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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丹東大鹿島出發約2小時左右，馮雷就示意考

古工作船的舵手就地泊船。他們腳下18米多深的海

底，埋藏着甲午沉艦致遠艦散落的船體。「北洋水

師官兵是為國、為家、為這個民族英勇犧牲的先

烈。我們作為考

古工作者，每次

到這片先烈犧牲

的海域，都會對

他 們 進 行 憑

弔。」面對着寬

廣無人的海面，

馮雷帶領考古隊

成員舉行了簡單

的 憑 弔 儀 式 ，

「默哀一分鐘，

表達我們考古人

對先烈的敬意！」工作船鳴響汽笛，向130年前的

那場戰鬥、那些英勇赴死的無名官兵致意。

作為我國較早一批從事水下調查的考古工作者，

馮雷的工作從未離開過甲午沉艦。「2018年9月15

日，這一天我在水下第一次『見到』經遠艦。」海

床下五米深處，海水刺骨的冷，漆黑中馮雷只能看

到頭燈照亮的2平方厘米的區域。「我已經能看見那

裏有字了，但看不全，就索性把燈關了，用手去

摸。」馮雷閉上眼睛好像回到那個時刻，「這個過

程很平靜，只能聽見我自己

微弱的呼吸聲，我一點一點

地 摸 ， 感 受 字 是 怎 麼 寫

的。」沉浸在黑暗中的 20

多秒，馮雷感到他彷彿進入

到歷史的某個角色中，「就

感覺突然地耳邊傳來炮火

聲、吶喊聲，那些戰爭的場

面就一直在我的腦海中。」

面對沉艦的考古調查，

最重要也是起決定性的工作就是用文物論證沉艦的

身份，經遠艦的發掘就給了所有考古人一個驚喜。

「船體上那兩個字就是『經遠』，是髹金（編者

註：塗上黃金做成的漆）工藝的，裏邊是減肉雕刻

的木頭，即在一

整塊木塊上用剔

刀摳出漢字，完

成後類似浮雕的

效果，和底板連

在一起。」每個

大字面積接近一

平方米，以繁體

雕刻而成，「我

從水下上來後就

告訴每個隊員，

大家見這兩個字

的時候一定要用手觸摸，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對沉艦的珍視，源自對甲午海戰歷史的銘記。

「海戰的前一天，1894 年的 9 月 14 日，恰逢中秋

節，北洋水師從那天開始要集結準備迎擊日本聯合

戰隊，所以官兵們都要給家中寫信，因為不能團

聚。」

馮雷特別回憶起他曾讀到過的經遠艦二副陳京瑩

的兩封家書，那是戰爭爆發前夕，陳京瑩在家與國

的抉擇中，毅然選擇登上戰場，留下了兩封絕筆家

書。「他在信裏就表現出國

家有難，但忠孝兩難全的悲

涼，還有就是明知會戰死疆

場，但他在信中勸慰老父親

『不要悲傷，你的兒子是為

國家赴死』。」馮雷感慨，

這些信件每每讀來都讓人感

觸很深，「這就是當時北洋

水師官兵的真實寫照。」

北洋水師是清朝洋務運動時期為
救亡圖存而建立的現代化海軍，是

清朝新式海軍艦隊中規模最大、投資最巨
者。
1894年7月25日甲午海戰爆發，以中國戰

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告終，損毀的戰艦日
積月累沉埋於海底淤泥之下。歷經威海灣百
餘年潮起潮落後，隨着甲午四沉艦被今人考
古發掘，這段塵封的歷史再次浮出海面。

●實習記者何思熳整理報道

艦沉百年屈辱 字透赴死豪情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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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考古工作者在水下提取致遠艦舷窗。 ●海床表面散落的致遠艦舷窗。

●水下拍攝的經遠艦艦體上留存的「經」字，因
艦體為倒扣狀態，「經」字也為倒立。

●陳京瑩的兩封家書。 資料圖片

●●經遠艦經遠艦

1. 致遠艦
出身：1886年北洋水師向英國訂購致遠和靖

遠兩艘巡洋艦。
艦史：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軍主力在黃

海北部爆發海戰。此戰中致遠艦為掩護旗艦定
遠艦，在衝向日軍艦隊時被魚雷擊中沉入海
底。
發掘：2013年11月8日至18日、2014年4月
3日至28 日，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
心（現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與遼寧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先後兩次組建調查隊開展水下文物調查工作，發現一艘疑似北洋水師沉艦，由
於身份不明確，暫定名為「丹東一號」。2015年7月至10月，展開了「丹東一號」第二期重
點調查，從抽出的遺存中發現了諸多證據，最終明確了「丹東一號」即是致遠艦。致遠艦殘
餘部分在海底淤泥中保存狀況較好，艦體損毀嚴重。

2. 經遠艦
出身：1886年北洋水師向德國訂
購經遠和來遠兩艘裝甲巡洋艦。
艦史： 1894 年 9 月 17 日黃海海
戰，經遠艦受到四艘日艦圍攻，最
終沉沒。
發掘：2018年7月至9月，國家文
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遼寧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連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聯合組隊，在遼寧大連莊

河海域開展水下考古調查工作，搜尋、發現並確認了甲午海戰北洋水師沉艦——經遠艦。艦體
位於水下12米處的海床上，呈倒扣狀態，主體已被海底淤泥覆蓋。

3.「揚威」號、「超
勇」號
出身：1879年，

北洋水師向英國訂
造撞擊巡洋艦「揚
威 」 號 、 「 超
勇」號。
艦史：1894 年 9

月17日黃海海戰，「超勇」號、「揚威」號被日艦擊沉。
發掘：2014年以來，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聯合遼寧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山東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等，持續在黃海北部、威
海灣開展甲午沉艦系列水下考古調查與研究工作。2021年在遼寧
大鹿島南部海域調查發現「超勇」號、「揚威」號。

●●致遠艦致遠艦

●●「「揚威揚威」」號號 ●●「「超勇超勇」」號號

●「四普」工作者準備將側掃聲納設備放入考
察水域中。 于珈琳攝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經遠
艦水下調查隊副領隊馮雷在考古工作船上接
受採訪。 于珈琳攝

▲▲考古工作者在水下對經遠艦的船頭考古工作者在水下對經遠艦的船頭
三角立柱進行測量三角立柱進行測量。。

◀◀裸露在海床裸露在海床
表面的經遠艦表面的經遠艦
鐵甲堡結構鐵甲堡結構。。

▲▲20182018年年，，考古工作者在發現的經遠艦遺址上加裝鋅塊考古工作者在發現的經遠艦遺址上加裝鋅塊（（圖中銀色部分為鋅塊圖中銀色部分為鋅塊），），
實施犧牲陽極保護實施犧牲陽極保護。。這一保護方式與目前原址保護相結合這一保護方式與目前原址保護相結合，，對水下不可移動文物是對水下不可移動文物是
一種常見有效的保護方式一種常見有效的保護方式。。

◀◀側掃聲納觀測到的裸露在海床表面的側掃聲納觀測到的裸露在海床表面的
經遠艦鐵甲堡結構二維圖像經遠艦鐵甲堡結構二維圖像。。

◀ 磁力儀檢測到
的水下沉艦位置
圖。紅色和藍色
區域反映了經遠
艦的遺址區域，
綠色區域代表本
地磁場（就是遺
址所在海域）的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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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碼睇片

今年是甲午海戰爆發130周年。10月下
旬，在甲午海戰的主戰場——黃海海域

的遼寧丹東大鹿島和莊河黑島附近，馮雷再
次帶領「四普」隊員與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
中心工作人員一起，對長眠於海底百餘年的
甲午沉艦系列遺址進行原址核查。「甲午海
戰沉艦調查是整個北方地區水下考古的重
點。」親歷了自2013年以來十餘年的甲午沉
艦水下調查工作，馮雷對沉艦的海底狀態熟
稔於心，「致遠號船體幾乎整體都掩埋在海
床以下，這次通過多次多角度測掃，特別是
通過磁力儀的強度反應來看，殘存船體應沒
有大的改變。」他透露，此次磁力儀強度信
號與2021年核查數據相比，幾乎沒有變化，
這也意味着沉艦殘存並未發生大的改變。

經遠艦倒扣使之保存完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此前跟隨考古隊進行水

下文物普查時了解到，本輪普查也是遼寧首
次將水下不可移動文物納入到文物普查工作
中。在由水下側掃設備實時呈現的二維圖像
上可以清晰看到，經遠艦的鐵甲堡結構保存
完好。「經遠艦的結構比較特殊，由於是倒
扣在水下的，只有鐵甲堡結構是裸露在海床

表面的，這致使它成為甲午沉艦中保存最好
的。」通過磁力儀和遺址現狀，考古團隊綜
合判斷，經遠艦的軍官倉、甲板上的武器裝
備都得以保存了下來。
馮雷表示，對於經遠艦倒扣的狀態，他們
在2018年挖掘時採用了漏斗結構，以防止
水下塌方。出於安全，必須大面積地向下挖
掘才能保證倒扣的船體不會突然傾倒。
百餘年戰艦仍完好保存，馮雷對此認為目
前的原址保護仍是最優方案。「按照國際慣
例，水下不可移動鐵質金屬文物要採用犧牲
陽極的保護方法，以減緩海水對艦體的腐
蝕。」他認為，通過十餘年的考古調查，目
前甲午系列沉艦遺址的水下環境趨於平穩，
下一步遼寧考古部門將倡議劃立水下保護
區，重點調查與局部發掘相結合，為豐富甲
午海戰歷史提供更多扎實的史料實物。

科技手段多維呈現沉艦原貌
本次甲午系列沉艦的水下考古調查分兩個階
段進行。「在今年7月底結束的第一階段工作
中，我們主要完成了對『致遠艦』、『經遠艦』
和『揚威』號、『超勇』號位置數據的全面採
集，並錄入到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數據軟件內，
為今後建立全國不可移動文物資源大數據庫和
文物資源資產管理、空間管控、動態監測提供
科學依據。」記者通過跟隨考古隊進行了近15
個小時的海上考古了解到，在科技手段的助力
下，考古隊工作人員僅手持一台如手機般大小
的終端設備，就可以實現通過普查專用軟件，
精準地採集水下不可移動文物的坐標信息，劃
定文物本體邊界，並對現場照片進行經緯度編
碼。負責此項工作的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
普隊員孫佳星介紹，考古團隊目前使用的北斗
海上GPS系統定位信息精度達厘米級，誤差在

2厘米左右。
10月10日起啟動的第二階段工作，則聚

焦水下不可移動文物的原貌核查。馮雷介
紹，此次採用的側掃技術和磁力儀技術，能
夠實時生成水下二維圖像，探測到準確的水
下沉艦位置。通過設備水下實時上傳的圖形
研判，並與此前數據對比，可以發現目前甲
午沉艦與發掘時的原貌並未發生改變。「側
掃能夠發現海床表面的遺蹟現象，我們仍能
通過圖像看到經遠艦裸露在海床表面的鐵甲
堡結構。」他介紹，磁力儀設備則能夠發現
深埋的金屬等有磁力反應的遺址，當年甲午
沉艦的發掘就得益於這一設備的使用。

今年是甲午海戰130周年。隨着今年

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工作開展，甲午海

戰沉艦系列遺址等一批水下文物遺址遺

蹟被首次納入到全國文物普查成果中。

日前，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國家

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以及遼寧省丹東

市、大連市、葫蘆島市文物部門，共同

開展了對甲午沉艦系列遺址的水下物探

調查工作。「這次的核查結果顯示，甲

午沉艦系列遺址保存狀態與當時一

樣。」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

員、經遠艦水下調查隊副領隊馮雷介

紹，通過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支持

提供的側掃聲納、磁力儀等高精度設

備，在此前第一階段水下文物數據採

集、錄入的基礎上，實現了對海床表面

以及海床以下水下不可移動文物的全面

核查。同時，根據目前技術手段及水下

文物保存現狀，馮雷認為「原址保護，

並在發掘時加裝鋅塊進行犧牲陽極保

護」仍為最優解決方案。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

丹東大鹿島報道

圖：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