来这里将建成一座全新的博物
馆，这就是上海博物馆北馆。

将近两年前的2022年11月25日，
就是在这个地方，青年报记者见证了长
江口二号古船从沉没的吴淞口水域被
运送到船坞的全过程。长江口二号古
船确定是一艘商船，尽管目的地不了
解，但专家初步判定上海是这艘船的始
发地，所以在时隔150多年后，古船进
入上海船厂旧址1号船坞，等于回到了
自己的母港，是真正的“回家”。

当时专家说，长江口二号古船还有
诸多未解之谜。比如它到底是一艘什
么船？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建成的？150
多年前的那次永远无法抵达的目的地
到底是什么地方？它又是为何沉没？

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专家赵荦
说，经过紧张的考古工作，现在有一些谜
题已经解开。比如说，长江口二号古船
确定是一艘沙船。所谓“沙船”不是“运
沙之船”，而是当时很普遍的一种商船。
这种始于唐代的平底木船因为可以防
沙，所以适合远洋航行。据称，15世纪
郑和七次下西洋，就有大队的沙船随航。

此外，“这是什么时候的古船”的谜
题也已因船上一只绿釉杯的现身而被
破解。赵荦介绍说，2016年对古船进行
水下考察时，他们初步判断木船的年代
为清代早期。但后来逐步发现没有那
么早。这次考古专家们在船中发现了
一只绿釉杯，杯底有矾红彩书“同治年
制”篆书款，这是长江口二号所有瓷器
中，年代最晚的一只，所以他们就据此
将古船年代定在了清同治年间。

探究：
越南窑水烟罐说明了什么？
作为一条商船，长江口二号古船里

发现了大量瓷器。这些出口的瓷器一
般被称为“外销瓷”。和官窑相比，“外
销瓷”在很多人看来品级并不算高。不
过，古船里出现的瓷器却有不少精品。
去年，有关方面甚至在上海市历史博物

馆举办了一个名为“江海撷珍——长江
口二号科学考古进行时”的展览，展出
了古船里的95件/组精美文物。

前面说到的那只有“同治年制”篆
书底款的绿釉杯，因为对判定古船年代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被专家们命名
为“001号”文物。赵荦告诉记者，现在
看到这个杯子的颜色近褐色，这是因为
绿釉含铅，铅是一种不稳定的元素，从
水下打捞出来后，接触到了氧气，氧化
反应让瓷器外表变色，它原来应该是一
种葱绿色，相当惹眼。

当然，古船上有一只越南合礼窑淡
青釉水烟罐尤为引起青年报记者的关
注。在一艘从上海出发的沙船上发现了
一只越南产的水烟罐，这本身就是一件
耐人寻味的事情。有专家推测，这或许
是去过越南的中国船员所购用，也或许
说明古船上有东南亚籍的船员。同时，
船体所用的一些木材，据考证也来自东
南亚一带。这些都在说明，起码在150
多年前，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就相当密
切。另外，这是不是也在暗示，长江口二
号古船的目的地是东南亚方向呢？

以港兴市：
从青龙镇到长江口二号古船
长江口二号古船是一艘沙船，是当

时上海众多沙船中很普通的一员。只
不过因为机缘巧合，它成为了水下文

物，受到了今人的重视。
据中国船史研究学术委员会资

深会员何国卫考证，到了明代嘉靖中
期，沙船聚集在上海大概有三千五六
百号。计算一下的话，上海港所有沙
船一次装载量可以达到 20 万吨到 30
万吨，整个沙船里的船员合起来的话
大概可以有 10 余万人。当时上海作
为航运贸易之都的繁荣景象由此可
见一斑。

但是上海的航运贸易中心并非始
于长江口二号古船。说到海上贸易，就
不得不提到目前位于上海青浦的青龙
镇。此镇有良港，因航运贸易而兴，曾
为上海第一古镇，也是上海最早的贸易
港和经济中心。

据考证，在北宋时，单青龙一镇的
商税额就已超越华亭县（今松江区），仅
次于所属秀州地区的秀州城（今嘉兴
市）。即便跟一旁富甲天下的苏州地区
比，青龙镇也毫无悬念地超过了苏州城
外的所有城镇，在全国超万贯商税额的
市镇中排名第五。青龙镇兴盛于唐宋，
衰落于元代，是上海商贸史的起源。而
衰落的原因是水道岸线的变化。

青龙镇衰落了，但上海作为航运贸
易中心却一直长盛不衰。青龙镇之后
还有唐行镇，各种港口层出不穷，此消
彼长。直到长江口二号古船起航，开始
了那场永远无法抵达目的地的航程，这
种繁荣的航运贸易就没有停止过，以至
于现在，上海仍然是国际航运中心。所
以说，上海的繁荣并不是突然而至的，
起码在1000多年前的青龙镇就已经在
做铺垫，而长江口二号古船显然只是这
种千年辉煌的一个缩影。把古船放在
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来看，其文化意义
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艘百年木质沙船自
身的价值。

说到“上海之根”，上海作为国
际航运中心的起点在哪里？这个
起点应该算在1000多年前的青龙
镇的头上，而目前正在被进一步考古发
掘的长江口二号古船，无疑是这个千年辉煌的缩影。其实海中的沉船数
不胜数，但上海对长江口二号古船不仅进行了至今长达8年的考古发掘研究，
还要为其专门建一个博物馆，由此可见这艘古船的文化意义所在。上海无疑是

“以港兴市”最好的注解。在古代，无数像长江口二号古船这样的商船，从青龙镇这
样的良港出发，驶向世界各地，不仅带去了中国的优质商品，也带去了中华文化。这
无疑也是上海对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重要贡献。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江海遗珍 上海“船”奇

沉船打捞出水的四爪铁锚。

长江口二号古船打捞出水顺利入坞。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常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