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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海上絲綢之路與香港有什麼聯繫？帶給今天的港人什麼
啟示？「從灣區啟航：『南海I號』與海上絲綢之路」展覽自去年
8月起在香港文物探知館開展，展出包括盛裝美酒的「廣東罐」等
在內的255項展品，揭示了香港在海上絲路歷史進程中的角色。如
何運用香港相關的展品襯托「南海I號」這艘「明星船」，是香港
文物探知館一級助理館長李曉慧和同事們的重要任務。
作為策展團隊主力成員，李曉慧是第一次參與大規模的水下考古
展覽。她在發展局古物古蹟辦事處的香港考古資料系統裏反覆查
找，發現香港九龍城宋皇臺聖山遺址出土的陶片上與酒器、美酒相
關的印文，同「南海I號」出土的「廣東罐」十分相似。「看到這
些相似的地方真的很興奮，它們是有關聯的。」李曉慧激動地說，
這進一步說明香港曾經是海上絲路的中轉站之一。
「廣東罐」是指唐宋以來海上貿易使用的儲物罐，產地集中在華
南，在東南亞、東亞乃至非洲等海外市場佔據一席之地。香港位處
沿海地區，不時有「廣東罐」殘片出土。據導覽介紹，秦漢以降，
以廣州港為中心、香港及澳門等地為中轉站的多層次貿易港口體系
逐漸成型。策展者以「廣東罐」作為亮點，加上香港不同考古遺
址、尤以聖山遺址出土居多的同類醬釉「廣東罐」殘片，反映香港
自宋代以來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節點，在對外貿易中扮演一定
角色。

多元化模式提升展覽吸引力
此次展覽在港展出的文物，包括南海窯醬釉「淳熙十年」印文四
繫罐、景德鎮窯青白釉印花枝梅紋花口碗、龍泉窯青釉刻劃蓮紋折

腰花口碟等。「大的罐子我拿不動，但是小的陶片我可以拿在手
上。」談到文物的運輸過程，李曉慧微笑着攤開手掌，「就好像把
歷史的一部分放在手裏。」她描述着這種沉甸甸的感覺，彷彿手裏
還拿着那些陶片。
從考古學專業畢業以後一直從事文物保護工作的李曉慧認為，實

地參觀文物有助培養公眾，特別是少年兒童對考古的興趣。讓歷史
生動活潑地呈現出來，是香港文物探知館辦展的宗旨，此次「南海
I號」展覽從構思策劃到場地布置都經過精心設計。
在展廳裏，除了關於展品的詳細文字介紹，策展者還設計了幾本

「航海日誌」，模擬船員點算動物、美酒、鹹鴨蛋等隨行物資的口
吻，講述當時船員的工作生活；多媒體互動裝置則以電子時間軸的
方式介紹如何通過文物鎖定沉船時間——據考古專家推斷，「南海
I號」於南宋淳熙十年（1183年）或不久以後，在廣東往南海的航
道上沉沒。

文物諸多未解之謎刻字助揭開
儘管十多年間考古工作不斷進行，「南海I號」依然有諸多未解
之謎，沉船原因、航行目的地、文物具體數量等還只是推測。「謎
不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嗎？」李曉慧說，有猜測的空間，才有讓人繼
續探索的慾望。
展櫃裏，2018年出土的德化窯青白釉墨書雙繫罐，底部刻有

「鄭盡金記直癸卯歲次」字樣。李曉慧指着這件文物，向記者示範
如何尋找揭開謎團的線索。她說，「癸卯歲次」就是這件文物的生
產日期，證明它在癸卯年被生產出來，帶到了商舶上等待交易。與

德化窯青白釉墨書雙繫罐同年出土的南海窯醬釉印文四繫罐，上面
刻有「淳熙十年」字樣。兩者在時間上相互佐證，確定了「南海I
號」的沉船時間為1183年或不久以後，為後續考古工作提供了重
要線索。「就是看似不起眼的小罐子，鎖定了『南海I號』最後的
出航時間。」李曉慧邊說邊介紹展廳裏的文物。
此次展覽將持續至2025年2月12日，並面向公眾開放講座和工作

坊等系列文化活動。展覽主辦方希望為觀眾再現「滄海雲帆，貿遷
有無」的歷史，以及灣區人民千年來探索海洋的勇氣，讓大家認識
到：無論是昔日的海上絲路，還是今天的全球貿易，香港都是其中
不可或缺的角色。作為香港青年，李曉慧始終相信，探古知今，在
時代浪潮中，絲路精神必將激勵港人駛向更遼闊的海域。 ●新華社

以海洋為媒介的海上絲綢之路，沒有
明確的線路實體，但古人以一種悲

壯的方式，把貿易的載體「船」，留在
了茫茫大海之中。由此，後人得以對不
同海域、不同時間的沉船進行考古發掘
研究，將這些點串聯成線，這條線就是
海上絲綢之路。
「南海I號」於1987年被首次發現，到
2007年打撈上岸，再至細緻地清理、研
究，它的考古進程與崔勇的職業生涯恰
好重合。因此，崔勇說：「我這一輩子
運氣非常好，見證了整個中國水下考古
從開始到現在發展得比較高的階段。」

三十年為一艘船
中文系出身的崔勇，因「文史不分家」逐漸對考古產生了興趣。在

「南海I號」被發現後，國家很快成立了一個水下考古工作協調小
組，1987年年底，國家請日本專家到北京辦水下考古培訓班，崔勇便
趕上了那一批。1988年國家文物局在廣州舉辦輕潛水培訓班，崔勇又
成了首批9個學員之一。
站在現在的角度來看，「南海I號」是一個圓滿完成的項目。但在

當時，人們對打撈和發掘工作是否值得還有些迷茫。然而崔勇認為，
將資金集中用於這種大型項目是值得的，因為它可以留下供將來人們
享用的文化成果。現在，展示「南海I號」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
館每年有上千萬的收入，並帶動了整個陽江地區的經濟發展，實現了
國家提倡的「文化搭台，經濟唱戲」。
崔勇稱，從考古中獲得的最大成就感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

人類天生具有好奇心，這種好奇心不僅驅使人們探索未來，也促使人
們追溯過去。考古工作正是滿足這種好奇心的途徑，它通過邏輯推導
和尋找證據，逐漸揭開古代生活的神秘面紗。當通過各種發掘得到的
文物證據慢慢證明了自己的邏輯是正確時，或者證明邏輯不成立但能
夠建立起另一套更適合研究的邏輯時，崔勇都會感到非常有成就感。
此外，考古工作中發現的快樂也是成就感的重要來源。崔勇以「南

海I號」舉例道，他曾長期尋找這艘沉船，歷時多年後終於如願以
償，這種可遇不可求的發現讓他深感興奮。

「南海I號」與香港有不解之緣
「南海I號」與香港還有一段不解之緣。原來，儘管1989年中國歷
史博物館已與日本方面簽訂合作調查意向書，卻由於種種原因中斷。
直到十年後的1999年，中國歷史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來港參加
竹篙灣水下文物調查，其間認識了潛水專家陳來發等一批愛國人士，

他們對國家水下考古表達了強烈的關注，表示願
意贊助水下考古項目。崔勇表示，當時做一次水
下考古至少要100萬，而面對不確定的風險，考
古團隊很難得到資助，香港同胞此舉無疑是雪中
送炭。陳來發創建「香港中國水下考古研究與探
索協會」，出資120萬港元贊助「南海I號」調
查，中斷多年的「南海I號」考古項目得以重新
開展。
同時，在「南海I號」的考古過程中，考古團

隊幸運地發現了一批罐子。起初，他們以為這些
罐子是福建泉州磁灶窯的產物，但經過與南越國
宮署的罐子對比以及微量元素測試，發現它們竟

然出自廣州窯口——佛山南海奇石窯和文頭嶺窯。這一發現解決了團
隊長期以來的一個重大疑問，即「南海I號」為何會在此沉沒。原本
他們認為「南海I號」是從泉州出發，向菲律賓旅順島航行，但後來
發現，這艘船其實在廣州有過停留，這才揭示了其真實的航行路線。
這些罐子雖然外形並不精美，但信息量巨大，為學術研究提供了寶貴
的資料。崔勇表示，這些文物背後的信息量讓人興奮和欣慰。
對於大灣區在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崔勇認為廣州是一

個核心點。「廣州作為千年商都，其歷史地位非常重要。大灣區以廣
州為中心，香港、澳門為東西兩翼，形成了一個經濟發達、文化豐富
的區域。」
崔勇還提到了未來水下考古的發展前景。他表示，我國考古團隊未

來非常有望刷新「南海I號」所創下的紀錄，即中國海域發現的年代
最早、規模最大和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沉船。「其實宋代沉船已經算是
較晚的歷史遺蹟，中國水下考古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他相信隨着
技術的不斷進步，未來有可能發現更早的沉船。同時，中國水下考古
的學科建設也已經相當完善，包括整體打撈、原地發掘、原址最小干
預以及深海考古等多個方面，刷新「南海I號」的紀錄指日可待。

考古需吃苦且耐得住寂寞
如何提升年輕人對水下考古和海上絲綢之路等知識的興趣？崔勇回

應道：「首先要讓他們感受到發現的快樂。雖然最初人們可能對文物
的經濟價值感興趣，但更重要的是學術學科的建立和研究。」他提
出，未來可以建立類似於「絲綢之路學」或「『南海I號』學」的專
門學科，深入研究沉船的各個細節，從而形成一個專門的學術分支，
「讓年輕人了解這些文物背後的歷史和文化價值，以及考古工作對於
人類歷史和文化的貢獻。」
他還強調，考古是一門綜合學科，研究目的屬於文科範疇，但知識

儲備卻涉及歷史學、地質學、地層學、類型學、邏輯學等多個領域。
現代考古還需要掌握分子生物學、植物學、動物學等自然科學知識。
考古學者並不需要成為每一科的專家，而是需要具備綜合能力，能夠綜
合各種知識來主導整個項目的走向。對於有意從事水下考古的年輕人，
崔勇給出了兩點建議：一是要耐得住寂寞，二是要能吃苦，「考古工作
需要時間積累才能
出成果，只要保持
耐心和毅力，就一
定會有突破。」

探古知今探古知今「廣東罐」證香港是海上絲路節點

●李曉慧講解展出的宋代青黃釉龍紋六繫罐。 新華社

在考古過程中，崔勇對
「南海I號」的許多文物印

象深刻。他特別提到，「南海I號」的
金器和瓷器的保存狀況尤為完好。金器
的數量之多，在考古史上也屬罕見。而
瓷器則反映了各個不同窯口的特點，從
景德鎮、浙江龍泉、福建到廣東南海窯
的瓷器都在「南海I號」上有所體現。
這些瓷器不僅展示了「南海I號」的運
作過程，還反映了當時的貿易和文化交
流。
此外，崔勇還提到了與「南海I號」

相近的另一艘沉船——「華光礁 I
號」。這兩艘船大概相差20年左右，它
們的航線可以連接起來，與斯里蘭卡、
印度和阿拉伯半島等地都有關聯。這證
明了海上絲綢之路是一條比較成熟的路
線，而「南海I號」德化窯罐子上的年

號和商號更是為此船的時間斷代提供了精確的
依據。
從考古發掘的成果來看，崔勇表示基本上達
到了逆向復原的目標。考古的最高原則就是最
小干預和逆向復原，即從碎片化的遺址中提取
有效信息，並將其復原成原本的狀態。團隊採
集了所有貨物的數據，為學術研究提供了堅實
的基礎。
最後，崔勇想用一句話吸引那些還未參觀過
相關展覽、不了解「南海 I號」的觀眾。他
說：「通過這個展覽，你可以看到從古至今，
中國一直秉持着和平貿易的理念，通過互利雙
贏的方式與外界交流。這其實是中國航海歷史
的一個重要體現。」

「 鳥 歸 沙 有

跡 ， 帆 過 浪 無

痕。」「南海 I

號」考古領隊崔

勇卻不認同賈島

這句詩。在他看

來，歷史的長河

中，即便是沉沒

的船隻，也會在

海底留下深深的

痕跡，那些被歲月掩埋的文物與故事，正是過往存在的證明。崔勇早前

在香港文物探知館正以「帆過浪留痕」為題，與觀眾分享我國水下考古

的歷程和其中的重要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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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勇對「南海I號」的許多文物印象深刻。

見證中國水下考古起步與發展

●展覽吸引眾多市民入場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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