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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
内，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开发海洋资源和利
用海洋空间。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海洋文
化遗产”仍是一个新鲜而充满未知的领域，
它会很快影响到我们的社会生活吗？

詹长法：事实上，海洋文化遗产已经影
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了。海洋文化遗产具有
独特的魅力和话语力量，能够让人回溯从古
至今的历史和传奇事件。人们通过海洋文化
遗产，正在对人类文明史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碎片”进行重新梳理和考量，涉及海上航
线、货物运输、人类迁徙、古代科技、造船
和贸易史等方方面面。

202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
护管理条例》 进行了修订，随后相关部门陆
续颁布了 《“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
《“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 以
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旅游发展规划》。以上
这些文件都提及了一个共同的基础资源——

“海洋文化遗产”。比如在 《“十四五”考古
工作专项规划》 中，就将水下考古、水下文
化遗产调查作为深化考古研究、树立中国特
色考古学的重要任务。

记者：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海洋文化遗
产应是当今社会认知自身发展过程和未来走
向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詹长法：没错！包含水下考古成果在内
的海洋文化遗产，是海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且是一种新型的海洋资源。我们必须
尽早认识到，海洋文化遗产资源是社会宏观
发展和综合利用的重要内容。

记者：在海洋文化遗产资源构成中，我
国的南海区域处在怎样的位置？

詹长法：中国是海陆兼备、历史悠久的
文明古国，水域之下蕴含着丰富的自然资源
和文化遗产内容。考古研究表明：我国海域
保留了种类多样、数量庞大的海洋文化遗
产，包括各种遗址、遗迹和遗存，是探讨古
代社会发展与演变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具
有丰富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这其中，
我国的南海区域包含海域和沿岸在内的相关
资源，内涵非常丰富。

近年来，我国在南海海域取得了“南海I
号”“南澳I号”“华光礁I号”等重要考古成
果。近日，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古代沉
船遗址第一阶段的考古调查工作开始启动。5
月21日，国家文物局、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布
我国深海考古工作最近取得的重大进展。目
前，在海南共发现水下文化遗存 124 处，自
五代至近现代沉船遗址或遗物点皆有发现。
其中在西沙海域有106处，南沙海域6处，所
发现的水下文化遗产数量居全国之首。

记者：从您第一次接受我采访算起，已
经过去十余年了。在我的印象中，您大多时
间在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研究与实践，也
做了大量国内、国外“陆地上文物”修复工
作。而现在，我观察到一个特别有趣而“前
卫”的现象——您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文
物保护工作者”正在转向成为“海洋文化遗
产”探索者吗？

詹长法：事实上并不存在“转行”一
说。海洋文化遗产是文物保护不可分割的组
成部分。回顾历史，以前我们的目光更多地
聚焦于地上与地下、移动与不可移动的“物
件”身上；而水下考古、海洋考古的技术要
求更高、更全面。如今，海洋文化遗产的发
现、发掘与保护“滞后”的局面正被迅速改
变着。我所工作的南方海洋实验室就提供了
综合国内、国际先进技术手段和理念的平
台，这无论对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还是个

人工作兴趣，无疑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记者：正如您的描述，与陆地考古乃至
近海水下考古有所不同，在深海进行考古作
业，几乎需要配合最新的科技手段才能实现。

詹长法：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同国家
考古工作者利用遥感、声学、磁学等各种勘
测技术进行水下沉船、水下遗迹的探测和保
护应用，推动了海洋考古的快速发展。进入
21 世纪以来，水下航行器 （AUV）、水下机
器人 （ROV）、无人艇等人工智能新技术和
装备不断应用于海洋中古遗存的勘测，这极
大地拓宽了海洋考古的作业区域。

目前，系统调研、探测识别、保护研究及开
发利用已成为海洋考古领域的共识和实践前
沿。一些国家的专业化团队借助新技术手段，
已能提供海洋考古方面的技术服务并发现了
大量从古罗马时期到20世纪的著名海洋历史
文化遗存。1708 年，当时著名的西班牙旗舰

“圣何塞”号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海港口沉没。
2015年，有关方面在发现和勘测这艘沉船时，
就采用了ROV和AUV等探测装备。

记者：目前，我国在南海区域的水下遗
存探查状况如何？

詹长法：目前，我国海域包括在南海区
域，仍存在大量已知的、有待勘探的水下遗
存。勘探保护任务依然繁重。仅以南海区域
为例，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其他国家登记的或
已打捞的古沉船数量高于我国，这表明我们
在这一领域亟待进一步发展。沉船的发现多
为偶发性行为，水下考古发掘也多基于被动
和抢救性需求。其主要原因是在海洋考古技
术服务方面仍有短板或存在空白。现有的探
摸、勘探技术因技术手段单一、缺乏先进技

术的整合与研发，尚无法满足日渐增多的发掘
需求。因此，加速开发新的技术及办法，实现更
高效的水下作业成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记者：我国南海区域的海上贸易历史悠
久。自古至今，那里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区域，在陆上和水下，被认定为“海丝”
文化遗产的内容越来越多。

詹长法：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本质
上源于人类文明间跨海、跨地区、跨文化的
相互需要。由此开展的贸易交往和文化对
话，正是迈向多元文明交往秩序的理性选
择。至迟从秦汉时期起，古代中国与世界各
地的海上丝绸之路就开始了交往互通；明清
时期，以广州为中心的内湾经济区发展成繁
荣的工厂和手工业商品集散地。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海洋考古学理论
和海洋科学技术发展，在南海区域及周边涉
海地区发现了大批珍贵的海洋文化遗存、遗
迹和遗物，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日益受到
学界关注，这些都丰富了南海海洋文明以及
我国沿海地区海洋文化的整体面貌，也开拓
了相关学术研究的空间与潜力。

记者：这为提升我国沿海地区的海洋文
化认知提供了哪些机遇？

詹长法：目前，在历史、考古、文物保护、
城市研究、生态研究、海洋研究以及人类学、社
会学等领域，已形成了丰硕的相关研究成果。
但从全球范围来看，对“海丝”的历史和价值认
知仍不充分，保护管理未构建体系；当代城市
发展带来的人为冲击，由气候变化、海岸线变
迁等自然因素带来的保护压力，都使“海丝”文

化遗产面临保存危机，这同样也使得海洋文化
遗产保护面临巨大挑战。

以我国粤港澳大湾区为例，这里既面临
海洋文化遗产保护的共性技术难题，又面临
全球化对传统海洋文化特色产生的冲击。所
以，亟待增强对粤港澳大湾区及南海区域

“海丝”文化遗产的系统调查能力和价值研究
能力，尤其应倡导以文理工多学科交叉和融
贯的研究思路，以协同创新为导向，综合海
洋遗存勘测技术、科技考古和海洋文化遗产
价值研究，研发创建专项资源数据库与“一
张图”可视化智慧管理平台。

记者：我们不断加深对海洋文化遗产认
知，持续加强勘测发现和保护，这在当今社
会发展中，有何重要意义？

詹长法：进行海洋文化遗产调查、保护
与利用，可以对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提供支
持，也能在陆地资源已高度开发的前提下，
持续开辟出新的经济增长路径和领域。作为
海洋资源的重要部分，海洋文化遗产将拉动
国家、社会以及企业资金的投入；基于海洋
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旅游观光，将会形成
一个全新的经济链条；通过推动南海海洋文
化遗产调查，一定会带动与周边相关国家和
地区的跨地区多领域国际合作交流。

海洋考古及海洋文化遗产研究可以拉动
地方和区域社会发展，这在国内也有实例
的。广东省“南海 I 号”的发现打捞和展
示，已具有典型示范意义，显示了海洋文化
遗产在当地文化和经济发展中的价值。

记者：您所在的南方海洋实验室，是如
何开展海洋考古工作的？

詹长法：近 5 年来，南方海洋实验室以
“立足湾区、深耕南海、放眼全球”为定位，
围绕海洋环境与资源、海洋工程与技术、海
洋人文与考古 3大研究领域，形成了 18支科
研创新团队。在海洋考古领域，南方海洋实
验室专注于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研
究，汇集国内外海洋遗产保护研究的专业人
士，聚焦粤港澳大湾区海洋遗产勘测与保护
利用的技术创新。

目前，海洋考古创新团队开展的自主科
研项目“古沉船勘测技术整合与研发”，通过
联合历史人文、考古学、海洋沉积学、海洋
动力学、海洋勘测技术等多学科队伍，从历
史文献调研和科学勘测技术等多方面着手，
调查重点海域的海洋文化遗产分布状况及其
历史信息。上述示范性自主科研项目的实施
为下一步进行全面科学调查打下了坚实基
础，同时能够在理念创新、技术创新和方法
创新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

记者：这其中，一定综合运用了许多高
新技术手段。

詹长法：各种新技术与方法解决了古遗
存勘测与海洋考古中的诸多难题，然而，海
洋考古工作仍面临一些独特的瓶颈与困难。
首先，海上作业区域环境异常复杂，不同区
域在水深、海底地质构造、考古遗存的掩埋
介质及其沉积深度等方面都存在极大的差
异；其次，如何将各种人工智能技术和装备
与勘测设备进行有效整合并合理搭载，又如
何提高这些人工智能装备的抗风浪能力；再
次，基于海洋考古的勘测结果，如何利用多
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最大限度地揭示古遗存
和海洋文化遗产的内涵，探知古代造船技
艺、航运路线、贸易行为和人口迁徙所引发
的文化传播与文明互鉴，这也是海洋考古工
作者必须思考的前沿问题。

为此，海洋考古创新团队申报了“海洋
古沉船勘测技术整合与研发”科研课题，以
历史文献记录、民间口头传说、渔民提供的
线索等为研究资料，同时结合海洋考古学、
海洋沉积学、海洋动力学和海洋勘测等多学
科的知识，探索多种技术与多学科在不同海
域古遗存勘测中的创新应用，目前正在编写
相关的技术标准，以此尝试解决复杂海洋埋
藏环境下古遗存勘测和识别的技术难题。

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始于20世
纪80年代末期。2007年，“南海I号”率
先采用沉箱整体打捞技术；2009 年，
国家文物局成立总领海洋考古事业的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2014 年，
“中国考古 01”考古专用船投入使用；
2022 年，“长江口 2 号”综合运用无人
艇、多波束声呐、侧扫声呐、浅地层剖
面仪和磁力仪等海洋物探设备开展水
下调查……中国水下考古逐步实现了
从近海勘探到远海发掘，从单一领域
到多种技术融合。

2018 年，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
心和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
所共同设立了“深海考古联合实验
室”。2023 年 5 月 20 日，我国的“深海
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在南海西北陆坡
一号沉船遗址核心堆积区布放水下永
久测绘基点，标志着中国水下考古尤
其是海洋考古水平有了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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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文物保护专家、南方海洋
实验室海洋考古创新团队首席科学
家、中国海洋学会测绘专业委员会
委员。

曾主持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研
究及工程项目，其中包括国家文物
局《“南海 I 号”出水陶瓷器、金属器
保护修复及凝结物处理方案》、广东
省《海洋古沉船勘测技术整合与研
发》等大型研究课题。

长期致力于推动文保国际合作
并获意大利总统授予的“仁惠之星
骑士勋章”。

詹长法

世界遗产
责编：齐 欣 邮箱：lairuismile@126.com

2023年6月5日 星期一

看·世界遗产看·世界遗产

海洋文化遗产海洋文化遗产
看南海看南海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齐齐 欣欣

海洋文化遗产是提升全民海洋意识、推动
公众保护海洋、助力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资源。

6月8日是“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
日”，恰逢我国南海深海考古取得重大进展，
国家文物局正式启动对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

号古代沉船遗址的考古调查。本报记者近日就
海洋文化遗产话题专访了“南方海洋科学与工
程广东省实验室 （珠海） ”（以下简称“南方
海洋实验室”）海洋考古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
詹长法教授。

上图：5月27日，在结束当日的水下调查后，搭载着考古队员的“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浮出海面。
由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学院、中国 （海南） 南海博物馆联合组成的深海考古队搭乘“探索一号”科考船，目前正在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海域进行第一阶段调查。科考船使用“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用于水下考古数据
采集。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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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探索一
号”科考船上拍摄到
的“深海勇士”号载
人潜水器。

左图：海洋考古受
海洋气象、水文、地质
等环境因素影响。水下
文物的探测、提取工作
难度大，不可控因素复
杂多变。

南方海洋实验室海
洋考古创新团队利用科
考 船 （前） 与 无 人 艇

（后） 同时搭载多种海洋
勘测设备如旁侧声呐、
多波束声呐、浅地层剖
面声呐等勘测设备进行
古遗存勘测。

下图：文献搜集整理及海洋沉
积学数字模拟计算，是“海洋古沉
船勘测技术整合与研发”重要的前
期工作。图为 2023 年 4 月，南方海
洋实验室海洋考古创新团队前往广
东江门台山沿海，了解当地渔业历
史和海洋人文故事。

右图：南方海洋实验室
技术人员在南海海域利用侧
扫声呐拖曳作业，进行古遗
存勘测，图为技术人员调试
侧扫声呐参数。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