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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I号”是从哪里离岸的？船
上的酱釉罐产自何处？宋代广州市
舶宴上饮用什么酒？走进位于广东
省广州市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的

“从广州出发——‘南海 I 号’与海上
丝绸之路”展览现场，一件件文物诉
说着“南海I号”的精彩故事，再现海
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

展 览 立 足 于 最 新 考 古 研 究 成
果，以全新的视角和叙事方式解读

“南海 I号”，分为“南海 I号”的困
惑、“南海 I 号”的旅程、广州出发
的密码三大部分，生动还原“南海I
号”的航行轨迹，凸显广州作为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的历
史地位。展览汇集国内 12 家文博单
位的400余件 （套） 文物，其中超过
2/3文物为首次展出。“南海I号”出
水“淳熙十年”印文酱釉罐、墨书

“郑尽金记直癸卯岁次”青白釉印花
双系罐均为首次与公众见面，它们
的发现对推测“南海I号”的年代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南海 I 号”沉船是中国水下考
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其沉没地处
在广东通往南海的主航道上。此
前，“南海 I 号”出水酱釉罐多被认
为是福建泉州磁灶窑产品，缺乏证
据表明这艘船与广州的关联。近
年，南越王博物院在整理南越国宫
署遗址宋代建筑基址资料时，确认
了宋代广州公使酒库的位置，遗址
出土大量与酒有关的印文、印花酱
釉罐，其器型、釉质釉色、胎质胎
色、印文印花与“南海I号”部分酱
釉罐高度相似。2021 年，考古工作
者对广东佛山南海奇石窑和文头岭
窑进行考古调查与抢救性发掘，采集和清理出与“南海I号”高度一致
的印文、印花酱釉罐标本。研究团队采取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证实

“南海I号”和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部分酱釉罐产自南海诸窑，明确
“南海I号”来过广州，并且最后从广州港离岸。

展览依托这一最新研究成果，将古代货物生产基地、商品集散
地、贸易路线联系，重构“南海I号”的航行路径：潮起两浙、风华刺
桐、扬帆广州。此外，还根据文献资料创作“纲首日记”，通过船长的
视角讲述他们的见闻经历，与观众实现古今对话。

临安 （今浙江杭州） 在南宋时期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两浙 （包括今浙江全境、江苏南部和上海） 是临安的经济腹地。

“南海I号”上发现的金银货币、铜镜产自临安和湖州地区，景德镇窑
和龙泉窑瓷器也大多经临安、明州 （今宁波）、温州等地集散、销售。

“潮起两浙”精选“南海I号”出水的金银货币、景德镇和龙泉窑瓷器
精品，再现宋代两浙沿海港口“海舶云集”的繁华景象。

泉州是宋元时期福建地区对外交通大港。福建地区生产的陶瓷经
由泉州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等
地。“风华刺桐”部分展出“南海I号”出水的福建窑系代表精品，反
映南宋时期福建陶瓷制造业的发达。

北宋开宝四年 （971年） 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元丰三年 （1080年）
颁布了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成文的海贸法《元丰广州市舶条法》。商船
出发之前，广州市舶司设市舶宴饯行，宴会上饮用的酒主要来自公使
酒库。南越国宫署遗址是宋代广州知州 （兼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 的
行政官署所在，广州公使酒库也设置在此。通过遗址出土的酱釉罐上
的印文可知，当时广州公使酒库有气味芬芳的“清香”酒，有秋收时
节始酿至来年春天成熟的“百花春”酒，有取自唐代诗人李贺“小槽
酒滴真珠红”诗意的“真珠红”酒，有以生产年份作标识的“大观三
年”酒、“政和元年”酒，还有以花卉纹作商标的酒。“扬帆广州”集
中展示了一批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宋代器物，如墨书“公使”文字
青白瓷碗底、“真珠红”印文酱釉罐残片、“百花春”印文酱釉罐残片
等，通过关联文物体现广东陶瓷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路径。

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形成了以广州港为中心，香港、澳门等地
为中转的多层次贸易港口体系。此次展览凝聚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博单
位的力量，利用实物和史料展示海上丝绸之路在大湾区留下的足迹。
展览展出了香港九龙圣山遗址、香港大屿山竹篙湾遗址、澳门圣保禄
学院遗址出土的国内各窑口瓷器产品，这些文物是中国瓷器从粤港澳
大湾区走向世界的实证材料。

在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东大街商都遗址考古
公园内，有一座展示郑州商代都城历史文化的考
古遗址类专题博物馆——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
自 2022 年 7 月正式对外开放后，参观人次已超过
40万。基本陈列“巍巍亳都 王都典范——郑州商
代都城文明展”今年获得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
览精品奖。

馆内展出青铜器、玉器、骨器、陶器等文物1000
余件，并结合沙盘模型、场景复原、艺术作品、多媒
体等辅助手段，向世人揭开这座距今3600余年古都
的神秘面纱，再现商代亳都的辉煌盛景。

巍巍亳都 古今同地

步入序厅，巨幅环形浮雕墙气势磅礴，中间
有一柄镂空的洛阳铲。仰望穹顶，可见一圈圈金
色年轮。

“洛阳铲表示郑州商代都城是一座由考古发现
的千年王都。穹顶的年轮造型寓意郑州历史悠
久，底蕴丰厚。地面投影与年轮顶饰上下呼应，
象征着从古至今城址从未迁移。”郑州商都遗址博
物院副院长马玉鹏介绍，20世纪 50年代，郑州二
里岗一带发现商代遗存，经考古发掘和研究，专
家推断郑州商代城址为早商的亳都。1961 年，国
务院将郑州商代遗址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2021 年，郑州商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
式开放。

站在浮雕墙前，马玉鹏讲解了浮雕表现的先
商和商代故事：“玄鸟生商”，简狄吞食玄鸟之卵后
生下契，契长大后，因辅助大禹治水有功而被封商
地，成为商人的始祖；“商汤立国”，公元前1600年左
右，商汤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国家——
商，定都于亳，也就是今天的河南郑州；“王亥服牛”
讲的是商高祖王亥通过驯服牛拉车，将食物、服
饰、用具等进行交换，开创了物资交换的先河，
后人就把从事贸易活动的人称为商人。

走进复原展厅，一个400平方米的大型实景沙
盘映入眼帘。它以郑州商城平面图为基础，结合
遗迹分布图、地形图，展示郑州商都的整体城市
布局和功能分区，应用投影、视频等方式，给人

身临其境的沉浸式观展体验。
“郑州商代都城面积25平方公里，采用‘内城

外郭’的布局，奠定了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基本
规制。”马玉鹏说。

主题展厅第二单元复原展示了一段古城垣剖
面。马玉鹏介绍：“这段城墙位于郑州商代都城内
城垣南面，它的剖面清晰体现了郑州商城的历
史。最中间的夯土层是商代城墙，上面是战国、
宋、元、明、清等不同时期留下的修筑痕迹。商
代内城垣周长约7公里，目前在地面上的还有3公
里，见证了郑州商城3600年来城址未变。”

“这是从商城遗址提取的夯土块，可以看到土
块上布满圆形圜底夯窝。根据其大小、形状、密
集程度推断，这是用成捆的圆形木棍夯筑留下的
痕迹。”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讲解员庞晓菲介绍，
城垣采用分段分层的夯筑工艺——版筑法。筑墙
时四周用木板相夹，板外以木柱支撑，用绳绕过
木柱将木板缚紧，然后在木板之间铺一层黄土，
夯打压实。如此重复，直至垒筑到预定高度之后
再拆去木板木柱，一堵墙就筑成了。

“城墙断面的线条是每层夯土的分界线，据测
量，每层夯土厚 8—10厘米。由于夯层薄、夯窝密，
郑州商城内城垣才能一直保存下来。”马玉鹏说。

大邑文脉 生生不息

主题展厅第三单元通过场景复原等手段，展
示城墙结构、城市水利工程、宫殿区、手工业
区、祭祀区的布局形态。第四单元陈列着种类丰
富的文物，带观众领略大邑商都的城市生活。

“郑州商代都城是当时最大、最繁荣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城内人口云集，除了商王室和贵
族，还居住着众多中小贵族、平民、手工业者
等。”庞晓菲说。

郑州商都高等级贵族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制作
精巧，造型规整，彰显着贵族的身份地位。陶质
炊器、食器、酒器等，让人感受到城市平民生活
的烟火气息。

“这件原始瓷尊在当时属于奢侈品，只有贵族
才能使用。”庞晓菲介绍，它用瓷土烧成，胎质坚
硬致密，表面施釉。器型朴实，敞口、折肩，肩
腹饰有排列整齐、密集的斜行小方格纹。与后世
的瓷器相比，这件瓷尊显得原始、粗糙，但它已
具备瓷器的基本特征，它的烧制温度达到 1200 摄
氏度，远高于陶器的烧制温度。

随着商王朝的统治中心北移，郑州商都逐渐
衰落，但仍有大批民众在这里繁衍生息。

战国时期鎏金铜带钩、板瓦、铜璜，汉代绿
釉博山炉、彩绘耳杯，唐宋时期三彩镇墓兽、文
吏俑、白地黑花诗文瓮……郑州商城内外出土的
历代文物反映了城市文脉的传承赓续。

“这件文物叫‘亳’字陶文，是郑州商城遗址发
现的战国时期陶豆柄残件，上面印着一个‘亳’字，
为亳都的确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马玉鹏说，“这

座 3600 年前营建的王都大邑历经周秦汉唐宋元明
清仍生生不息，堪称世界城市发展史中的奇迹。”

青铜文明 光耀千古

“这件兽面纹铜方鼎又名杜岭一号方鼎，1974
年出土于郑州杜岭张寨南街，原件藏于中国国家
博物馆。它是迄今发现的商代早期最大的青铜
器，通高 100厘米，口长 62.5厘米，口宽 61厘米，
重 86.4 公斤。”顺着庞晓菲的指引端详此鼎：立
耳，口近长方形，腹部呈方斗形，壁微斜，平
底，下承四柱足，中空。纹饰以兽面纹和乳钉纹
为主，备显庄重威严。

“安阳殷墟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是目前发现最
大、最重的青铜器，有800多公斤。杜岭一号方鼎
虽然只有 80 多公斤，但年代比后母戊鼎早 300 多
年。郑州商城出土如此大型青铜鼎，是商王朝在
此建都的又一佐证。”马玉鹏说。

一件兽面纹铜钺吸引了记者注意。“钺的造型
源于斧，是君王权力与地位的象征。序厅商汤王
塑像手中拿的正是一件钺。”马玉鹏介绍，此钺整
体呈梯形，刃和阑部平直，平肩，两肩各有近似
长方形的小穿孔，用于穿绳系柄。器身饰镂空兽
面纹，兽面左右对称，纹饰四边有 11 个连接点，
铸造工艺精湛。

经过 70 年考古发掘，郑州商城遗址出土了数
以万计的文物，在 3 座窖藏坑内发现了 28 件珍贵
的商代王室青铜礼器。1974 年在杜岭街发现第一
个窖藏坑，出土了包括杜岭一号方鼎在内的3件大
型青铜器。1982 年在向阳回族食品厂发现第二个
窖藏坑，出土 13件青铜器，其中有商代前期最大
的圆鼎。第三个窖藏坑在南顺城街，坑内有 12件
青铜器，包含酒具、食具、炊具、兵器等。

展厅里呈现了向阳回民食品厂窖藏坑复原模
型，一组青铜礼器经过套装、对口，并列放置在
坑内。“有学者认为这是祭祀活动后有意识进行摆
放的。”庞晓菲说，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秩
序，制定出一套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器用制度，
达到“明贵贱、辨等列”的功能，在郑州商代都
城贵族墓中出土了大量随葬青铜器，器物组合与
数量彰显了不同等级贵族身份地位的差异。

“讲述城市历史文脉的传承与延续，展现几代
考古人努力奋斗的成果，唤起社会各界保护商都
遗址的共识，是我们的责任。”马玉鹏说，郑州商
都遗址博物院秉持“文物+科技”的理念，运用先
进技术和丰富的展陈方式，对考古研究成果进行
生动易懂的解读，满足不同人群的观展需求。

展厅以夯土黄、青铜绿、朱砂红为主要色
调，以商代城墙元素为装饰主题，营造出浓厚的
历史文化氛围；各展览单元的标牌上用集束木棍
呈现单元名称，令人联想到古人夯筑城墙使用的
成捆圆形木棍；通过3D打印模型、场景雕塑、视
频动画等重现筑城、铸铜、制陶、祭祀、窖藏等
历史景象，让人仿佛穿越时光，回到历史现场。

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

再现古老商都辉煌盛景
本报记者 任胜利

◀商代兽面纹铜钺。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展厅里呈现的商代筑城场景。 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供图

▲战国时期“亳”字陶文。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展厅里陈列的陶器等文物。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展厅里陈列的陶器等文物。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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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出土的明代瓷器残件。
南越王博物院供图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宋代南海窑花卉绶带纹“德”字酱釉四耳
罐（局部）。 南越王博物院供图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宋代南海窑花卉绶带纹“德”字酱釉四耳
罐（局部）。 南越王博物院供图

▲商代原始瓷尊。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供图▲商代原始瓷尊。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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